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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长市博物馆：

科普为基 博览大观

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

科普助农 跑出乡村振兴“加速度”

博物馆是征集、典藏、陈列和研究自然和

人类文化遗产的场所，参观博物馆可以让人增

长知识、拓宽视野、培养创新和主动探索的精

神。天长市博物馆创建于1994年，是皖东地区

最早建成的一家综合性博物馆。作为天长市

重要的科普宣传阵地，天长市博物馆高度重视

科普工作，将此项工作纳入全年工作计划，并

结合馆藏资源，在专题展览中融入科技元素，

常年开展各项社科普及和文物知识宣传科普

活动，着力打造研学基地和科普教育基地。

高度重视 打造综合型展览阵地

2022年，天长市博物馆迁入市文化艺术中

心新馆，新馆占地2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2万

平方米。馆内藏品丰富，其中三角圩汉墓群出

土的玉器、漆器等文物入选“1992年全国十大

考古新发现”。天长市博物馆常设“福地长歌

——天长历史文化陈列”“馆之瑰宝——玉龙

厅”“馆之瑰宝——漆木器厅”“人民功臣——

罗炳辉将军专题厅”四个基本陈列厅，以及“撷

英集萃——临展厅”“汉风唐韵——体验厅”两

个展厅。展览集科学性、知识性、趣味性于一

体，采用实物与图文展示、史料与场景再现、多

媒体互动体验等多种表现手法，全方位、多层

次地向参观者展示先民们的聪明才智和古代

文明进程。

为了更好地发挥公益科普单位的服务职

能，推动科普工作高效有序开展，天长市博物

馆从人员保障、经费投入、制度完善等方面全

面发力，形成协同推进长效机制，切实将相关

工作落到实处。该馆建立健全科普工作制度，

合理使用国家免费开放资金，确保科普工作经

费的专项使用；高度重视科普人才队伍建设和

管理工作，现有专职科普人员4名、兼职科普人

员10人、科普志愿者28人。同时，博物馆注重

高科技手段和新型材料的合理使用，充分利用

展馆空间，打造集科学性、教育性、趣味性于一

体的展览阵地。

创新思路 开展多元化科普活动

为了让科普更加贴近大众生活实际，天长

市博物馆工作人员集思广益，挖掘展馆内在潜

力，以群众对科学知识的需求为出发点，开展

了丰富多元的科普活动。

天长市博物馆以馆藏资源为载体，积极打

造“千秋史话”青少年科普志愿服务项目，全年

开展各项主题活动40多场；开展“讲革命故事，

做有志少年——红领巾讲解员”“让文物活起

来，我为文物代言——我是小小讲解员”“‘红

领巾微课堂’走进博物馆”等系列活动，宣传普

及革命事迹和文物故事；开展“我们的节日”活

动，引导未成年人了解和感受中华传统节日文

化；开展“童心向党·红色故事我来讲”等活动，

普及党史知识；开展“魔幻水精灵，探索新世

界”少儿科普手工制作活动，调动孩子们对科

普活动的兴趣，让他们在科学探究中成长。

此外，天长市博物馆积极探索青少年线上

科普活动新模式，创新“互联网+社会教育”，充

分发挥博物馆宣传教育功能，开展“云端共享

美好，绽放天博魅力——馆藏文物鉴赏系列线

上活动”“云游天博，探寻文物背后的故事”“流

光溢彩——馆藏珍品文物线上展”等线上展览

15场，以图片与文字相结合的形式，展示了天

长市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遗产。

为丰富科普教育形式，天长市博物馆还深

度谋划组织各项临时展览。2022年，该馆先后

开展了“虎虎生福”——壬寅虎年新春生肖文

物（图片）联展、“喜迎二十大 永远跟党走 奋进

新征程”——天长市第五届青少年幼儿书画作

品展、“喜迎二十大 建功新时代”——天长市职

工书法美术摄影展等临时展览，为青少年群体

提供了学习交流和展示自我的平台。2022年，

天长市博物馆共接待观众8余万人，其中青少

年3万多人。博物馆“千秋史话”青少年科普志

愿服务项目被评为“天长市特色志愿服务项

目”和天长市第三届文明实践志愿服务项目设

计大赛三等奖。

面向未来，天长市博物馆将进一步结合阵

地资源，做好免费开放工作，继续深化打造“千

秋史话”青少年科普志愿服务品牌，研发系列

活动项目，打造“1+3+N”的特色活动体系，提

升活动影响力和感知度。同时，该馆还将加强

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建设，全面提升场馆科普工作水平。（朱星儒）

坐落于山清水秀、西淠河上游的金寨县青

山镇的樱草家庭农场，自2014年7月成立以

来，严格按照绿色农业生产理念，以“家庭农

场+基地+农户”经营模式，从事有机高端蔬菜

的种植、生产、销售。

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紧紧围绕县委、县政

府实施的乡村振兴战略，突出产业兴旺、生活

富裕两大主题，认真落实农业产业化标准化的

“两个替代”目标，以优异的业绩，打造出特色

新颖、品种多元、产品优质、加工独特的标准化

生态农业产业园、示范园。近年来，樱草家庭

农场先后获得“六安市示范家庭农场”“六安市

科普教育基地”“省级示范家庭农场”“创建徽

姑娘创业就业示范基地”“省级生态农场”等荣

誉称号。该农场负责人汪划划也被授予“六安

市中国农民丰收节优秀产业发展带头人”

