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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其迈，岁律更新。2024 年元旦

假期 3 天，近 5 万名游客在江西省博物馆

共享了一场精彩的假日文化盛宴。

过去的一年，超 200 万名游客走进江

西省博物馆聆听历史的回响，感受文化

的深厚与多元。年轻人为什么爱上博物

馆？文博游为什么这么“火”？这背后是

我省高品质的文物资源对公众的持续吸

引，也是各大博物馆持续推出主题鲜明

的特色展陈与不断集结热门文物带来的

持续看点，更是国人文化自信不断增强

的生动缩影。

展陈丰富，在多元中触摸
江西历史文化

“和最喜欢的她一起，成为二百万分

之一，遍历群馆，从古到今。”“贡献：4（人

次）。江西省博物馆藏品特别精美，特别

是瓷器，充分展现了前人的智慧与艺术

才能。”针对 2023 年省博参观人次突破

200万，观众纷纷留言。

这正是江西馆藏文物的魅力。江西

人 文 荟 萃 ，文 化 底 蕴 深 厚 ，以 此 为 切 入

点，江西省博物馆新馆开馆 3 年来，共策

划推出近 40 个展览。其中，基本陈列“物

华 天 宝 人 杰 地 灵 ”“ 万 年 窑 火 千 年 瓷

都”等共同阐释江西文化特色。“千载一

瞬——王安石诞辰 1000 周年特展”“初心

耀征程——百件珍贵革命文物档案说江

西”“西江流韵——江西明清书画特展”

“寻·虎——小鸟虎儿童主题展”等精品

展，从不同维度反映江西文化的过去、现

在和未来。

如 何 让 文 博 游 持 续 升 温 ？2023 年

以来，涵盖艺术类、女性、儿童等主题的

12 个类别丰富、形式多元的临展，让省

博 常 展 常 新 。 其 中“ 丝 路 瓷 缘·釉 见 敦

煌——瓷画艺术展”“璞玉浑金——潘玉

良 艺 术 展 ”等 艺 术 类 展 引 发 观 展 热 潮 ；

“趣·纹——小跃鹿的奇幻‘饰’界”儿童

专题展深受孩子们喜爱。在 2023 年的

“5·18 国际博物馆日”，“小鸟虎儿童主题

展”获评“全国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

优胜奖；“赣地宝藏展”获“全省博物馆陈

列展览十大精品推介”特别奖。

服务上心，文物在“烟火
气”中活起来

“去博物馆，观众已经不再满足于走

马观花式的‘打卡’，更多的是源于对历

史知识和优秀文化的情感共鸣，借此找

到文化传承的‘纽带’。”游女士是南昌市

某小学老师，她更看重博物馆的社教功

能，也多次带学生来省博研学。

让文物背后的故事走向大众，让文

化遗产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文

旅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也是文博游“出

圈”的密码——

“江右寻宝记”春节活动点燃新春文

旅“烟火气”；“五一”假期“江博雅集”吸

引“旅游特种兵”观展打卡；“5·18 国际博

物馆日”开放夜间观影和夜游讲解，共享

美好生活；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推出“江博

奇妙夜”，“釉见敦煌”新展开幕，见证壁

画与瓷画的艺术碰撞；“江右君的夏天”

