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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 都 博 物 馆

成博报〔2019〕83 号 签发人：蒋阵奇

成都博物馆

2019 年工作总结及 2020 年工作思路

市文广旅局：

2019 年，在市文广旅局的统一部署和指导下，成都博物

馆紧密围绕全局重点工作，以公共文化服务为导向，积极推进

工作落实，较好地完成了年初制定的各项目标、任务。

一、2019年工作总结

（一）全方位确保日常工作稳定发展，奋力推进世界文化

名城建设

1.全面加强党的建设与党风廉政建设，以管理保运行、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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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能力持续提升

全年组织党员学习会 18 次，行政主要领导、总支书记讲

党课 3 次，组织党员到革命教育基地现场学习 1 次，党员撰写

学习心得 14 篇，已开展谈话 80 人次，上报活动简报 18 期；

全面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积极推进党风廉

政建设工作，集中学习 10 次，开展谈话 27 人次，发现问题 9

个，党员干部提交学习心得 25 篇；开展警示教育 6 次，制作

廉洁教育宣传展板 4 个，廉洁宣传展架 3 个，宣传标语 2 条，

发送廉洁提醒短信 1232 人次；进一步加强预算管理，实施项

目过程监控与分析，定期分析、把握预算目标的实现进度，为

运行决策提供有效支撑，保障博物馆有序、高效运转。

2.不断推出高品质临展、特展，展览创新探索稳步推进

做好基本陈列日常管理同时，举办“双城记—成都与宜宾”

“与时代同行—四川油画邀请展”“食为天—餐桌上的文化之

旅”“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举办的系列展览”“万物熙攘：第

54 届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展”“巧手夺天工—传统工艺的现代

新生”“走进重华宫”等临展、特展超过 10 项，积极推动多

领域跨界融合创新。

3.藏品管理能力不断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成效初显

逐步完善藏品管理制度与体系建设，稳步推进藏品库房搬

迁，不断推进文物保护利用改革，先后多次借展文物藏品参与

了多个文化项目；持续推进馆藏文物保护、馆藏珍贵文物预防

性保护及防震等重要文物保护项目实施；接收并代管成都张大

千艺术博物馆捐赠藏品 645 件，积极推动实施约 1000 件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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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项征集工作。

4.持续推进免费开放和延时开放，公共文化服务绩效水平

不断加强

继续全面实行免费开放和延时开放，提供免费讲解服务

3000 余场，微信语音导览点击量达 32 万次，微信用户量突破

84 万人次；研发推出系列专题教育活动，全年推出文化教育

活动超过 700 场，举办公益讲座 90余场；不断加强馆校合作，

全年开展进校园活动 26 场，1400 余名学生参与；积极开展“天

府文化进社区”活动，惠及社区居民近 200 人；荣获“2019

年成都市科普讲解大赛”一等奖与优秀组织奖、 “优秀文化

志愿服务组织”称号。

5.学术科研体系建设逐步完善，科研成果转化基础能力增

强

组织策划专题讲座 18 场；完成研究文集与馆刊创刊号编

撰；编辑出版展览图录 3 部；全年刊发各类文章 20 余篇；承

办中国博物馆协会博物馆学专业委员会 2019 年年会暨“新时

代博物馆专业能力建设”学术研讨会；研究成果荣获四川省第

八届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与四川省第十八次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三等奖。

6.文创研发成果丰硕，产品体系与竞争力跨上新台阶

已累计与 119 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通过 IP 授权开发、

委托开发、代销服务等形式上架文创产品共计 6822 款，新增

产品量 1106款。全年共销售文创产品 21.8万件，销售收入达

816.1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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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宣传推广与交流合作成效显著，知名度与影响力稳步提

升

官方微信服务号粉丝达 84 万，本年度总阅读量达 450 万

人次；微博粉丝近 25 万，本年度总阅读量超过 1000 万；媒体

报道已近 8 万条，其中央级媒体报道超过 110条；持续保持与

国际、国内知名文博机构、研究团体的良好沟通与联系，知名

度不断提升。

8.紧抓安全保卫、设施设备管理不放松，确保安全工作“零

事故”