“2020年中国农民丰收节优秀产业发展带头

人”“金寨县科技特派员”等荣誉称号。

开展技术培训助力农户增收

近年来，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按照“科

技带园区、园区带企业、企业带基地、基地带

农户”的樱草科技农业发展思路，逐步实现

把家庭农场打造成花园式生态商务农业园

区的目标。

为了让更多群众走上致富路，金寨县樱草

家庭农场开展了丰富多样的农业技术教育培

训活动，助力提升当地农户的专业水平，帮助

农民增收。该农场技术员姚平在汤店村开展

的“香芋冬瓜”育苗技术培训，分批培训学员40

人；技术员张家友在汤店村科技文化活动中心

开展的蔬菜种植培训会，培训学员25人；樱草

自有民宿聘用周边4名妇女，利用农场种植的

有机生态蔬菜，创新菜品。为进一步提高有机

肥的合理有效使用，樱草家庭农场采购生态有

机肥料，邀请深圳百果园技术人员郑国义到农

场开展有机栽培技术及生物有机堆肥的技术

培训，并邀请周边农户共同参与，共培训学员

50人。此外，为提升农场员工的专业技能和工

作积极性，樱草家庭农场还在2022年举行了员

工农业种植技能大赛，形成师傅带徒弟的传帮

带技能比拼气氛。

作为返乡创业的“新农人”，农场负责人汪

划划也经常参与到技术培训、关爱农户等工作

中来。汪划划在汤店村科技文化活动中心免

费教导农户蔬菜种植技巧，经常到田间地头指

导当地农户种植小香薯，同时，其还参加2022

年乡村振兴巾帼行动农村妇女带头人培训班，

鼓励带动周边女性就业创业。

2022年，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共带动增收

周边农户160户，其中脱贫户30多户，促进当

地困难群众就业增收，为带动当地农户创业就

业起到了很好的带头示范作用。

探索科普研学 促进乡村振兴

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拥有良好的农林生

产基础、丰富多元的田园景观与生态农业环

境。近年来，农场开展了一系列科学普及活

动，同时，为当地农户提供农事科普方面专业

的咨询、培训、活动定制等服务。如今，该农场

正逐步发展成为集农业生产、科技示范、科研

教育为一体的新型科教农业园。

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还积极打造高标准

农田建设项目，以智慧农业生产设施为特色，

以高新农业技术为素材，精心设计完善研学旅

游路线，开设丰富的劳动教育课程，面向周边

群众和中小学生开展农业技术教育培训，实现

了田园风光与农事体验相融合，亲子互动与科

普教育相结合。

为推动本地经济发展，金寨县樱草家庭农

场还充分利用资源与技术优势，积极对接安徽

省职业农民培训班、安徽农业大学科技小分

队，中南国旅、中青旅等大型旅行社，同时开展

“游金寨青山美景，吃樱草农场美食”等大型活

动，使当地相关收入达10万余元，为当地旅游

经济发展贡献了一份力量。

一直以来，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以诚信树

誉、以包容筑巢、以博爱助贫、以科普慧农，赢

得了社会的赞誉。今后，金寨县樱草家庭农场

将不负众望，通过引入多种项目业态，实现

“产、学、研、用”协同发展，将资源优势转化为

产品优势、服务优势，以科技之光照亮乡村振

兴之路，为推动地方发展注入新力量。

（朱星儒）

界首市泉阳镇农耕民俗馆：

承载历史记忆 展现农耕文明
存乡忆，留乡愁，兴乡村。青砖黛瓦的两

层小楼装饰精美、古朴大气，开放式庭院中陈

列的石磨、压水井等老物件，都在静静地诉说