暑期特别文博活动，开启孩子们独特假

期之旅……

如何追逐热点让年轻人聚焦，省博

也有妙招：与电影《封神第一部：朝歌风

云》联袂互动，让馆藏商代兽面纹青铜胄

火热“出圈”；跨界合作，与媒体联合制作

《宝藏江西》原创Rap；和央视新闻联合推

出多期文博日历；《南方青铜王国》视频

再现辉煌的新干大洋洲。

文创出新，文博游有深度
更有温度

有文化体验需求的游客增多了，博

物 馆 也 开 始 追 求 创 新 和 特 色 。“ 省 博 很

多文创产品销量都很高，体现了人们对

文 物 和 其 背 后 历 史 文 化 的 热 爱 。”省 博

文创商店服务人员介绍，博物馆文创的

出 新 ，带 领 着 观 众 从 参 观 文 物 到“ 带 走

文物”。

“从前来江西省博物馆最爱买文创

雪糕，现 在 还 有 文 创 饼 干 、文 创 棒 棒 糖

等，每次来我都会买一些带走。”大学生

李 琪 对 记 者 说 ，她 还 喜 欢 集 章 ，每 参 观

完一个展陈，都会盖章留念，特别有纪念

意义。

博物馆也意识到了观众“口味”的变

化。目前，省博文创产品已从初期的衍

生 品 概 念 逐 步 向“ 博 物 馆 生 活 ”体 验 转

变，产品类 型 涵 盖 了 博 物 奇 趣 、创 意 生

活 、文 房 用 品 、服 饰 雅 配 、文 创 美 食 等

多 个 方 面 ，并 立 足江西本土文化，深挖

馆藏文 物 内 涵 ，打 造“江 博 文 创 ”品 牌 。

2023 年 ，该 馆 还 以 美 食 为 突 破 点 ，上 架

“青铜双尾虎饼干”“江博下午茶”拉花咖

啡 、“ 小 跃 鹿 ”系 列 甜 品 等 全 新 产 品 类

型 。 同 时 扩 大 展 销 空 间 ，新 增“ 跃 鹿 集

市”和“丝路瓷缘·釉见敦煌”文创专区，

受到观众欢迎。

有 热 度 更 要 有 高 度 、深 度 和 温 度 。

1 月 8 日，江西省博物馆推出“御瓷归来”

