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湾博物馆：行销“文化风景”

在台湾，博物馆是人们少时校外教学的

乐园，成年后观光旅游的胜地、终身学习的

最佳场所，也是做志工（志愿者）奉献社会的

舞台，几乎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故事。

分布在全台各处的大大小小数百家博物馆，

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坐标”，也是有关

部门着力向外推介和行销的“文化风景”。

转型 勇于探索与试验

到台湾旅游，除了游山玩水 ，还想到博

物馆、美术馆感受一下人文气息？ 没问题！ 台

湾许多旅游指南的第一部分，就是“博物馆

和美术馆”， 向来客推介台湾各具特色的博

物馆，大名鼎鼎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私立的

“袖珍博物馆”皆榜上有名，地址、电话和展

览信息一应俱全。 台湾博物馆学会是非官方

的博物馆界人士专业组织，他们搜集整理出

版的小册子“台湾博物馆名录”，将全台公、

私立博物馆“一网打尽”，地址、电话等中英

文版本详细信息一一奉上，博物馆学会网站

上还提供博物馆名录的互联网版本。

2009

年全台湾博物馆普查结果显示，可

纳入广义博物馆范畴者总计有

646

家， 种类

包括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

馆、考古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

等。

台湾博物馆发端于日据时期，

1915

年成

立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

物馆”（现称台湾博物馆）， 是台湾地区第一

个公共自然历史博物馆。

1946

年台湾省政府

接管日据时期设立的博物馆；

1949

年后，历

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后者成

为访客必到的台北文化重镇。

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台湾当局颁

布文化建设与均衡城乡发展政策， 在台湾全

部

21

县市兴建文化中心与大型博物馆，并在

北、中、南、东部地区兴建“中央级”大型美术

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史前考古博物馆等。 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民众

收入大幅增加， 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兴趣

大增，在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政策助推

下，私立博物馆、美术馆、文物馆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

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受台湾经济不景

气影响， 一些私立博物馆出现生存危机甚至

关闭。 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公立博物馆也

因政府预算和人员编制等原因开始探索转

型，公办民营等改革风潮让端惯“铁饭碗”的

台湾博物馆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一

些“得风气之先”的公立博物馆开始采用委托

民间经营模式， 如位于台湾南部的海洋生物

博物馆，从成立起即将部分业务委外经营，目

前运行良好。

行销 摆脱枯燥与冰冷

台中市馆前路

1

号， 成群的小学生穿着

校服、排着队涌进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不再

是传统博物馆标本加解说的枯燥模式，录像、

电影、游戏、大型模拟造景不时出现，逼真的

恐龙模型会突然扭过头来对你喊：“你们人类

把地球破坏得太厉害了！ ” 孩子们尖叫着退

后，再兴致盎然地靠近。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于

1993

年落成对

外开放，从规划到开放用时

15

年，耗资

50

余

亿元新台币。 摆脱了科学的枯燥与博物馆的

冰冷， 科博馆每年近亿元新台币收入是博物

馆行销的成功案例。

台湾的博物馆在教育功能开发上下足了

功夫，常年举办各种讲演、学术讲座、研习班、

体验营等活动，“各出奇招”吸引民众。为了增

加“故宫”的亲和力，他们“从娃娃抓起”，在正

馆地下一楼规划了“儿童学艺中心”，以故宫

器物、书画、图书文献典藏为基础，结合多媒

体影片及互动展示设计，让孩子们通过观察、

动手、游戏等方式，亲近、了解故宫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普通参观券价格为新台

币

160

元，针对团体、军警、学生等有优惠，身

心障碍者及其陪同者、 台湾

65

岁以上长者、

学龄前儿童、低收入户则享受免费待遇。如果

不在优惠和免费之列，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

免费参观时间：周六夜间开放时段、元旦、元

宵节、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等。 台湾自然

科学博物馆的免费入场时间为每周三

９

时到

１０

时，馆方还拨专款补助偏远地区学生到馆

参观。

服务 尽显尊重与体贴

台湾“国父纪念馆”的李小姐在展览组工

作，并不直接面对参观民众。但每次在办公室

外遇到游客求助，她总是耐心地解答、指引；

遇到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她会向问询处的

同事求助后再解答，从来不会对游客说：你自

己去问询处问吧。

这是台湾博物馆界为民服务的基本要

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为民服务守则规定：员

工须对本院环境、 服务内容及相关规定详加

了解，以便给予民众适切的说明与指引。遇有

不了解的服务项目时， 应代为询问相关业务

同仁， 切勿给予民众错误之讯息， 或直接回

绝。老弱妇孺及残障人士入馆时，本院同仁应

主动告知有轮椅及婴儿车出借服务及残障专

用厕所之位置等。

志工是台湾博物馆服务的一大特色，既

可有效运用社会人力资源， 又有利于倡导民

众热心公益的风气， 还可拉近博物馆与民众

的距离。博物馆志工来自各行各业，以退休工

教人员和家庭主妇居多， 女性撑起了 “半边

天”。 历史博物馆现有志工

194

人，其中女性

占

87%

。

当博物馆志工，不是简单的事，一般须接

受职前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和在职训练。以台

北故宫来说， 学完了相关培训课程还要通过

层层考试才能入选；考试过关后还要见习，之

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导览，每年至少须服务

42

个班次来年才能续约。

从事志工服务表现优异者， 博物馆方将

予以表扬和奖励； 表现不达标者， 则予以解

聘。位于台东的史前文化博物馆规定：志工有

连续

3

个月以上无故不到勤， 全年值勤时数

不满

60

小时者，品行不端、行为不检、重大过

失者不予续聘。 新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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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和街道：优化管理服务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 山阳区

