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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南第一府：绥远城将军衙署呼和浩特博物院：

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让首府博物馆亮起来
本报讯（实习记者 若谷）近日，呼

和浩特博物院在新华 Mall 商业综合
体举办的“回望千年 博物北疆”——
文博进商场活动落下帷幕。

这是我市文博系统开展文博进
商场活动的首次尝试。活动现场设
置的拍照打卡区，以呼和浩特博物
馆、昭君博物院、将军衙署博物馆、公
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及丰州故
城博物馆六家文博场馆的代表性文
物为背景，以王昭君形象为主，供游
客打卡拍照合影。参与此次活动的
群众普遍表示，这次活动改变了他们
对于博物馆“枯燥无聊”的刻板印象，
让他们感受到了博物馆的亲切感。
更有不少家长表示，这次展览活动不
仅让孩子大开眼界，更让家长受益匪
浅，今后一定要多多带孩子去博物
馆。

近年来，呼和浩特博物院紧紧围
绕提升首府文化能级目标，通过打造
陈列展览、深化学术研究、开展公共
教育等方式，为首府打造“博物馆之
城”、建设“北疆文化”贡献文博力量。

凝心聚力 塑造文化品牌
为加强博物馆之间的合作，塑造

“北疆文化”品牌，2023年，呼和浩特
博物院进行体制机制改革，实行一院
六馆总分馆制，“一院”为呼和浩特博
物院，“六馆”分别为呼和浩特博物

馆、将军衙署博物馆、昭君博物院、公
主府博物馆、五塔寺博物馆、丰州故
城博物馆。实现了资源、人员、资金、
人才储备、运营模式一体化，形成了

“1+1 大于 2”的合力，加速推进博物
馆“活起来”“火起来”。

同时，呼和浩特博物院统筹规划，
邀请国内知名专家多次召开专家论证
会，充分挖掘所辖六个博物馆独具特
色的历史文化价值，准确定位六个馆
的发展方向。六馆依托各自特色，坚
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
线，以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己任，讲
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经过
持续创建和宣传活动，呼和浩特博物
院各馆日益成为进行爱国主义、民族
团结进步教育的重要场所。

呼和浩特博物院召集成立了呼
和浩特市博物馆联盟，为博物馆之间
搭建了交流、合作、共享综合平台。
创始成员 26家单位均为各自区域内
具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文博场馆，通
过整体展示我市历史文化名城深厚
内涵，推动全市博物馆实现全面高质
量发展。

精心孵化 博物“不拘一格”
近年来，呼和浩特博物院在推进

博物馆“活起来”方面进行了诸多探
索。举办“博物知文脉，馆中见青城”

主题活动、六馆集章打卡活动、“博物
馆之夜”活动、“回望千年 博物北疆”
主题活动、“呼和浩特市文博进商场
系列活动”等等，以主题展览为依托，
以互动体验赋能传统文化，带动博物
馆游热度持续攀升。全年博物院六
馆接待量达到 125万人次，是 2019年
的一倍，单日最高参观人数由 1.5万
人次上升到3万人次。

为更大限度满足公众参观需求，
呼和浩特博物院首次打破“周一闭
馆”惯例，并推出错峰闭馆模式，让市
民游客每天都能走进博物馆参观。

2023 年，呼和浩特博物院引进
故宫博物院《熠熠朝辉——故宫博
物院典藏清代金银器展》，并举办

《文明足迹——呼和浩特历史文物
专题展》《塞上风光无限好——走西
口历史文化陈列》《融合异彩——丰
州城历史文化展》《杨鲁安藏品展》

《“慧彩宝藏”院藏壁画艺术展》等多
项展览。展览主题内容涵盖了草原
文化、农耕文化、黄河文化、长城文
化等众多领域，取得热烈反响，有效
助力打造“北疆文化”品牌。

培养人才 完善博物馆体系
讲解员是文博场馆与公众之间

的桥梁和纽带，也是历史文化的传播
者。2023年，呼和浩特博物院多渠道
招聘引进文博专业人才 14 名，为博

物馆科学化、专业化提供了人才保
障。同时向全社会公开招聘 15名讲
解员，形成一支以老带新、以新促老、
共同提升的讲解队伍。经过集中培
训，我市 9个旗县区 26家文博场馆的
85名讲解员参加全市首届文博场馆
讲解员大赛、首届“昭君杯”和亲之路
沿线讲解员大赛等比赛，成绩斐然。

为进一步统筹推进一级博物馆
创建，呼和浩特博物院有关人员多次
前往故宫博物院、西安市博物院、洛
阳市博物馆、大同市博物馆、湖北省
兴山县等地，围绕展览策划、文创产
品开发、讲解员素质提升、可移动文
物保护、数字化建设及文物库房规范
管理等方面进行交流学习。并通过
组建专班，全院统筹推进，大力推动
国家一级博物馆定级评估工作，助力

“博物馆之城”建设。
呼和浩特博物院还通过开展丰

富的社教活动，形成特色社教品牌。
开展“孩子，圆你故宫梦”公益项目活
动、《行走的博物馆》之博物课堂、“古
风穿越聚衙署 文明春游赏丁香”“昭
博学堂——王昭君传说非遗走进学
校”等传统文化主题活动、节庆活动，
推出“读青城·赏文物”“云游博物馆”
等线上活动，2023年共开展社会教育
活动 300多场次，有效将博物馆文化
通过各项活动输送给大众。

本报讯（记者 刘沙沙 通讯员
杨婷）在祖国正北方、呼和浩特市新
城区，坐落着被称为“漠南第一府”
的绥远城将军衙署。

清朝为巩固疆土、稳定边陲建
造了绥远城。将军衙署是绥远城将
军的府邸，坐落在绥远城中心偏西
北的位置，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
存最为完整、地位等级最高的清代
边疆驻防将军府之一，现占地面积
约3万平方米。