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

规定，制定并实施了多个专项安全工作方案，组织签订安全责

任书，严格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设施设备管理、巡查、维

保工作，确保设施设备正常运行。全方位保障博物馆安全、稳

定、有序运行。

（二）闪耀荣膺“十大陈列展览精品”，以重点亮点工作为

中心不断发展天府文化

1.全年接待观众约 230万人次，预计至本月底自开馆以来

接待观众人数将达到 850 万人次。

2.基本陈列“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古代篇”

荣获第十六届“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奖”，全国排名

第 2 位。同时，成功入选“博苑掇英—全国博物馆陈列艺术成

果交流展（2009—2019 年）”。

3.年初新增“人与自然：贝林捐赠展”常设展弥补了我市

中心城区大型自然类展览的空白，在内容和主题上拓展和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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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花重锦官城：成都历史文化陈列”在自然方面的表达，成

功诠释了“天府文化”的自然基因。

4.推动并具体完成成都张大千艺术博物馆藏品捐赠工作，

代管并对捐赠藏品开展初步研究，全面启动项目建设与展览策

划工作。

5.具体承接“成都熊猫亚洲美食节”开幕式、“食为天—

餐桌上的文化之旅”展览，以及中国美食菜谱文献展、国际美

食摄影展、美食云视听佳片展播、新加坡娘惹文化周等相关活

动，推动亚洲多元文明对话，发展天府文化，为成都“三城三

都”建设作出重要努力。

（三）突出展览展示与文化创意创新创造，为加快建设全

面体现新发展理念城市不懈奋斗

1.以成都考古出土文物与学术研究成果为基础，联合四川

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四川大学博物馆策划推出原创展览“映世

菩提”。

2.联合成都市非物质文化保护中心原创推出第七届中国

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专题联展“巧手夺天工—传统工艺

的现代新生”，打破常规传统手工艺术类的模式，将传统工艺

作品与在灵感、设计、技术上跟传统有关联的现代设计作品并

置，传达“见人、见物、见生活”的理念。

3.联合主办“一条大河波浪宽—新中国 70 周年民间记忆”

展览，从民间记忆角度介绍新中国 70 年的伟大成就与人民生

活的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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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以馆藏藏品研究为基础，策划并向绵阳市博物馆推出原

创展览“和而不同—成都博物馆藏清代四川地区木雕造像展”。

5.联合拉巴特中国文化中心在摩洛哥举办“光与影的艺术

—中国皮影艺术展”，首次创新性地正式将文创作为展览重要

组成部分，集展览、互动演出、文创与社会教育于一体。

6.以展览及馆藏古代科技文物为依托，开设“成都自然与

人文讲堂”系列讲座、“成都博物馆自然科普系列”和“成都

博物馆古代科技系列”三大创新性社教活动。

7.联合举办“万物熙攘：第 54 届全球野生动物摄影展”，

首次尝试与传媒跨界合作，推动“文博”+“传媒”战略合作

落地，探索出了一条新颖且成功的展览合作模式。

8.成功组织“这礼是成都”2019 首届成都博物馆文创 IP

联名产品设计大赛，首次引入雪花、唯怡、天府通等四川本土

品牌与博物馆文物文化进行联名文创产品开发，对品牌已有的

产品体系进行文化赋能，赋予品牌产品文化底蕴，使文物借品

牌走入市民日常生活。目前相关产品正在落地生产，计划于

2020 年陆续面市。

9.重点推进珍贵文物数字化保护工作，申报了国家文物局

专项补助项目及四川省科技厅专项课题，实现了“资源利用数

字化、展陈展示智能化、业务管理信息化、产业整合网络化”，

多层面构建起文物数字化保护与管理体系，使博物馆具备了自

行制作、发布展厅展览全景的能力，极大提升了观众网上全景

浏览临展、特展实况的体验。

二、2020年主要工作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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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争创国家“一级博物馆”，全面提升博物馆各项业

务工作水平，完善博物馆库房、安防、展厅恒湿系统等项目建

设。

（二）继续策划实施高品质的临展、特展，基于馆藏精品

皮影推出更多种类丰富的原创展。

（三）不断提升学术科研与藏品研究水平，持续助力成都

世界文化名城建设。

（四）继续以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惠民为导向，办好各项

展览及配套文化活动。

（五）创新文物价值传播推广体系，力争实现文化创意产

业跨越式发展。

（六）加快推进成都张大千艺术博物馆建设。

成都博物馆

2019年 12月 19日

成都博物馆办公室 2019年 12月 19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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