定和街道采取四项措施， 健全工作机

制，抓好流出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双方结合制， 把好流出人员

教育关。 做到集中性宣传和经常性宣

传相结合，对流出人员在其返乡时，采

取宣传品入户、 服务上门等形式进行

宣传； 对流出人员家人及时告知最新

计生政策、计生工作动向，争取配合做

好流出人员计生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合同担保制， 把好流出人员

流出关。 首先配强村级流动人口管理

员， 特别是在流出人口多的社区设立

义务管理员， 明确责任， 筑牢首道防

线；其次在流出人员外出时，与社区签

订流出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管理合

同书，明确相互的责任和义务。

实行信息跟踪制，及时掌握流出人

口信息。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建立经常性

协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流出人口信息

联系卡，定期与流出人员和流入地计生

部门取得联系，实行跟踪管理，了解流

出人口接受管理情况，确保及时寄回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单。

实行留守人员帮扶制， 解决流出

人员后顾之忧。 对流出人员留守在家

的老人，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给予及时

照顾；关心留守儿童，尽力填补其父母

不在身边的空白，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

育成长。 （秦银玲）

实践

探索

孟州市将优生促进服务覆盖整个孕期， 孕前上门

发放营养素，指导对象参加孕前优生监测；孕中定期上

门提供保健指导，产后及时进行随访。图为西虢镇计生

干部上门为“准妈妈”进行定期体检，讲解孕期保健知

识。 李 丽 爱 茹 摄

近年来， 沁阳市崇义镇南山村的计生户在市、

镇、村三级计生协会的持续帮扶下，将

500

余亩耕地

改造成近百个蔬菜大棚，种植反季节蔬菜，每棚年收

入

5

万余元。 图为该村计生协会会员李秀娥在采摘

彩椒。 毋铁英 荣冰心 摄

北朱村：奖励计生家庭

本报讯 “真没想到 ，俺也能坐上

飞机免费去旅游， 村里的政策真是好

啊！ ”

5

月

18

日，中站区府城街道北朱

村农民李敏在第四次踏上出游旅途时

激动地说。

近年来，北朱村在逐步深化计划生

育村民自治的基础上，通过激励政策引

导育龄群众转变生育观念。自觉执行计

划生育政策。自

1981

年以来，该村持续

开展“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对连续

5

年

评选为“五好家庭”的，每户一人参加省

内一日游；连续

10

年的，参加北京七日

游；连续

15

年的，参加上海七日游；连

续

20

年的，参加深圳、海南或云南九日

游。评选条件包括尊老爱幼、婆媳和睦、

邻里团结、晚婚晚育、移风易俗、勤俭持

家、遵纪守法等，对违反《婚姻法》规定

的男

22

周岁、女

20

周岁这一法定结婚

年龄结婚的， 三年内不得参加评选，不

自觉执行计划生育义务、计划外出生的

不得参加评选。 通过评选活动，大力倡

导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新观念，以家

庭和谐促进了社会和谐，以模范行为引

领了更多文明典型涌现。

截至

2011

年，该村已评出“五好家

庭”

1120

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99%

。 今

年新评出连续

5

年的 “五好家庭 ”

20

户， 连续

10

年的

54

户， 连续

15

年的

58

户，连续

20

年的

30

户，仅旅游一项

预计支出

25

万元。 （吉艳美 梁小娇）

孟州市：强化宣传培训

本报讯 孟州市作为全省

6

个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市之一，积

极创新工作模式，打造新的工作平台，

尤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举办 “准妈

妈”知识竞赛活动，有效加深了育龄群

众对项目的了解。

今年年初以来， 该市通过各种渠

道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知识， 宣传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意义及内

容。该市要求各乡镇、街道利用康检平

台，在人口学校举办“准妈妈”知识培

训班，重点围绕孕期保健、营养搭配、

妇科病防治等方面， 讲解孕产妇和新

婚期对象孕前注意事项， 以及优生筛

查、孕中期保健、孕后哺乳和科学育儿

的重要性， 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知识

竞赛，对成绩优秀的前

5

名发放奖品，

有效调动了“准妈妈”参与的积极性，

提高了优生优育知识的知晓率。

目前，该市已举办“准妈妈”知识

培训班

15

期， 参加培训和竞赛群众

600

余人次。 （张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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郇封镇

潜心培育婚育新风尚

本报讯 近年来， 修武县郇封镇立

足当地实际， 将婚育新风进万家活动融

入精神文明建设之中，不断开拓创新，采

取切实有效措施，将活动不断推向深入，

在全镇逐步培育了婚育新风尚， 努力建

设了新型生育文化。

广泛宣传，营造氛围。结合创建精神

文明示范街及农村文化中心工程， 积极

建设生育文化一条街， 该镇在主要街道

和人群密集场所， 新书写高质量固定标

语

83

条，定制高档宣传牌

103

块、喷绘

广告

115

块， 使育龄群众在潜移默化中

受到基本国策教育；利用人口学校，重点

抓好生殖保健、政策理论、致富技能等培

训，受到群众的欢迎，出现婆媳同学、夫

妻比学的动人场面， 参学率和接受率分

别升至

100%

和

95%

；利用计生文艺宣传

队，走街串巷表演小品、快板、三句半等

计生节目， 传播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观

念，自编文艺节目

143

个，每年演出

70

余场，观众达

4

万人次；开展生殖保健和

婚育新风知识竞赛，举办“计划生育丈夫

有责”、“女儿也是传后人”、“说说俺的好

媳妇”、“夸夸俺的好女婿” 等专题报告

会，使婚育新风吹遍村村落落，渗透影响

到了每个育龄妇女。

拓宽服务，满足需求。突出一个“优”