着“光阴的故事”。走进位于界首市的泉阳镇

农耕民俗馆，展厅空间宽敞、内容丰富，犁、耙、

锄头、织布机、纺车等传统农具琳琅满目，木

床、凤凰牌自行车、老式放映机等皖北民俗物

件摆放整齐……百余件展品，集中展现了近代

以来皖北豫东地区群众的手工技艺，以及泉阳

镇及其周边人民亦耕亦渔的农家生活，见证了

这片土地上皖北人民的勤劳与智慧。

整合资源 提升科教质量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农耕文化的传承和

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为了让更多人认识农具、

留住乡愁，界首市泉阳镇借助国家农村综合性

改革试点试验项目，推动农耕民俗文化的传承

与保护。经多方努力，泉阳农耕民俗馆于2022

年建成。如今，在泉阳农耕民俗馆，马拉井、马

车、马槽、石磨、犁、叉、锄头、簸箕、老木船等一

系列以乡村、民俗为主题的老物件，通过图片、

文字、实物、场景再现等表现手段集中展陈，全

方位勾画出近现代皖北农耕民俗的嬗变全景

图，堪称阜阳乃至皖北豫东地区农耕民俗文化

的“展示窗”。

除了注重农耕文化的展示，展馆本着做表

率、争一流的工作态度，面向周边群体，积极开展

各类科普教育活动，组织各村文化协管员与有关

部门互相配合举办文化活动20多场，举办了“好

媳妇、好婆婆”“最美家庭”“最美庭院”“您养我长

大，我养您到老——接你回家”等系列活动。该

馆通过创新活动载体不断拓展科教工作的影响

力，着力提升群众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在镇域内

营造热爱劳动、文明守礼的浓厚氛围。

展品齐全 创新科教工作

泉阳镇农耕民俗馆分为农耕馆、民俗馆和

“70 80回忆长廊”。农耕馆以传统的农耕生产

生活实物展示为主；民俗馆是以民国时期泉阳

县一个富裕家庭为原型而打造的一个展馆；

“70 80回忆长廊”在走廊两侧悬挂和置放七八

十年代的物件和图片，展现了改革开放初期的

农村文化。

种类齐全的农耕展品以及特色鲜明的历

史文化知识吸引了周边中小学校来此开展研

学游活动。同时，为进一步丰富孩子们的课

余生活，加强科学技术普及教育，培养他们对

科学的兴趣和爱好，增强其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引导他们树立科学思想、科学态度，泉

阳镇还在农耕民俗馆的基础上筹建了泉阳镇

科技馆，馆内展品齐全，配有空中成像、人力

发电、光纤传输、无线充电、雪浪声波、光压风

车、电磁加速器等大型仪器，发电锚、共振鼓、

龙卷风模拟、竞速轨道、人体导电、时光隧道、

手摇发电、太阳能的应用、永动机模型等小型

仪器，主要普及前沿科技、生态环保等科学知

识，给青少年带来直观视觉体验。通过整合

科教资源，泉阳镇农耕民俗馆让现代科学和

历史文化在场馆内交融，不仅拓宽了农耕民

俗馆的宣教范围，同时也为周边青少年群体

提供了一个优质的科教平台，充分激发他们

学科学、爱科学的热情和动力。

展陈的是老物件，珍藏的是记忆、是生活，

也是文化。未来，泉阳镇农耕民俗馆将会继续

致力于挖掘和传承农耕文明，积极创新科普教

育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农耕文化的魅

力，让农耕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的活力。

（全媒体记者 李伟 黄文静 通讯员 李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