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2023 年度报告

2023 年是杭州亚运会胜利举办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工作思想指引下，全馆同志齐心协力，无

论是博物馆陈列展览、藏品研究、遗址保护、宣传教育和服

务保障上，争做亚运急先锋，圆满完成了媒体接待点的保障

任务。结合博物馆中长期规划工作要求，积极探索博物馆事

业发展新思路，现将 2023 年工作总结如下：

一、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促进业务能力提升

1、党支部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主题教育的重要讲

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各

级全会精神，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道路奋勇前

进，勇扛使命、勇挑重担，始终坚持“八八战略”管根本管

全局管长远的统领地位，发挥党员先进性，牢记嘱托，感恩

奋进，勇立潮头，继续深入发掘跨湖桥文化的内涵，以开拓

创新为理念，做好跨湖桥文化的守护者和传播者。

2、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活动，通过党员固定学习日

和组织各类活动，建立以“日常教育为基础、专题教育为主

线、时势教育为重点”的教育机制。积极发挥“萧山区共产



党员先锋岗”作用。党员干部带头肩负责任担当，以“传承

萧山历史，弘扬跨湖桥文化”为己任，立足本馆特色，以开

拓创新为理念，学习各类规章制度和业务知识，不断提升规

范意识和业务能力，实现博物馆工作全面提升。

二、开展藏品鉴定与研究，深挖藏品价值

1、我馆承担着“中华第一舟”的文物保护任务，在专

家的指导下具体承担独木舟及木构件脱水保护的科研工作。

目前，独木舟的脱水工作已进入自然风干阶段，保护工作成

效显著，保护成绩有目共睹。

2、我馆的第三个浙江省文物保护科技项目“跨湖桥独

木舟及相关土遗址的精密监测和响应措施研究”，完成精密

监测设备安装、数据采集分析及课题验收工作。

3、2023 年 3 月，邀请浙江省文物鉴定专家完成了 873

件/组馆藏文物的鉴定工作。目前馆藏文物中一级珍贵文物

19 件，二级珍贵文物 46 件，三级珍贵文物 139 件/组，一般

文物 669 件。

三、注重争优创先，提升博物馆影响力

1、2023 年 5 月，由浙江省文物局、浙江省博物馆学会

共同推出首届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宝”评选活动，经过

馆内甄选、社会评选、专家审选等程序，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独木舟(“中华第一舟”)荣获首届全省博物馆“百大镇馆之