字， 该镇努力为育龄群众提供计划生育

和生殖健康知识优质服务。 在计划生育

服务站设立“悄悄话室”，进行个别咨询

指导

;

开通心理咨询热线， 开展声讯咨

询服务

;

定期组织计生工作人员深入育

龄群众家庭，进行随访咨询，满足群众多

层次的计划生育需求

;

累计为

1.1

万名

育龄妇女免费进行了妇女病普查，

65

名

不孕症患者接受了治疗，目前已有

45

人

怀孕或分娩。

树立先进，典型带动。该镇广泛开展

少生快富典型评选活动， 用群众身边的

人和事来教育群众， 特别是开展评 “八

好”活动，即好干部、好群众、好青年、好

媳妇、好家庭、好妯娌、好学生、好党员，

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 小文案村育龄

妇女陶秋玲，主动放弃二胎生育指标，一

心经营鸡蛋收购批发，年收入达

３

万元。

小纸坊村育龄妇女周艳玲，坚持“一个闺

女顶天立地”，放弃二胎生育指标，投资

3

万元办起一个养鸡场， 成为远近闻名

的少生快富户。街坊邻居十分羡慕，纷纷

以她们为榜样，自觉执行计生政策，专心

发展家庭经济。 雪庄村育龄妇女苏爱琴

今年已经

30

岁， 婚后多年没要孩子，一

心扑在致富上， 并主动向全村青年发出

晚婚晚育倡议书，在三里五村传为佳话。

形式多样的婚育新风宣传活动入脑

入心， 卓有成效的优质服务让群众体会

实惠，从而转变了人们 “多子多福”的传

统婚育观念，“忙致富，致富忙，少生快富

比着忙”的生育文化氛围逐渐形成。近年

来，该镇共有

32

对育龄夫妇主动退还二

胎生育指标 ，

78

人选择了男到女家落

户 ，

324

人符合生

育 条 件 却 推 迟 生

育 ；

3385

对夫妇掌

握 了 实 用 生 产 技

术 ，

1263

对夫妇找

到了致富项目。

（宋海燕）

王召乡：注重工作结合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沁阳市王

召乡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上再

出新举措，做到“三个结合”，不断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

结合生殖健康进家庭活动，利用村

组计生干部和计生协会会员入户通知

康检的时机，摸清各村、组、户流动人口

情况， 详细登记流出人员的流出地址、

流出时间、联系电话等，及时录入微机，

健全档卡资料。

结合乡劳动保障所， 对照各村新农

保办理人员花名册， 查出因流出未办理

人员名单， 然后结合各村计生干部重新

入户，查清其具体流出情况，记录上档案。

结合乡劳务输出中介所，查找各村

劳务输出人员名单和基本情况，建档立

册，备入档案。同时，该乡还为流动人口

及家庭成员发放了关爱服务卡，卡上印

有乡计生部门“爱心

QQ

”和求助电话，

只要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有困难，联系计

生部门，便会在第一时间获得帮助。

（董峻岭 侯海清）

为了更好地服务山区群众， 博爱县寨豁乡计生

干部利用双休日， 走进乡村宣传计生政策和生殖健

康知识，用温馨体贴的服务温暖育龄群众。图为该乡

计生技术服务人员正在田间为育龄夫妇宣讲避孕节

育知识。 张 友 刘 涛 摄

郇封镇计生干部在大纸坊村人口文化大院发放计生宣传品。 范春雷 摄

古代政府采购

就是灰色地块

古代政府远不及现代政府有钱

,

所以历代采购除了财政

拨付现金

,

尚有折科、钞引、赐爵授官等其他支付手段。

折科

,

就是以物易物

,

白居易为指责宫廷采购所作《卖炭

翁》里

,

就提供了一个典型事例

:

“一车炭重千余斤

,

宫使驱将惜

不得。 半匹红纱一丈绫

,

系向牛头充炭直。 ”在宋代

,

如绸绢、金

银、茶叶、食盐、香料、药物、进口象牙等都充当过政府购买的

偿付手段。

钞引就是提取和运销各种国家垄断商品的凭证

,

有盐引、

茶引、药引、矾引、香料引等种种名目

,

商人从农民手里买来粮

食草料等军需物资

,

再运输到有军队驻扎的地方卖给政府

,

政

府就用这些钞引折合粮草售价付给商人

,

所以这些钞引上还

有面值、效能、流通区域、支取类别等区分。商人可以凭这些钞

引提取实物出售

,

也可以转手套现。

赐爵授官就是用爵位、官衔等标示社会等级的“身份”作

政府采购的按值偿付。 西汉时匈奴屡侵北方

,

国家征调众多军

人戍边

,

但当地所产粮草远远满足不了边防部队的需要

,

于是

广泛动员民众向边防军输送粮草

,

政府不给钱

,

但根据交售粮

草数量多少授给标示社会等级的爵号。 当时的爵位共有二十

级

,

向边地纳粟最高可获得仅次于列侯、关内侯的“大庶长”

