
上犹县博物馆 2023 年工作总结
2023 年，在县委、县政府的正确领导和上级部门的关心

支持下，上犹县博物馆全体干职工统一思想，凝神聚力，按

照中央、省、市、县关于文物工作的部署要求，稳步推进各

项文博工作，取得了一定工作成效，有效地保护了我县各级

文物安全。现将上犹县博物馆 2023 年的工作成效、存在的

问题和 2024 年工作计划报告如下：

一、2023 年工作成效

（一）文物保护稳步推进。文物安全是文物工作的“生

命线”，做好文物保护工作是推进文博事业的基础。上犹县

博物馆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

的文物工作方针，对全县各级各类文物的保护不松懈，通过

积极向上争资争项，完善保护管理制度和措施，增强县乡村

三级文保队伍力量，确保了我县文物的基本安全。具体包括

以下几项工作：

一是修缮保护一批。对已争资成功的紫阳彭德怀旧居、

上犹县博物馆预防性保护 2 个项目作为重点工作，组织施工

队伍抓好项目实施。同时对紫阳彭德怀旧居积极做好展示利

用工作。



二是编制申报一批。主动对接县文广新旅游局和县委宣

传部等单位，对符合申报条件的营前红三军团宣传部旧址维

修陈展工程、鹅形首会旧址保护维修陈展工程、上寨红军医

院三防工程等 3 个项目尽快编制申报方案，积极向上争资立

项。

三是优化调整一批。进一步健全了文物安全隐患处理机

制，优化了县乡村三级文保队伍结构，完善了乡村文保员考

核管理措施，加大了文保员培训力度，提高了一线文保员工

作的积极性、及时性和有效性，确保了每处文保单位有专人

进行日常巡查，有效保障了全县 57 处文保单位的安全。

（二）文物利用乘势而上。做好文物利用工作是文博工

作的落脚点，是文博工作者以优秀历史文化服务好人民精神

文化需求和助力经济社会发展的初心和使命。几个月来，我

馆紧贴当前需求，通过盘活我县红色资源，完善功能配套，



提升陈展水平，搭建学习教育平台，创新宣传教育形式，全

面服务社会各界开展党日学习、红色研学等活动，取得了良

好的成效。

一是红色文化活动精彩纷呈。举办了第三届红色讲解员

素养大赛，开展了 3 期红色文化进校园和进社区活动，“党

的二十大知识竞答”好评如潮。特别是第三届红色讲解员素

养大赛，来自全县各机关事业单位、各中小学、各旅行社等

110 多学员参加了活动，让他们通过学习中国百年党史历程、

上犹县情发展、红色文化资源、风土人情等知识，掌握娴熟

的讲解技能及灵活的应变处置能力，着力培养出一支热爱讲

解事业、讲解业务能力突出、胜任接待服务的高素质讲解员

队伍。举办了“上犹县欢乐龙年·欣欣上犹喜庆闹新春活动”

