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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素有世界级化石宝库的美誉，被称为地球上
“第一只鸟飞起和第一朵花盛开的地方”。为更好地保
护利用辽宁特有的化石资源，辽宁省自然资源厅（原辽
宁省国土资源厅）与沈阳师范大学合作共建起我国迄
今规模最大的古生物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这里有馆藏化石标本3万余件，珍品化石近千件。开馆
以来，已累计接待参观群众逾300万人次，2020年获评

国家二级博物馆。

走进辽宁30多亿年地质历史长河
第一眼看到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你会惊讶其建筑

外形的独特，像一个庞大的地质体和一个巨型恐龙的
巧妙融合：断层将地质体垂直切割，火山熔岩自上而下
奔泻流淌，带人们走进辽宁30多亿年地质历史的长河；
南侧的拱形建筑犹如恐龙巨大的身躯，顶部弧线恰似
恐龙弯曲的脊柱，两侧21根钢架就像恐龙的肋骨，而下
方的球体是恐龙蛋。

古生物博物馆坐落于沈阳市黄河北大街沿线沈阳
师范大学院内，2011年正式对外免费开放，集展示、收
藏、科研、科普及教学五大功能于一体，已成为我国古
生物科研、科普和教学的主要中心之一，也是辽宁省古
生物科研与科普的核心基地。

博物馆共设有8个展厅，以展示地史时期生命起源
与演化为主线，以介绍30亿年来辽宁“十大古生物群”
为重点，其中“鞍山群早期生命”“热河生物群”“燕辽生
物群”及“辽宁的古人类”是四大亮点。

漫步在展厅中，观众会惊叹于这里珍贵精美的化
石展品，这些世界级化石珍品的发现为我国及世界中
生代生物演化研究作出了突出贡献。

多项科研成果取得国际性突破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近年来科研成果不断涌现，其

中迄今世界最早的带毛恐龙——赫氏近鸟龙的研究，
代表了全球鸟类起源研究的一个国际性重大突破；辽
西早期被子植物研究，为全球被子植物起源研究作出
重要贡献，2014年获辽宁省科学技术一等奖；迄今最原
始的具毛发哺乳动物——巨齿兽的发现，为追溯哺乳
动物起源和最早期哺乳类宏观演化提供了化石证据；
迄今保存最完整舌骨的原始哺乳动物——微小柱齿
兽，揭示了哺乳动物舌骨的早期演化。

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是实现国家创新发展的两
翼。博物馆坚持“科学面向大众，科普服务大众”的理
念，先后建立了 90 余所中小学科普合作校，招募了
2000余名大学生志愿者，开展了“小小讲解员”培训班、

“博物馆奇妙夜”及“探索微观世界”等多个品牌系列科
普活动，通过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进商圈等形式，
多渠道开展科普宣传，提升全省特别是沈阳市民科学
文化素质。

博物馆还广泛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先后举办了
“辽宁地质古生物国际学术研讨会”“中国恐龙发现115
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等大型国际会议，与20多个国家
的专家学者及博物馆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交流、举办
展览。

今日辽宁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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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早，刚吃过饭，四川
成都市民郑雅玲就赶往成都博
物馆。

馆外观众排成长队，大家
都是来看新展览的。从“目光
交织——法兰西艺术院中法院
士艺术特展”到“大器无量——
谢无量的学艺人生”，再到“书
怀无量——全国著名书家书谢
无 量 诗 书 法 展 ”， 2024 年 10
月，成都博物馆三展齐开，国
庆期间吸引观众近 15 万人次。

“精致的雕塑、绚丽的油画、朴
拙的书法，让我感受到艺术在
不同文化中的和谐交融。”看过
展览，郑雅玲直呼“大饱眼
福”，当场表示要“二刷”。

一座博物馆如何走进百姓
生活？怎样给市民带来文化获
得感、幸福感？近日，记者深入
成都博物馆探访。

市场化运营
推出高品质展览

要论四川热门打卡点，成
都博物馆绝对榜上有名。40多
家文博机构支持、珍贵文物占
九成、超140万人次观展……馆
内举办的“汉字中国——方正
之间的中华文明”特展，吸引
观众纷至沓来。

成都博物馆何以如此火
热？2022 年，四川省成都市五
部门联合出台了《成都博物馆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实施方案》，根
据不同博物馆的特点“量身定
制”，为博物馆文化惠民提供政
策机制保障。“通过构建事业单
位、企业、志愿者和其他社会力
量四方合作关系，我们探索了一
条‘事业孵化产业，产业反哺事
业’的新路。”成都博物馆馆长任
舸说。