,

就

是第十八级爵位。这种“付款”方式在以后的朝代经常被使用。

因为存在制度盲区

,

或者虽有制度而缺乏实施细则

,

政府

采购历来是漏洞百出的灰色地块

,

粗粗提炼

,

便有强买豪夺、借

鸡下蛋、浮冒侵吞、内外勾结、狼狈为奸等多样恶弊。

强买豪夺

,

特指官府中人恃威挟势

,

以采购为名

,

行掠夺之

实

,

这种罪恶在所谓宫市即宫廷小宗物品买办中尤为突出。 王

莽时

,

中黄门王业以长安市场负责人的身份兼管宫廷买办

,

领

导在市场里买东西

,

会是什么样的交易？ 史书记载叫“贱取于

民

,

民甚患之”

,

但王业却以能替内府省钱

,

被评功赐爵。

唐代宫廷买办

,

先是归有关机构代办

,

随时给价

,

后来直接

由宦官出来采买

,

开始多方克扣

,

再往后干脆出动几百人分赴

南市、北市两大超级市场和其他商业街区巡视别人所卖之物

,

看中什么东西

,

就以“宫市”为名拿走

,

随便给点就算付值了

,

白

居易的《卖炭翁》便是宫市的一个镜头。

北宋的宫市则以拖欠货款为特色

,

《东轩笔录》记

:

东京市

政府设有一个叫杂买务的机构

,

专门替宫廷采办物品

,

但是大

内在东门也设了一个杂买务

,

直接发条子给行铺买东西供应

禁中

,

行铺遵命供货之后

,

往往经年拿不到货款

,

甚至有拖欠至

千万钱的。 有人说内府财务是随时付值的

,

多被经办的宦官故

意拖延滞留，借此向讨账行铺敲诈勒索。 这个恶弊

,

直到蔡襄

任东京市长时才彻底铲除。

明朝创始人朱元璋来自社会底层

,

知道宫市的危害

,

故在

洪武元年正月初八

,

即建国之初

,

就郑重颁谕

:

“今后但系光禄

寺买办一应供用物件

,

比与民间交易价钱每多十文。 且如肉果

之类

,

及诸项物件

,

民人交易一百文一斤

,

光禄寺买办须要一百

十文。”这个宫廷给值必须高于市价十文的“祖宗之法”最终在

朱元璋身后的某一个时候被扔进茅厕

,

成化四年七月

,

兵科左

给事中陈钺等奏

:

“近光禄寺遣人于街坊市物

,

不复计直

,

概以

势取

,

虽称赴官领钞

,

未必皆得；纵有得者

,

钞皆破烂而不可用。

负贩者不幸遇之

,

辄号呼痛哭

,

如劫掠然。 ” 辽 沈

比利时人的“自费低碳”

德克·温克是比利时弗拉芒大区政府的

公务员， 在世界钻石之都安特卫普的近郊拥

有自己的一座别墅。拜访他时，我看到别墅的

红色屋顶上， 有个正方形的板子在日光下泛

着莹莹的蓝光，很是招目。他得意地向我介绍

说，那是他家的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

10

年前，德克·温克经过一番思索，花费

“巨资”购置了一套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别

墅的屋顶上， 目前别墅基本实现电能自给自

足。 德克·温克说，他用了

8

年的时间才从电

费的节约中收回了当初投入的成本。 但他认

为这个决定非常值得，“没有污染， 我们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德克·温克的“自费”低碳生活方式也与

政府的扶持密不可分。 弗拉芒大区政府为推

广低碳技术，通过政府法令，向购置太阳能、

风能设备的家庭提供专用定向能源补贴，保

证普通消费者的有关投入至少不赔钱。

为降低碳排放，比利时大力发展太阳能、

水力、风力、生物等替代能源进行发电。同时，

比利时还发展了独特先进的城市垃圾处理技

术，利用甲烷发电。

2010

年，比利时的废弃物

回收率达到

91.7%

，居于欧洲首位，不仅有效

解决了环境问题， 还实现了自然资源的重复

利用。

在布鲁塞尔街头不时能看到， 人们认真

地将一个个玻璃瓶按有无颜色投入不同的塑

料桶里，发出“砰砰”的声响。分类垃圾袋是超

市里各家必购的生活用品， 个人花钱保护共

同的环境成为人们的共识。

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 布鲁塞尔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网络， 即使住在外地也能便捷地

乘坐火车进入布鲁塞尔，再转乘公交上下班。

而在重大节日里， 布鲁塞尔则实行公共交通

一律免费的制度。 布鲁塞尔在每年

9

月的一

个周末，都要举行“无车日”活动，届时，普通

社会车辆禁止通行， 公共交通免费供市民乘

坐， 以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或自行车等健

康环保的出行方式。

在比利时的各大城市， 骑自行车出行不

再是穷人的标签，而成为低碳和时尚的代表。

比利时实行多年的自行车出租半小时以内免

费的制度，也有利于这种健康、低碳的出行方

式的流行。今年下半年，布鲁塞尔还将把自行

车出租制度推广到电动汽车领域。 人 海

台湾博物馆：行销“文化风景”