宝”称号。



2、在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局、杭州市总工会、共青团杭州市委联合举办的以

“迎亚运、做先锋”为主题的第五届景点景区讲解员服务技

能大赛中，讲解员张天星被授予杭州市“优秀讲解员”荣誉

称号。在杭州市园文局主办的 2023 年杭州市讲解员技能竞

赛中，张天星获得三星级讲解员，顾玉丹、郑思源获得二星

级讲解员。在湘湖国家旅游度假区讲解员技术比武中，张天

星获二等奖，郑思源获三等奖。

3、在“八八战略”在身边暨“守好红色根脉·赓续奋

斗力量”萧山区职工宣讲大赛中,张天星荣获三等奖。在湘

湖国家旅游度假区“明德守法我来说”青年干部演讲大赛中，

郑思源获二等奖，王鑫获三等奖。

4、2023 年 1 月，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业

委员会被评为 2022 年度先进集体。



四、喜迎亚运盛会，重点打造体育联展

基本陈列是跨湖桥文化宣传的灵魂，引进展览是博物馆

的活力源泉。我馆积极整合资源，广泛开展馆际合作。2023



年先后引进《大河上下——中国古代北方系青铜器精品文物

展览》《海风山骨——福建昙石山遗址与昙石山文化特展》

《野马尘埃——赵跃鹏个人画展》《竞出东方——中国古代

体育文物特展》《玉耀长河——凌家滩文化展》等展览，完

成网上展厅临展 720VR 视频拍摄。为配合展览还举办了《昙

石山—福建海洋文化从这里开始》《竞出东方：一场全民健

身的古代运动会》《凌家滩与中华文明》等讲座。



在做好展览引进的同时，加强文物外借交流工作。2023

年，我馆配合浙江省博物馆举办“向东是大海——浙江海洋

文化展”，外借海豚上颌骨、蟹螯；配合杭州博物馆（杭州

博物院筹）举办“物华天宝——杭州出土文物精品陈列”，

外借木桨等 36 件文物。应第 19 届亚运会组委会、第 4 届亚

残运会办公室要求，为充分展现“中国特色、亚运风采、精

彩纷呈”，成就“史上最成功的亚运会、亚残运会”，外借

10 件文物复制品。

五、深入馆校互动，丰富社教活动

1、以“5·18 国际博物馆日”“文化遗产日”“科普宣

传周”等各类节日为契机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宣传普及跨

湖桥文化和文博知识。如：跨湖桥遗址原址保护暨大型出土



（出水）木质文物保护成果图片展览、跨湖桥文化有奖知识

问答、跨湖桥文化讲堂、研学课程《中华第一舟》《土火奇

遇记——彩陶》《跨湖桥祖先的厨房（釜甑篇）》“宋韵探

博”暑假博物馆研学实践活动、跨湖桥经典文物拼图、3D 打

印体验、跨湖桥记忆之活字印刷体验、雕版印刷体验、造纸

术体验活动、“传承文明 我是小小修复师”主题活动等。

2023 年共接待游客 509359 人次，其中青少年 88493 人次。





2、打造“第二课堂”活动品牌，博物馆目前已经开展

有“校园巡讲”“社区巡讲”“你点我送”流动展览进校园

活动。把《跨湖桥遗址十大之最》《中国古近代船舶知识图

片展》《越人歌》《童画船舶获奖作品》《江汉荡荡 穆穆



曾侯——来自古代曾国的宝藏特展》图片等流动展览送入校

园，让莘莘学子能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开阔视野，让更多同

学有机会感知跨湖桥文化的魅力。同时在内容上不断推陈出

新，丰富流动博物馆内容，满足更多学生的需求。

3、博物馆与《萧山日报》小记者团开展联动。在组织

小记者们参观展厅的同时，还为小记者们提供研学、手工制

作等活动，加深对跨湖桥文化的了解。

4、加强讲解员队伍建设，鼓励讲解员“走出去”参加

各种学习培训交流，不断提升讲解员队伍素质。讲解员张天

星参加了有中国博物馆协会主办的中国博协 2023 年讲解员

高级培训；讲解员郑思源参加了由杭州市园文局举办的杭州

市景区讲解员素质提升活动；讲解员郑思源参加了由杭州市

园文局举办的 2023 年全市文博单位宣教骨干培训班。

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助力博物馆定级工作

为顺利推进跨湖桥遗址发掘文物的定级保护研究和我



馆一级博物馆评定工作，已于今年 8 月完成博物馆文物鉴定

室修复室改造工程，并采购相关文保修复设备。为保障亚运

会接待工作，完成遗址厅观光电梯加装和陈列厅恒温恒湿改

造工程等项目。

七、牵头组织博协活动，体现责任担当

1、因第八届中国公共考古·跨湖桥论坛延期，于 2023

年 11 月在萧山顺利召开中国博物馆协会史前遗址博物馆专

业委员会 2023 年年会。会议围绕新时代的博物馆创新·发

展·传承，深入探讨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展览交流、研学活

动、文创产品推介等内容。参加本次会议的有中国博物馆协

会刘曙光理事长、张礼智顾问、专委会 34 家会员单位专家

和代表，3 家准会员单位及 6 家特邀单位的百余位代表。中

国博物馆协会刘曙光理事长对专委会工作作了高度评价，表

示专委会年会内容丰富，学术性强。



2、11 月 23 日—26 日，由国家文物局指导，中国博物

馆协会、中国文物报社、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主办的首

届中国博物馆学大会在广州召开，大会以“新时代博物馆高

质量发展”为主题。首届中国博物馆学大会设置四个平行论



坛，我馆作为中国博协史前遗址博物馆专委会主任单位，和

考古与遗址博物馆专委会主任单位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共同

组织承办第三平行论坛“考古成果的博物馆转化传播与遗址

博物馆建设”。

3、为“十四五”及未来的中国博物馆陈列展览的高质

量发展提供参考借鉴，根据中国博物馆协会与中国文物报社

工作安排，跨湖桥遗址博物馆顺利完成《“勇立潮头——跨

湖桥文化主题展”·策展笔记》编撰出版工作。

4、2023 年 5 月本专委会“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研究”

课题顺利结项，并出版专著《中国史前遗址博物馆研究》。

专著分综合篇和专题篇，对史前遗址博物馆多方面的思考与

成果进行了全面回顾和总结，为同类博物馆的建设和发展提

供了一定借鉴。

5、2023 年 5 月由中国博物馆协会编写的《中国考古遗

址博物馆（全二册）》荣获 2022 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

书。该书上卷由本专委会 25 家史前遗址博物馆完成编撰工

作。

八、落实责任主体，确保安全无事故

跨湖桥遗址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安全保卫工作

是文物安全工作的生命线。开馆以来博物馆未发生一起安全

事故，安全教育更是常抓不懈。针对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

进一步加强组织领导，强化工作措施，签订年度《安全责任



书》，扎实抓好博物馆各项安全措施的落实，切实保障博物

馆及馆藏文物安全。

杭州市萧山跨湖桥遗址博物馆

2023 年 12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