之“博物馆里迎新年”，此次活动分为唐宋记忆、明清印记、

客家万象、福至犹江四个板块，将传统客家文化与现代表演

艺术相交映，融入上犹本土元素，突出地域特色，展现出多

元的文化色彩。以丰富的节目形式、高质量的演出，营造了

欢乐祥和的春节氛围，为群众奉上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新春文

化盛宴，更书写了上犹县传统文化发展新篇章，进一步推动

了我县的精神文明建设，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大的精神文化动力。





二是红色文创精益求精。已开发了一批有上犹特色的红

色文创产品，如清湖星火雪糕、清湖星火台历等，面向市场

需求，大力传播上犹红色文化。

三是红色文旅日益红火。规划了以清湖红色教育基地、

上寨红三军团旧址群、营前镇毛泽东旧址、革命烈士陵园等

革命遗址为参观点的红色研学路线。通过吃红军餐，唱红歌，

运红军粮，VR 体验，手工制作，做团队游戏等体验活动，共

接等县内外前来参观学习体验的游客和学员达到 35000 人次。



二、存在的不足

1.文博事业资金不足，经费运作紧张。想要更好地建设

和发展文博事业，还仍需不断向上争取资金。

2.人才队伍建设存在不足。我馆共有在编在岗人员9人，

其中 4 人在犹江传媒有限公司工作，博物馆 5 人分别要负责

博物馆、文物保护中心相关工作和上犹清湖红色教育基地的

管理和日常运营。其中讲解人员数量尤为不足，我馆仅有讲

解员 2 人，除讲解工作之外还需承担馆内其他工作，很难充

分满足参观需求。近年来，随着文化振兴的推动和红色资源

的保护利用力度持续增加，红色文化越来越被重视，随之而

来的中心工作也大幅增加，因此我馆不得不依靠一些实习生

和临聘人员来维持正常的工作秩序。但由于实习岗位和临聘

人员招聘难度高且流动性较大，不仅增加了岗位培训成本，

而且不利于工作的合理安排及有序开展。

三、2024 年工作计划

上犹乃千年古邑，历史底蕴深厚，文物资源富集，文化



万象丛生，但“满天星星，没有月亮”，难以让人印象深刻，

更谈不上影响深远。在此，建议上犹文化应在致力品牌打造,

彰显上犹特质上下功夫。

1.建设一个江西水电文化专题博物馆。上犹有丰富的水

利电力资源，从上世纪 50 年代开始，国家、省、市先后在

上犹江兴建了 5 个大中型水电站，形成了如今上犹江“一线

串五珠”、“一江连五湖”的壮丽景观，有“水电之乡”和

“共和国水电人才的摇篮”之美誉。而最具代表性的上犹江

水力发电厂是我国“一．五”时期在前苏联专家指导下新建

的第一座坝内式厂房水电站。它的成功建设，是我国水电建

设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是毛主席送给赣南人民的“小太

阳”，是极具代表性的近现代工业遗产，见证了上犹人民支

持国家建设的大局观念和奉献精神，有重大的纪念意义、历

史价值和当代作用。

2024 年上半年，将上犹江水电厂文化宫改建成全面系统

展示中国水电历史的主题博物馆，可填补江西省内无水电主

题博物馆的空白。博物馆以展现中国水电历史、弘扬水电文

化、普及电力科学知识、推进爱国主义教育、促进工业旅游

发展为目的，采用文字、图片、模型、泥塑等多种形式，结

合先进的声、光、电综合技术手段，配置立体交叉的艺术效

果，向游客们全面集中展示以上犹江水电厂为代表的中国水

电事业 70 多年来的辉煌成果和发展历程，充分彰显 “上犹

江水电博物馆”集知识性、趣味性、科普性、可读性、观赏

性为一体的专业水电博物馆的独特魅力，是江西第一个水电

文化的展示基地、科普基地、体验基地和研学基地，也是现



代工业文明的精品展示工程。是上犹最具优势、最展特色、

最显人文、最能吸人留人的文化品牌，也是赣南其他县市无

法复制更无从超越的。同时高标准打造全县移民文化展示厅，

让上犹的移民精神、移民贡献，有一个宣传、展示、传播的

平台，让游客有一个新去处，让移民有一种归属感和自豪感，

让社会记住移民，更好地诠释上犹移民“迁徙、回归、寻根”

的乡愁记忆和情怀，丰富建设时期上犹人民为国家建设所做

贡献的历史。

2.整合一批红绿古色资源。一个地方旅游要搞起来，离

不开红色、绿色、古色的搭配。上犹作为红色圣土，水电摇

篮，境内多山多水、古风神韵，我们将积极作为、深入挖掘，

努力用红色育人资政、用绿色留人养生、用古色引人入圣。

树立“一条红军渠，润泽万民心”的品牌形象。对标湖南省

郴州市汝城县沙洲瑶族村的“半条被子”与本省赣州市瑞金

“红井”，打造汝城“红军被”——上犹“红军渠”——瑞

金“红井”三点一线，上犹“红军渠”成为中心；对标河南

省林州市“红旗渠”，形成：南有“红军渠”——北有“红

旗渠”遥相呼应之势，重在彰显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人民群众一起不畏艰难险阻创造

人间奇迹与美好生活！

3.活化利用一批历史建筑。通过向上争资一点、民间筹

措一点、部门整合一点的方式将营前红三军团宣传部旧址、

教导队旧址等革命遗址修缮保护好；将营前孔庙、营前九厅

十八井逐步打造成赣南孔子研学基地、中医康养研学民宿等。

注重融合发展，鼓励社会参与。推动文化资源开发与旅游、



乡村振兴相结合，突出文旅融合，提质特色产业，赋能革命

老区振兴发展。

4.挖掘提升一批人文故事。加强内容建设，生动展现上

犹文化的基因和思想内涵，构建上犹文化精神谱系。将文化

融会贯通到展陈展示、旅游和体验之中，讲好党的故事、历

史的故事、上犹的故事，让人们循着故事来、带着故事走。

实施“文化+”战略，与教育互动，与科技联姻，与创意嫁

接，与旅游相融，加快要素集聚，让上犹文化活起来。鼓励

社会力量有序开发文化 IP，支持市场主体加强内容、模式和

业态创新，增强素材再造、衍生创新和多元供给能力，让更

多文化元素可触摸、能感知，点亮美好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