在台湾，博物馆是人们少时校外教学的

乐园，成年后观光旅游的胜地、终身学习的

最佳场所，也是做志工（志愿者）奉献社会的

舞台，几乎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故事。

分布在全台各处的大大小小数百家博物馆，

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坐标”，也是有关

部门着力向外推介和行销的“文化风景”。

转型 勇于探索与试验

到台湾旅游，除了游山玩水 ，还想到博

物馆、美术馆感受一下人文气息？ 没问题！ 台

湾许多旅游指南的第一部分，就是“博物馆

和美术馆”， 向来客推介台湾各具特色的博

物馆，大名鼎鼎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私立的

“袖珍博物馆”皆榜上有名，地址、电话和展

览信息一应俱全。 台湾博物馆学会是非官方

的博物馆界人士专业组织，他们搜集整理出

版的小册子“台湾博物馆名录”，将全台公、

私立博物馆“一网打尽”，地址、电话等中英

文版本详细信息一一奉上，博物馆学会网站

上还提供博物馆名录的互联网版本。

2009

年全台湾博物馆普查结果显示，可

纳入广义博物馆范畴者总计有

646

家， 种类

包括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

馆、考古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

等。

台湾博物馆发端于日据时期，

1915

年成

立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

物馆”（现称台湾博物馆）， 是台湾地区第一

个公共自然历史博物馆。

1946

年台湾省政府

接管日据时期设立的博物馆；

1949

年后，历

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后者成

为访客必到的台北文化重镇。

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台湾当局颁

布文化建设与均衡城乡发展政策， 在台湾全

部

21

县市兴建文化中心与大型博物馆，并在

北、中、南、东部地区兴建“中央级”大型美术

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史前考古博物馆等。 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民众

收入大幅增加， 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兴趣

大增，在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政策助推

下，私立博物馆、美术馆、文物馆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

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受台湾经济不景

气影响， 一些私立博物馆出现生存危机甚至

关闭。 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公立博物馆也

因政府预算和人员编制等原因开始探索转

型，公办民营等改革风潮让端惯“铁饭碗”的

台湾博物馆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一

些“得风气之先”的公立博物馆开始采用委托

民间经营模式， 如位于台湾南部的海洋生物

博物馆，从成立起即将部分业务委外经营，目

前运行良好。

行销 摆脱枯燥与冰冷

台中市馆前路

1

号， 成群的小学生穿着

校服、排着队涌进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不再

是传统博物馆标本加解说的枯燥模式，录像、

电影、游戏、大型模拟造景不时出现，逼真的

恐龙模型会突然扭过头来对你喊：“你们人类

把地球破坏得太厉害了！ ” 孩子们尖叫着退

后，再兴致盎然地靠近。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于

1993

年落成对

外开放，从规划到开放用时

15

年，耗资

50

余

亿元新台币。 摆脱了科学的枯燥与博物馆的

冰冷， 科博馆每年近亿元新台币收入是博物

馆行销的成功案例。

台湾的博物馆在教育功能开发上下足了

功夫，常年举办各种讲演、学术讲座、研习班、

体验营等活动，“各出奇招”吸引民众。为了增

加“故宫”的亲和力，他们“从娃娃抓起”，在正

馆地下一楼规划了“儿童学艺中心”，以故宫

器物、书画、图书文献典藏为基础，结合多媒

体影片及互动展示设计，让孩子们通过观察、

动手、游戏等方式，亲近、了解故宫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普通参观券价格为新台

币

160

元，针对团体、军警、学生等有优惠，身

心障碍者及其陪同者、 台湾

65

岁以上长者、

学龄前儿童、低收入户则享受免费待遇。如果

不在优惠和免费之列，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

免费参观时间：周六夜间开放时段、元旦、元

宵节、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等。 台湾自然

科学博物馆的免费入场时间为每周三

９

时到

１０

时，馆方还拨专款补助偏远地区学生到馆

参观。

服务 尽显尊重与体贴

台湾“国父纪念馆”的李小姐在展览组工

作，并不直接面对参观民众。但每次在办公室

外遇到游客求助，她总是耐心地解答、指引；

遇到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她会向问询处的

同事求助后再解答，从来不会对游客说：你自

己去问询处问吧。

这是台湾博物馆界为民服务的基本要

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为民服务守则规定：员

工须对本院环境、 服务内容及相关规定详加

了解，以便给予民众适切的说明与指引。遇有

不了解的服务项目时， 应代为询问相关业务

同仁， 切勿给予民众错误之讯息， 或直接回

绝。老弱妇孺及残障人士入馆时，本院同仁应

主动告知有轮椅及婴儿车出借服务及残障专

用厕所之位置等。

志工是台湾博物馆服务的一大特色，既

可有效运用社会人力资源， 又有利于倡导民

众热心公益的风气， 还可拉近博物馆与民众

的距离。博物馆志工来自各行各业，以退休工

教人员和家庭主妇居多， 女性撑起了 “半边

天”。 历史博物馆现有志工

194

人，其中女性

占

87%

。

当博物馆志工，不是简单的事，一般须接

受职前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和在职训练。以台

北故宫来说， 学完了相关培训课程还要通过

层层考试才能入选；考试过关后还要见习，之

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导览，每年至少须服务

42

个班次来年才能续约。

从事志工服务表现优异者， 博物馆方将

予以表扬和奖励； 表现不达标者， 则予以解

聘。位于台东的史前文化博物馆规定：志工有

连续

3

个月以上无故不到勤， 全年值勤时数

不满

60

小时者，品行不端、行为不检、重大过

失者不予续聘。 新 通

定和街道：优化管理服务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 山阳区

定和街道采取四项措施， 健全工作机

制，抓好流出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双方结合制， 把好流出人员

教育关。 做到集中性宣传和经常性宣

传相结合，对流出人员在其返乡时，采

取宣传品入户、 服务上门等形式进行

宣传； 对流出人员家人及时告知最新

计生政策、计生工作动向，争取配合做

好流出人员计生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合同担保制， 把好流出人员

流出关。 首先配强村级流动人口管理

员， 特别是在流出人口多的社区设立

义务管理员， 明确责任， 筑牢首道防

线；其次在流出人员外出时，与社区签

订流出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管理合

同书，明确相互的责任和义务。

实行信息跟踪制，及时掌握流出人

口信息。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建立经常性

协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流出人口信息

联系卡，定期与流出人员和流入地计生

部门取得联系，实行跟踪管理，了解流

出人口接受管理情况，确保及时寄回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单。

实行留守人员帮扶制， 解决流出

人员后顾之忧。 对流出人员留守在家

的老人，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给予及时

照顾；关心留守儿童，尽力填补其父母

不在身边的空白，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

育成长。 （秦银玲）

北朱村：奖励计生家庭

本报讯 “真没想到 ，俺也能坐上

飞机免费去旅游， 村里的政策真是好

啊！ ”

