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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城阳区博物馆以实现新馆开放运行为目标，在

区文化和旅游局和各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按照总

体工作部署及博物馆年度工作计划，全面推进博物馆各项建

设与业务工作，建成城阳区第一座国有博物馆，并面向市民

正式开放。现将全年工作报告如下：

一、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加强理论学习

结合开展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制定活动方案、

学习计划、广泛征求意见建议，组织干部职工认真学习中央、

省、市领导讲话精神，廉洁从政的有关规定及市、区文化文

物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开展教育实践活动。干部职工撰写学

习心得体会文章平均 3 篇，交流 2 次;领导干部撰写学习心

得体会 3 篇，交流 4 次;参与区文旅局统一开展的革命传统

教育活动、廉政教育活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等活动。

http://www.360doc.com/content/21/0718/23/1521165_987225601.shtml


二、扎实推进，全面完成展厅陈列布展工作

组织实施城阳博物馆展陈布展，聘请中国博物馆协会陈

列布展艺委会专家全程参与，对陈列布展每一个环节进行专

业指导与把控。立足城阳实际，全面梳理城阳历史文化脉络，

利用各种手段，丰富展陈形式，全方位、多角度对古代城阳

历史进行展示。依托 680 余件（套）展品，首次利用实物和

文献学相结合，用“物语”的形式，主题鲜明、脉络完整地

全面展示了今城阳地区从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民国时期这

段独具特色的历史文化。



三、立足细节，积极做好对外宣传与讲解接待工作

2021 年，城阳区博物馆正式开馆之前，采用预约及实名

登记的方式接待参观市民和团体。2021 年 11 月，省文物局

批准了我馆的备案申请，城阳区博物馆于 12 月正式对外实

施免费开放，每周开放六天，周一闭馆一天，每周开放时间

56 小时。通过讲解员对馆内故事、文物讲解的方式，积极开

展教育实践活动。同时，通过研学活动，在加强未成年人教

育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充分发挥了博物馆的教育职能作用。

作为新的城市文化名片，为展示城阳历史文化、开展对外文

化交流的提供了重要的平台，对提升城市文化品味和市民文

化获得感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体现了我区文化事业的大繁

荣、大发展。



四、预防为主，严格落实安全管理工作

坚持把博物馆的安全管理工作作为重中之重来抓，按照

博物馆安全防范系统要求，建立完善博物馆安防系统，全面

保障博物馆日常运行文物及开放安全。一是建立城阳博物馆

智能化安防集成系统，该系统将视频监控系统、入侵报警系

统、出入口控制系统、无线对讲系统、电子巡更系统集成到

同一安防系统中，实现对博物馆外围、公共区域、展厅、库

房、办公区域的全面监控与防范。二是在日常工作中严格执

行各项安全保卫工作制度，完善安全防范的人员结构，加强

馆内特种设备的操作人员的管理培训工作。落实整套防火、

防盗、防突发事件的预案，做好防汛抗台应对工作，使事故

的发生率保持在零状态。对博物馆的各类设备、设施进行定

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将可能产生的安全隐患消除在



萌芽状态。

五、举办临时专题展览，扩大群众受众面

为了激发观众参观兴趣，提升观众对博物馆满意度，我

们创新展览形式，创新展览内容，与陕西历史博物馆联合举

办《雄风盛歌——陕西周秦汉唐文物精华展》临时展览，展

期三个月，从 2021 年 12 月持续到 2022 年 2 月。这是陕西

历史博物馆相关展览首次走进山东，首次走进区级博物馆。

展览展出的 120 余件（组）文物都是陕西近年出土的周秦汉

唐文物中的精品之选，凝聚着古代中国最为绚丽的盛世记忆，

彰显出华夏民族奋发有为、包容大度的文化自信。



六、科学规范，严谨开展考古发掘工作

我馆坚决贯彻执行《文物保护法》的各项规定和要求，

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科学规程，开展各项考古发

掘工作。2021 年，我馆与青岛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合作，

在惜福镇街道傅家埠社区开展半千子遗址的考古勘探发掘

工作，这是在崂山西麓首次大面积揭露的史前龙山时期聚落

遗址，房址结构、布局相对清晰，出土的石器种类齐全、数

量丰富，为复原史前崂山西麓龙山时期先民的生存环境、生

业经济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同时，该片遗址发掘为探讨崂山

西麓毗邻分布的同时期遗址-西窑顶、冷家沙沟、李家宅头

遗址的关联和相互关系提供了新的研究方向，同时也为胶东

半岛地区史前文化谱系的完善增添了新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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