辛弃疾仅存的墨迹 《去国
帖》、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
出土的史墙盘、藏于甘肃省镇
原县博物馆的秦二十六年铜诏
版……一场大展，两年筹备，225
件关于汉字的文物汇聚成都博
物馆。

成都博物馆策划研究部主
任魏敏说，展览是连接历史和当
下的桥梁。近年来，他们努力将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涵与年
轻化的表现形式相结合，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更多年轻观
众心中。

在持续推出高品质公益展
览的同时，成都博物馆也在积极
探 索 社 会 化 合 作 办 展 模 式 。
2022年，“百年无极——意大利
国家现当代美术馆藏艺术大师
真迹展”吸引观众30万人次，展
览收入近千万元。艺术爱好者
张霓正是观众之一，开展第二天
她就赶来，“展品丰富，性价比
高，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看到梵
高真迹”。

博物馆通过提供高质量文
化供给，既能提升城市文化气
质，还能增强观众黏性。“通过
市场化方式举办展览，有助于
吸引社会文化企业参与到高质
量文化产品的培育中来，满足
观众差异化、特色化的需求。”
任舸介绍。

“风华万象——16—20 世
纪典藏珍品艺术展”吸引13万
人打卡，围绕展览开发的文创
产品超过 600 款；“寻踪美洲
豹——墨西哥古代文明展”新展
预告一经发出，观众纷纷留言

“一定要来”。如今，通过优化策
展人制度，“辉煌成都”“多彩文
明”“艺术典藏”三大主题系列展
览组成的“成博展览季”已成为
成都博物馆的优质展览品牌。

互动式体验
“大文创”反哺文博发展

当文物遇见潮玩，会碰撞出
什么样的火花？

在成都博物馆文创区内，缩
小版的汉代陶说唱俑摆件、以馆
藏青铜器和城市花卉为主题的

“花与器”系列香氛、录写天府汉
碑“蚕头燕尾”汉隶文字的纸品文
具……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琳
琅满目。

最吸睛的当数“镇水神兽希
希”石犀盲盒。盲盒以镇馆之宝
天府石犀为原型设计，赋予犀牛
不同元素，憨萌可爱。随意拆开
一个盲盒，也许会开出青花瓷纹
样的“盖碗牛”，还可能出现“火锅
牛”“芙蓉牛”。这套颇受游客喜
爱的成都博物馆“爆款文创”，也
是“这礼是成都”文创设计大赛的
金奖作品。

5 年前，为了激发创造活

力，成都博物馆主办的“这礼是
成都”文创设计大赛应运而生，
面向全球征集作品。评选出的
优秀作品，成都博物馆会与商家
联名开发文创产品，构建起产学
研一体化开发的文创产品生产
链。“今年年初，第五届‘这礼是
成都’文化创意产品设计大赛征
稿消息发出后，收到了 3200 多
份参赛作品。”成都博物馆文化
创意与事业部工作人员李思钰
介绍。

除盲盒外，“90 后”插画师
玉商还以石犀为基础，采用成都
本地方言创作了石犀“闷墩儿”，
将历史元素与城市文化有机结
合，绘制出系列漫画作品。

“今年我们启动了‘闷墩儿
绘本’项目，打算策划系列漫画绘
本产品。天府石犀出土于2012
年11月，我们计划将每年11月设
为‘石犀月’。”李思钰说，这只石
犀已成为成都博物馆最具辨识
度的IP之一。2023年，成都博物
馆完成了28个系列知识产权登
记，研发文创产品1500余款，文
创产品总销量105万余件，销售
额超过3500万元。

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成
都为博物馆的“造血”功能注
入新活力。眼下，成都博物馆
已将科研成果转化、IP 授权、
特临展运营和国有资产投资等
相关收益按规定纳入预算统一
管理，用于丰富公益文化服
务、藏品征集、文创研发及相
关人员绩效激励。“‘大文创’
的相关收益，也能反哺馆内文

物保护、藏品体系完善与策展
活动，落实按贡献分配机制，
更能激发创新热情。”任舸说。

社会性参与
博物馆与城市共同成长

“皮影戏是一种以兽皮或纸
板做成的剪影来表演故事的民
间戏剧……”周末，成都博物馆
皮影展厅里，11岁的“红领巾小
小宣讲员”范轶然面对观众，落
落大方，将皮影戏的来龙去脉娓
娓道来。