5

月

18

日，中站区府城街道北朱

村农民李敏在第四次踏上出游旅途时

激动地说。

近年来，北朱村在逐步深化计划生

育村民自治的基础上，通过激励政策引

导育龄群众转变生育观念。自觉执行计

划生育政策。自

1981

年以来，该村持续

开展“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对连续

5

年

评选为“五好家庭”的，每户一人参加省

内一日游；连续

10

年的，参加北京七日

游；连续

15

年的，参加上海七日游；连

续

20

年的，参加深圳、海南或云南九日

游。评选条件包括尊老爱幼、婆媳和睦、

邻里团结、晚婚晚育、移风易俗、勤俭持

家、遵纪守法等，对违反《婚姻法》规定

的男

22

周岁、女

20

周岁这一法定结婚

年龄结婚的， 三年内不得参加评选，不

自觉执行计划生育义务、计划外出生的

不得参加评选。 通过评选活动，大力倡

导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新观念，以家

庭和谐促进了社会和谐，以模范行为引

领了更多文明典型涌现。

截至

2011

年，该村已评出“五好家

庭”

1120

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99%

。 今

年新评出连续

5

年的 “五好家庭 ”

20

户， 连续

10

年的

54

户， 连续

15

年的

58

户，连续

20

年的

30

户，仅旅游一项

预计支出

25

万元。 （吉艳美 梁小娇）

孟州市：强化宣传培训

本报讯 孟州市作为全省

6

个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市之一，积

极创新工作模式，打造新的工作平台，

尤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举办 “准妈

妈”知识竞赛活动，有效加深了育龄群

众对项目的了解。

今年年初以来， 该市通过各种渠

道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知识， 宣传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意义及内

容。该市要求各乡镇、街道利用康检平

台，在人口学校举办“准妈妈”知识培

训班，重点围绕孕期保健、营养搭配、

妇科病防治等方面， 讲解孕产妇和新

婚期对象孕前注意事项， 以及优生筛

查、孕中期保健、孕后哺乳和科学育儿

的重要性， 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知识

竞赛，对成绩优秀的前

5

名发放奖品，

有效调动了“准妈妈”参与的积极性，

提高了优生优育知识的知晓率。

目前，该市已举办“准妈妈”知识

培训班

15

期， 参加培训和竞赛群众

600

余人次。 （张海军）

王召乡：注重工作结合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沁阳市王

召乡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上再

出新举措，做到“三个结合”，不断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

结合生殖健康进家庭活动，利用村

组计生干部和计生协会会员入户通知

康检的时机，摸清各村、组、户流动人口

情况， 详细登记流出人员的流出地址、

流出时间、联系电话等，及时录入微机，

健全档卡资料。

结合乡劳动保障所， 对照各村新农

保办理人员花名册， 查出因流出未办理

人员名单， 然后结合各村计生干部重新

入户，查清其具体流出情况，记录上档案。

结合乡劳务输出中介所，查找各村

劳务输出人员名单和基本情况，建档立

册，备入档案。同时，该乡还为流动人口

及家庭成员发放了关爱服务卡，卡上印

有乡计生部门“爱心

QQ

”和求助电话，

只要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有困难，联系计

生部门，便会在第一时间获得帮助。

（董峻岭 侯海清）

比利时人的“自费低碳”

德克·温克是比利时弗拉芒大区政府的

公务员， 在世界钻石之都安特卫普的近郊拥

有自己的一座别墅。拜访他时，我看到别墅的

红色屋顶上， 有个正方形的板子在日光下泛

着莹莹的蓝光，很是招目。他得意地向我介绍

说，那是他家的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

10

年前，德克·温克经过一番思索，花费

“巨资”购置了一套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别

墅的屋顶上， 目前别墅基本实现电能自给自

足。 德克·温克说，他用了

8

年的时间才从电

费的节约中收回了当初投入的成本。 但他认

为这个决定非常值得，“没有污染， 我们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德克·温克的“自费”低碳生活方式也与

政府的扶持密不可分。 弗拉芒大区政府为推

广低碳技术，通过政府法令，向购置太阳能、

风能设备的家庭提供专用定向能源补贴，保

证普通消费者的有关投入至少不赔钱。

为降低碳排放，比利时大力发展太阳能、

水力、风力、生物等替代能源进行发电。同时，

比利时还发展了独特先进的城市垃圾处理技

术，利用甲烷发电。

2010

年，比利时的废弃物

回收率达到

91.7%

，居于欧洲首位，不仅有效

解决了环境问题， 还实现了自然资源的重复

利用。

在布鲁塞尔街头不时能看到， 人们认真

地将一个个玻璃瓶按有无颜色投入不同的塑

料桶里，发出“砰砰”的声响。分类垃圾袋是超

市里各家必购的生活用品， 个人花钱保护共

同的环境成为人们的共识。

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 布鲁塞尔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网络， 即使住在外地也能便捷地