跨年大展，并持续推进“虎踞江南——新

干大墓与青铜王国”和“湖泊·生命·呼

唤——贝林捐赠动物标本暨鄱阳湖自然

生态展”等专题展览，把观展热度转化为

博物馆持续发展的动力。

“2023 年 1 至 10 月，全省有 11 个博物

馆参观人次超百万，江西省博物馆、景德

镇御窑博物馆、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

博物馆、景德镇中国陶瓷博物馆等都是

热门馆，今年参观超百万人次的场馆有

望超 15 个。”省文旅厅博物馆处负责人介

绍，在各类创新元素的加持下，博物馆一

改“高冷”“严肃”的形象，以亲民化路线

快速“破圈”，走向大众。

2023年省博参观打卡人次突破200万——

文博游何以越来越热
本报全媒体记者 钟秋兰

2023 年 12 月中旬，第六届

中国台球协会中式台球世界锦

标赛落下帷幕，来自 41 个国家

和地区的 496 名球员齐聚玉山

县。“中式台球之夜”带来的文

化 旅 游 热 情 还 未 消 退 ，今 年 3
月，国际公开赛又将在玉山擂

响 战 鼓 。 一 年 4 场 台 球 赛 事 ，

2000 万元赛事总奖金，上千名

台球运动员同台竞技，让玉山

蜚声国内外，进一步擦亮了中

式台球文化名片。

小石头，大世界。石头开

启奇遇记，也彻底改变了这座赣

东小城的面貌。近年来，玉山县

实施“国际台球文化城、星牌台

球产业园、顶级台球赛事”三大

产业项目，逐步走出了一条“从

资源到产品、从产品到赛事、从

赛事到文化、从文化到品牌”的

县 域 体 育 高 质 量 发 展 特 色 之

路。近日，记者走进青石产地、

台球学院、台球特色课堂，探析

这个小县城令外界瞩目的密码。

一方青石走出山门

沿着蜿蜒的乡间公路，记

者一行来到距玉山县城 45 公里

的千年古镇——樟村镇，映入

眼帘的是古樟成群，枝叶如盖，

空气中弥漫着淡淡清香。这里

盛产的青石光润如玉，是最适

合 生 产 台 球 桌 的 石 料 之 一 。

1996 年，北京星伟体育用品有

限公司旗下品牌星牌走访全国

多地，对石材进行反复比较、测

试，相中了樟村镇的青石，在当

地建起了青石板厂。如今，玉

山县成为全国最大的台球桌板材生产基地。

“台球桌的品质如何，桌板的石材质量尤为重要，我

们跑了十几个省份找石材，最终发现玉山的青石品质最

佳。”江西星伟体育用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才华介绍，

星牌台球桌从被国家体委指定为国家级比赛用台，到如

今的世界台联最高级赛事指定用台，离不开玉山青石的

高品质保驾护航。

前瞻性的产业布局，让玉山台球产业发展驶入快车

道。落户玉山县的星牌台球产业园，集球桌、石板、配件

生产、研发、销售、物流于一体，形成台球运动器材全产业

链。台球产业发展带动了玉山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更多

就业机会，每年可提供 1000 余个就业岗位。据统计，星

牌台球产业园年产 3 万余套台球桌、15 万块台球桌面，20
万张台球桌石板，产值达 15 亿元，产品销往全国各地，并

出口英国、意大利和东南亚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

用台球赛事与世界对话

以 赛 事 为 引 擎 ，推 动 玉 山 打 造“ 世 界 台 球 名 城 ”。

2015 年，首届中式台球世锦赛在玉山举办；2016 年，斯诺

克世界公开赛来到玉山……玉山顺势而为，依靠产业优

势，发展台球竞技运动，承办国际台球赛事，先后成功举

办了 5 届中式台球世锦赛、4 届斯诺克世界公开赛和 4 站

中式台球国际职业联赛等高规格比赛，世界各地的球员

和球迷纷纷涌入这座小城。

“台球赛事已经成为玉山的城市名片、玉山人的体

育 盛 会 ，我 们 将 借 力 赛 事 ，加 快 把 玉 山 打 造 成 为 世 界

一 流 的 台 球 赛 事 举 办 地 。”玉 山 县 教 体 局 体 育 事 业 发

展中心主任江晓峰告诉记者，玉山的知名度随着一场

场 赛 事 的 举 办 不 断 提 升 ，玉 山 用 台 球 撞 出 了 精 彩 的

“大世界”。

走活文体融合一盘棋

近日，记者走进端明小学校园，一堂台球特色课正在

进行中，老师在耐心指导孩子们如何握杆、瞄准、击打。

“嘭！”随着最后一颗球应声落袋，一名男生欢呼雀跃，跟

同伴击掌庆贺。

如今的玉山，处处洋溢着浓厚的台球文化气息。从

2015 年首次承接比赛至今，县城能为球员提供训练场所

的台球俱乐部从 3 家增加到 40 多家；全县 100 多所中小

学校中，80%的学校开设了台球活动室，定期开展台球特

色素质拓展课。“目前，县里青少年台球训练基地、台球俱

乐部、台球房（点）200 多个。我们还举行台球进校园、进

社区活动，邀请中国台球协会的专家和裁判为市民免费

培训。”江晓峰表示，这些举措将形成强大磁场，激活体育

热情，让台球文化在玉山生根发芽。

为促进文体融合，玉山县出台了《关于打造以台球运

