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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生态博物馆的建议

民盟房山区总支

问题及分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扎实推动

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这是继十九大报告中

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延续与发展，为新时代农村发展指

明了方向。

阳波区长在房山区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

府工作报告指出，2023 年将坚持绿色发展，全力提升城乡统筹发

展水平。落实“大美房山”建设要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念，落实新时代高质量推动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和绿色发展

实施方案，努力让房山的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城更美，实

现城乡均衡发展。

生态博物馆是一种以特定区域为单位、没有围墙的“活体博

物馆”。它强调保护、保存、展示自然和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完整

性和原生性，以及人与遗产的活态关系。生态博物馆的“生态”

涵义既包括自然生态，也包括人文生态。生态博物馆在 1990 年代

引入我国，经过多年探索，结合不同地区的情况，目前已经经历

了民族地区、汉族农业地区、城市和特定社区等不同类型与发展

阶段，对促进遗产保护和利用、地方发展以及对博物馆概念与功

能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生态博物馆的建设目标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需要不谋而合。生

态博物馆理念的实施可以有力地挖掘乡村传统文化的闪光点，刺

激乡村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激发乡村整体经济活力，从而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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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尤其是传统村落的发展。乡村的整体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不

仅可以为乡村的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提供物质保障，同时也能在

发展过程中唤醒村民自觉保护乡土文化的意识，进而推动村民自

觉参与到自然环境和传统文化的保护工作中。从这个角度看，生

态博物馆建设兼具了地区经济发展和文化保护的双重属性，

在房山建设生态博物馆，不仅可以充分发挥我区文旅资源优

势，是保护文化遗产资源的需要，同时也是乡村振兴实践中的生

动体现，将成为展示“大美房山”，彰显房山生态涵养区生态保护

和绿色发展成就的金名片。

建议：

一、完善保障机制，确保动力支持。建议由政府牵头制定和

完善规范性文件，投入专项资金，对参与生态博物馆建设的村民

给予鼓励。形成政府主导、专家指导、民众参与，利益相关方结

合成共同商议、民主决策的生态博物馆建设机制。

二、开展资源普查，进行资源优选。全面梳理房山区获得中

国传统村落、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荣誉称号

的地区和项目。推进“文化记忆工程”，对这些地区和项目的文化

进行记录、抢救；选择适合的对象兴建生态博物馆，并将其归入

恰当的类型。

三、创建文化品牌，积极推广传播。建设信息资料中心，负

责对生态博物馆所在社区的资料进行搜集、对保护和展示对象的

变化进行观察和记录。通过陈列展览等方式展示生态博物馆所在

社区所有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价值等。通过“短视频+文创”

的形式为生态博物馆的推广插上“数字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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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建设生态博物馆的提案办理情况

承办单位 区文旅局

一、基本情况

目前我市正在探索博物馆建设的支持政策，由北京市文物局

委托北京工商大学就南窖水峪村进行生态博物馆建设模式探索。

该工作目前已列入了2023年区政府折子工程，进行前期研究工作，

这对房山区文旅融合战略落地，推进全域旅游和乡村振兴工作具

有重要意义。

二、进展情况

房山区将全面贯彻“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

利用、让文物活起来”的新时代文物工作方针，梳理获得中国传

统村落、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等荣誉称号的地

区和项目，充分挖掘历史文化价值，合理利用当地资源，立足发

展实际，推进生态博物馆建设，让文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人民群

众，增强人民精神力量，助力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文旅局

从以下方面做相关工作：

1.推动生态博物馆建设。以北京工商大学进行的生态博物馆

课题研究为着手点，探索制定和完善生态博物馆建设的规范性文

件，我区将积极配合市文物局完成政策制定、资源优选等工作，

进一步梳理南窖水峪村的人文特色、非物质文化遗产、文物资源、

历史文化，推动生态博物馆建设落地。

2.建立合作机制。我区文旅局成立“文博项目服务专员”制

度,全力支持生态博物馆建设各方面工作。并与北京工商大学建立

联系机制，专人对接、专人跟进，共同申报，推进相关研究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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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推动生态博物馆落地，赋能乡村建设。

3.推进“生态博物馆”落地。加强对生态博物馆的宣传推介，

营造博物馆之城建设的良好社会氛围。对生态博物馆所在社区的

资料进行搜集、对保护和展示对象的变化进行观察和记录。、

三、下一步工作

下一步，区文旅局将加强与融媒体、数字文化企业合作，创

新数字文化产品和服务，发展生态博物馆云展览、云教育，构建

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博物馆传播体系。强化观众调查，推广分众传

播，优化参观全过程服务，为市民提供古朴、自然、富有历史韵

味的生态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