乘坐火车进入布鲁塞尔，再转乘公交上下班。

而在重大节日里， 布鲁塞尔则实行公共交通

一律免费的制度。 布鲁塞尔在每年

9

月的一

个周末，都要举行“无车日”活动，届时，普通

社会车辆禁止通行， 公共交通免费供市民乘

坐， 以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或自行车等健

康环保的出行方式。

在比利时的各大城市， 骑自行车出行不

再是穷人的标签，而成为低碳和时尚的代表。

比利时实行多年的自行车出租半小时以内免

费的制度，也有利于这种健康、低碳的出行方

式的流行。今年下半年，布鲁塞尔还将把自行

车出租制度推广到电动汽车领域。 人 海

台湾博物馆：行销“文化风景”

在台湾，博物馆是人们少时校外教学的

乐园，成年后观光旅游的胜地、终身学习的

最佳场所，也是做志工（志愿者）奉献社会的

舞台，几乎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故事。

分布在全台各处的大大小小数百家博物馆，

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坐标”，也是有关

部门着力向外推介和行销的“文化风景”。

转型 勇于探索与试验

到台湾旅游，除了游山玩水 ，还想到博

物馆、美术馆感受一下人文气息？ 没问题！ 台

湾许多旅游指南的第一部分，就是“博物馆

和美术馆”， 向来客推介台湾各具特色的博

物馆，大名鼎鼎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私立的

“袖珍博物馆”皆榜上有名，地址、电话和展

览信息一应俱全。 台湾博物馆学会是非官方

的博物馆界人士专业组织，他们搜集整理出

版的小册子“台湾博物馆名录”，将全台公、

私立博物馆“一网打尽”，地址、电话等中英

文版本详细信息一一奉上，博物馆学会网站

上还提供博物馆名录的互联网版本。

2009

年全台湾博物馆普查结果显示，可

纳入广义博物馆范畴者总计有

646

家， 种类

包括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

馆、考古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

等。

台湾博物馆发端于日据时期，

1915

年成

立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

物馆”（现称台湾博物馆）， 是台湾地区第一

个公共自然历史博物馆。

1946

年台湾省政府

接管日据时期设立的博物馆；

1949

年后，历

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后者成

为访客必到的台北文化重镇。

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台湾当局颁

布文化建设与均衡城乡发展政策， 在台湾全

部

21

县市兴建文化中心与大型博物馆，并在

北、中、南、东部地区兴建“中央级”大型美术

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史前考古博物馆等。 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民众