将军衙署始建于清代乾隆二
年（1737 年），已有近 300 年的历
史，先后共有 79 任绥远城将军驻
守于此，统帅绥远城的驻防八旗
官兵、管理内蒙古西二盟（即现在
的鄂尔多斯市和乌兰察布市）旗
的蒙古王公、民众，遇有战事，还
具有调遣宣化、大同二镇，节制沿
边道、厅等权利。将军衙署是沟
通中央和边疆地区的枢纽机关，
是边疆稳定、国家长治久安的象
征。

将军衙署以清代建筑风格为主
要基调，漫步其中，仿佛置身于 300
年前的清代将军府。将军衙署主体
建筑位于南北中轴线上，由南向北
依次为照壁、府门、仪门、大堂、二
堂、三堂以及厢房和耳房，左右对称
有东西跨院，共六进院132间房屋，
各级衙署199所，兵房12000间。大
堂、二堂及门院为驻节将军公务办
公之所，三堂、两院则为将军眷属内

宅，是我国传统的“前朝后寝”礼制
建筑文化的典型。

走进将军衙署博物院东门，一
座蒙古包静静坐落于此，里面暖意
融融，售卖很多特色文创产品。将
历史印刻在商品上，小小的产品兼
具实用和文化传承功能。

冬季天气寒冷，但来将军衙署
博物院参观打卡的人依旧络绎不
绝。午后阳光照在院内，灰顶蓝檐
红门，古风古韵弥漫心间。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四
周高楼林立，外面车水马龙……但
置身于此，心里会很安静，慢慢感受
古建筑神秘之美，静静聆听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回望过去，沉
淀自己，与历史对话，身临其境感受
传统文化的魅力。

一座将军府，半部青城史。将
军衙署犹如一部无言史书，其不同
时期的演变历程，留下了丰富的珍
贵史料。作为青城历史文化的代
表，它记载着敕勒川这片土地近
300年的发展脉络，埋藏着呼和浩
特凝固的情感记忆。

回顾往昔，绥远城将军衙署是
中华民族共同守卫祖国边疆、创造
美好未来的历史见证。展望未来，
将军衙署将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贯彻落实到全市历史文化教育
中，在弘扬民族精神、时代精神，传
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继续发挥重
要作用。

漫步大盛魁博物馆集群内，曲折蜿蜒的走道、精美
华丽的彩绘装饰，吸引了不少游客参观打卡拍照。

大盛魁博物馆集群坐落于玉泉区大盛魁文化创意
产业园北区，整个园区占地总面积 16508.65平方米，是
玉泉区以“文化认同、文化自信、文化传承”为统领，坚持

“主体多元、形式多样、结构优化、特色鲜明”的非国有博
物馆集群发展思路和打造“首府文化会客厅”全新定位
的生动体现。

“我们的城市有着悠久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近年
来，随着‘文博热’的兴起，‘到博物馆去’已成为人们新

的生活方式和社会风尚。在文旅融合大趋势下，我市各
博物馆也不断推陈出新，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打卡，大
盛魁博物馆集群为我市又添一处好去处，我觉得喜欢历
史、文化、传统建筑的市民都会喜欢这里。”市民赵女士
表示。

在大盛魁文创园北区的牧勒工坊里，青城掐丝珐琅
彩传承人崔霞正在赶制掐丝珐琅彩作品，作为第5代掐
丝珐琅彩代表性传承人，崔霞多年来致力于创新求变，
借助互联网和文化创意，逐渐让这门古老技艺走进百姓
视野。

“通过不断提升原创能力，我们把掐丝珐琅彩这门
技艺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像茶台、水杯这些常见物品都
可以看到这门技艺的身影。”崔霞向记者介绍：“我们也
经常邀请一些市民来体验非遗文化，通过这种互动，可
以让更多的人走近非遗、了解非遗、爱上非遗。”

来到大盛魁博物馆集群，游客可以一站式打卡众
多博物院及遗址，感受一次小众却又独特的文化之
旅。大盛魁博物馆集群目前已形成了以永盛钱币博
物馆等多元馆藏为主的博物馆群落，包含了江南花
园、芥子园、元盛德旧址、马头琴博物馆、永盛钱币博
物馆、书法美术作品展、瓷语咖啡等多个功能分区，
集影视拍摄、教育培训、旅游观光、休闲娱乐、餐饮商
贸于一身。同时增加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体验区，皮艺
木雕、古玩鉴赏、非遗金银剪纸、非遗点心、锔瓷金缮修
物、特色文创……应有尽有。

大盛魁博物馆集群负责人王国光表示，以大盛魁
文化创意产业园为依托，博物馆集群形成了特色比较鲜
明的博物馆集群功能定位。通过对藏品科学体系建设
及历史文化研究，让文化和历史通过文物的载体跟大众
产生共鸣，在深入挖掘和阐发文物资源中蕴含的“北疆
文化”优秀传统和精神价值的同时，拓新思维，让创意出
圈，积极培育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优势文化创意产业集
群式高质量发展。

大盛魁博物馆集群大盛魁博物馆集群：：用创意为用创意为““北疆文化北疆文化””添新意添新意
●本报记者 杨彩霞

玉泉区恒昌店巷小学学生参观大盛魁博物馆 日前，呼和浩特市乌兰牧骑参与录制了2024呼和浩特市网络春晚，将
表演融入到场景中，在地铁站为广大首府市民带来器乐合奏《森德尔姑
娘》，让首府市民提前感受到欢乐喜庆的节日氛围。

■本报实习记者 刘艳霞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