动为特色的县域体育品牌全面加快体育产业发展的若干

意见》等政策措施，投资 4.5 亿元先后打造玉山体育中

心、国际台球学院、世界台球博物馆和台球主题体育公

园等项目。“国际台球学院致力于为台球界输送一批专

业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台球人才。”国际台球学院教务

处主任钱烨介绍，该学院开办两年来成绩斐然：玉山籍

球员钟雨婕跻身中国台球协会中式台球女子排名前 16
位；学生邢子豪成为世界斯诺克巡回赛职业球员，远赴英

国继续逐梦。

韵味十足的抖空竹、民族风满满的舞

龙灯、帅气十足的花式跳绳、动感活力的排

舞……在 2023 年江西省中小学大课间展示

活动上，全省 26 支中小学代表队轮番上场，

动感十足、昂扬向上的精气神，点燃了整个

运动场。

何为大课间活动？据了解，在中小学，

上午第二节课和第三节课之间，有半个小

时休息时间。学校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打

破传统的课间形式，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

体育活动，让学生走出教室动起来。

2021 年，我省出台《关于全面加强和改

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方案》，明确

要求增加户外体育活动时间，确保学生每

天在校内、校外各参加 1 小时以上体育锻

炼 。 鼓 励 各 地 各 校 用 形 式 多 样 的 体 育 运

动，提高课间活动吸引力。

“大课间是确保中小学生每天一小时

校 园 体 育 活 动 的 有 效 载 体 ，也 是 落 实‘ 五

育并举’的有效途径。”省教育厅体卫艺处

负责人表示，各地各校打造的“花式”课间

操，能更好地激发学生的运动热情和参与

主动性。自 2021 年开始，我省每年都会举

办中小学大课间展示活动，让各校充分展

示 本 校 体 育 特 色 ,互 相 学 习 、提 升 大 课 间

质量。

日前，记者在九江经开区学洲小学看

到，上午 10 时，伴随着大课间的音乐响起，

安静的校园热闹起来。学生们来到操场，

在老师的指导下，玩起了抖空竹。“我觉得

大课间的活动非常有意义，抖空竹可以锻

炼我的协调能力，跟同学一起玩的时候非

常开心。”该校学生朱梓熙说。

大课间不仅是学生锻炼身体的时间，

还是展示学校特色、融入创意的舞台。

“嘿哈嘿，威风凛凛的老虎；嘿哈嘿，乖

巧善良的小鹿……”在南昌师范附属实验

小学教育集团九龙湖校区的大课间，学生

和着明快的旋律，跳起了儿童版五禽戏，萌

态十足、活泼可爱。该校执行校长胡巧玲

说：“学校结合特色中医药文化课程，将气

功‘五禽戏’进行了改编。通过这项运动让

学生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在一招一

式中锻炼身体。”

民 族 特 色 也 是 大 课 间 活 动 的 一 大 亮

点。在景德镇市白鹭学校的大课间，学生

在老师的带领下，跳起了融入竹竿舞、舞龙

灯的课间操。据该校体育老师王超介绍，

学校还依托课后服务，开设了足球、篮球、

游 泳 和 速 滑 等 体 育 社 团 ，吸 引 学 生 参 与 。

“我们的目的是培养学生热爱运动的兴趣，

养成终身运动的习惯，拥有强壮的体质。”

王超说。

据了解，为确保每个学生都能找到适

合自己的课间活动方式，各中小学都设计

了大课间活动方案，各校体育老师根据孩

子们的年龄特点设计特色项目，比如跳房

子、踩高跷、趣味体育小游戏等，并适时更

新内容，保证课间活动丰富多彩，吸引学生

走出教室，享受运动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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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大课间，让学生动起来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

1 月 9 日，江西

省 博 物 馆 人 头 攒

动 ，“ 御 瓷 归 来 ”主

题特展吸引不少游

客前来观展。该展

览 1 月 8 日开幕，联

合 故 宫 博 物 院 、景

德镇御窑博物院等

7 家文博单位，展出

御 瓷 精 品 文 物 180

件（套），其中 122 件

（套）来自故宫博物

院 。 据 悉 ，这 也 是

明清经典御瓷代表

首次大规模集中在

江西展出。

王蕴蓉摄

1 月 4 日，位于彭泽县的江西贝特利新材料有限公司

厂房内，员工正在有机硅树脂合成车间巡检。该企业致

力于特种导电材料、特种有机硅材料等新材料研发、生产

和销售，效益连年增长。 本报全媒体记者 吴福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