2017年，成都市少工委办公
室与成都博物馆共同推出“红领
巾小小宣讲员”常态化社教活动，
不仅设置了专属的博物馆、展览
及讲解礼仪培训课程，还为孩子
们量身打造了讲解词。“红领巾宣
讲员是志愿服务的一部分。”成都
博物馆社教部副主任余靖说，“孩
子们不仅能在学习中感受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也能
在服务公众的过程中感悟志愿
精神。”

除讲解外，如果周末有空闲
时间，范轶然还会参加成都博物
馆的各种活动。为了创新社教
实践，2020 年 9 月，成都博物馆
首创“周末儿童博物馆”。从历
史民俗主题的“乐游天府”，到自
然生态主题的“春天的约会”，再
到艺术相关的“博物育美”……
不同主题的活动让小朋友们在
体验中加深对相关知识的理
解。“今年暑期，我们举办了近
80 场‘周末儿童博物馆’活动，
不少家庭几乎每周都来。”余靖
介绍。

前阵子，在成都市成华区杉
板桥社区，一场“这里是成都”主
题活动吸引不少居民驻足。架
好展板，摆上展陈，成都博物
馆讲解员结合实物，将当地的
文化知识娓娓道来。“住了这么
多年，头一回知道东郊工业基
地的那段历史。”社区居民李雪
梅说，这样的活动既能丰富文
化生活，还可以加深大家对历
史知识的了解。

流动展览走出去，把博物馆
“搬”到百姓家门口。通过展板
讲解、专题讲座、互动手工等形
式，“天府文化进社区”活动不断
赢得社区居民好评。此外，成都
博物馆还和成渝地区40余家文
博单位联动，馆校合作，持续开
展“巴蜀文化进校园”活动。

连接公众、持续赋能，成都
博物馆正与城市同呼吸、共生
长，徜徉其中，市民文化生活的
获得感、幸福感也越来越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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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我国目前规模最大的
古生物博物馆

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展出了很多世界级化石珍品。

成都博物馆开展的“周末儿童博物馆”活动。

成都博物馆外景。

推出高品质公益展览，探索社会化合作办
展模式，构建产学研一体化开发的文创产品生
产链，举办各类活动丰富市民文化生活……近

年来，四川成都博物馆通过深化改革创新，提
供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了市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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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

1. 柳宇，男，汉族，住址：辽宁省营口市站前

区春光楼里 7 号 1-2-5。身份证号码：210802***

*****2030，执行案号：（2022）辽 0803 执 456 号

2. 卞景才，男，住址：辽宁省大石桥市高坎

镇东昌村 2 号 61。身份证号码：210821********

1811，执行案号：（2022）辽 0803 执 174 号

3. 张文千，男，汉族，住址：营口市站前区博

宫小区 6-3-601。身份证号码：210802********

1010，执行案号：（2022）辽 0803 执 448 号

4. 张友令，男，汉族，住址：大石桥市南楼前

百村 16 号 2-3-51。身份证号码：210821*******

*4819，执行案号：（2022）辽 0803 执 417 号

5. 王宦文，男，汉族，住址：辽宁省大石桥市

钢都和平村 11 号 60-8-0。身份证号码：210882*

*******0610，执行案号：（2022）辽 0803 执 174 号

6. 王景林，男，汉族，住址：辽宁省大石桥永

安 镇 前 辉 庄 村 05 号 03-2-41。 身 份 证 号 码 ：

220223********5813，执行案号：（2022）辽 0803 执

735 号

7. 杨艺卓，男，满族，住址：辽宁省营口市西

市 区 新 联 大 街 东 方 塞 纳 城 小 区 193 乙 号 2-7-

113。身份证号码：210802********4517，执行案

号：（2022）辽 0803 执 448 号

8. 崔岩，女，汉族，住址：辽宁省营口市人，

住辽宁省营口市站前区东岗里 50 号。身份证号

码 ：210802********2525，执 行 案 号 ：（2022）辽

0803 执 456 号

9. 汪春梅，女，满族，住址：黑龙江省五常市

牛家满族镇政朴村山后屯。身份证号码：232103

********5823，执行案号：（2022）辽 0803 执 386 号

10. 李森，男，汉族，住址：营口市西市区中

天新城 7 甲号 5-6-54。身份证号码：210803****

****2017，执行案号：（2021）辽 0803 执恢 57 号

营口市西市区人民法院向社会公布执行案件失信被执行人名单（第35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