收入大幅增加， 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兴趣

大增，在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政策助推

下，私立博物馆、美术馆、文物馆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

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受台湾经济不景

气影响， 一些私立博物馆出现生存危机甚至

关闭。 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公立博物馆也

因政府预算和人员编制等原因开始探索转

型，公办民营等改革风潮让端惯“铁饭碗”的

台湾博物馆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一

些“得风气之先”的公立博物馆开始采用委托

民间经营模式， 如位于台湾南部的海洋生物

博物馆，从成立起即将部分业务委外经营，目

前运行良好。

行销 摆脱枯燥与冰冷

台中市馆前路

1

号， 成群的小学生穿着

校服、排着队涌进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不再

是传统博物馆标本加解说的枯燥模式，录像、

电影、游戏、大型模拟造景不时出现，逼真的

恐龙模型会突然扭过头来对你喊：“你们人类

把地球破坏得太厉害了！ ” 孩子们尖叫着退

后，再兴致盎然地靠近。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于

1993

年落成对

外开放，从规划到开放用时

15

年，耗资

50

余

亿元新台币。 摆脱了科学的枯燥与博物馆的

冰冷， 科博馆每年近亿元新台币收入是博物

馆行销的成功案例。

台湾的博物馆在教育功能开发上下足了

功夫，常年举办各种讲演、学术讲座、研习班、

体验营等活动，“各出奇招”吸引民众。为了增

加“故宫”的亲和力，他们“从娃娃抓起”，在正

馆地下一楼规划了“儿童学艺中心”，以故宫

器物、书画、图书文献典藏为基础，结合多媒

体影片及互动展示设计，让孩子们通过观察、

动手、游戏等方式，亲近、了解故宫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普通参观券价格为新台

币

160

元，针对团体、军警、学生等有优惠，身

心障碍者及其陪同者、 台湾

65

岁以上长者、

学龄前儿童、低收入户则享受免费待遇。如果

不在优惠和免费之列，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

免费参观时间：周六夜间开放时段、元旦、元

宵节、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等。 台湾自然

科学博物馆的免费入场时间为每周三

９

时到

１０

时，馆方还拨专款补助偏远地区学生到馆

参观。

服务 尽显尊重与体贴

台湾“国父纪念馆”的李小姐在展览组工

作，并不直接面对参观民众。但每次在办公室

外遇到游客求助，她总是耐心地解答、指引；

遇到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她会向问询处的

同事求助后再解答，从来不会对游客说：你自

己去问询处问吧。

这是台湾博物馆界为民服务的基本要

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为民服务守则规定：员

工须对本院环境、 服务内容及相关规定详加

了解，以便给予民众适切的说明与指引。遇有

不了解的服务项目时， 应代为询问相关业务

同仁， 切勿给予民众错误之讯息， 或直接回

绝。老弱妇孺及残障人士入馆时，本院同仁应

主动告知有轮椅及婴儿车出借服务及残障专

用厕所之位置等。

志工是台湾博物馆服务的一大特色，既

可有效运用社会人力资源， 又有利于倡导民

众热心公益的风气， 还可拉近博物馆与民众

的距离。博物馆志工来自各行各业，以退休工

教人员和家庭主妇居多， 女性撑起了 “半边

天”。 历史博物馆现有志工

194

人，其中女性

占

87%

。

当博物馆志工，不是简单的事，一般须接

受职前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和在职训练。以台

北故宫来说， 学完了相关培训课程还要通过

层层考试才能入选；考试过关后还要见习，之

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导览，每年至少须服务

42

个班次来年才能续约。

从事志工服务表现优异者， 博物馆方将

予以表扬和奖励； 表现不达标者， 则予以解

聘。位于台东的史前文化博物馆规定：志工有

连续

3

个月以上无故不到勤， 全年值勤时数

不满

60

小时者，品行不端、行为不检、重大过

失者不予续聘。 新 通

定和街道：优化管理服务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 山阳区

定和街道采取四项措施， 健全工作机

制，抓好流出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双方结合制， 把好流出人员

教育关。 做到集中性宣传和经常性宣

传相结合，对流出人员在其返乡时，采

取宣传品入户、 服务上门等形式进行

宣传； 对流出人员家人及时告知最新

计生政策、计生工作动向，争取配合做

好流出人员计生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合同担保制， 把好流出人员

流出关。 首先配强村级流动人口管理

员， 特别是在流出人口多的社区设立

义务管理员， 明确责任， 筑牢首道防

线；其次在流出人员外出时，与社区签

订流出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管理合

同书，明确相互的责任和义务。

实行信息跟踪制，及时掌握流出人

口信息。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建立经常性

协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流出人口信息

联系卡，定期与流出人员和流入地计生

部门取得联系，实行跟踪管理，了解流

出人口接受管理情况，确保及时寄回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单。

实行留守人员帮扶制， 解决流出

人员后顾之忧。 对流出人员留守在家

的老人，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给予及时

照顾；关心留守儿童，尽力填补其父母

不在身边的空白，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

育成长。 （秦银玲）

北朱村：奖励计生家庭

本报讯 “真没想到 ，俺也能坐上

飞机免费去旅游， 村里的政策真是好

啊！ ”

5

月

18

日，中站区府城街道北朱

村农民李敏在第四次踏上出游旅途时

激动地说。

近年来，北朱村在逐步深化计划生

育村民自治的基础上，通过激励政策引

导育龄群众转变生育观念。自觉执行计

划生育政策。自

1981

年以来，该村持续

开展“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对连续

5

年

评选为“五好家庭”的，每户一人参加省

内一日游；连续

10

年的，参加北京七日

游；连续

15

年的，参加上海七日游；连

续

20

年的，参加深圳、海南或云南九日

游。评选条件包括尊老爱幼、婆媳和睦、

邻里团结、晚婚晚育、移风易俗、勤俭持

家、遵纪守法等，对违反《婚姻法》规定

的男

22

周岁、女

20

周岁这一法定结婚

年龄结婚的， 三年内不得参加评选，不

自觉执行计划生育义务、计划外出生的

不得参加评选。 通过评选活动，大力倡

导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新观念，以家

庭和谐促进了社会和谐，以模范行为引

领了更多文明典型涌现。

截至

2011

年，该村已评出“五好家

庭”

1120

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99%

。 今

年新评出连续

5

年的 “五好家庭 ”

20

户， 连续

10

年的

54

户， 连续

15

年的

58

户，连续

20

年的

30

户，仅旅游一项

预计支出

25

万元。 （吉艳美 梁小娇）

孟州市：强化宣传培训

本报讯 孟州市作为全省

6

个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市之一，积

极创新工作模式，打造新的工作平台，

尤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举办 “准妈

妈”知识竞赛活动，有效加深了育龄群

众对项目的了解。

今年年初以来， 该市通过各种渠

道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知识， 宣传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意义及内

容。该市要求各乡镇、街道利用康检平

台，在人口学校举办“准妈妈”知识培

训班，重点围绕孕期保健、营养搭配、

妇科病防治等方面， 讲解孕产妇和新

婚期对象孕前注意事项， 以及优生筛

查、孕中期保健、孕后哺乳和科学育儿

的重要性， 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知识

竞赛，对成绩优秀的前

5

名发放奖品，

有效调动了“准妈妈”参与的积极性，

提高了优生优育知识的知晓率。

目前，该市已举办“准妈妈”知识

培训班

15

期， 参加培训和竞赛群众

600

余人次。 （张海军）

王召乡：注重工作结合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沁阳市王

召乡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上再

出新举措，做到“三个结合”，不断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

结合生殖健康进家庭活动，利用村

组计生干部和计生协会会员入户通知

康检的时机，摸清各村、组、户流动人口

情况， 详细登记流出人员的流出地址、

流出时间、联系电话等，及时录入微机，

健全档卡资料。

结合乡劳动保障所， 对照各村新农

保办理人员花名册， 查出因流出未办理

人员名单， 然后结合各村计生干部重新

入户，查清其具体流出情况，记录上档案。

结合乡劳务输出中介所，查找各村

劳务输出人员名单和基本情况，建档立

册，备入档案。同时，该乡还为流动人口

及家庭成员发放了关爱服务卡，卡上印

有乡计生部门“爱心

QQ

”和求助电话，

只要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有困难，联系计

生部门，便会在第一时间获得帮助。

（董峻岭 侯海清）

比利时人的“自费低碳”

德克·温克是比利时弗拉芒大区政府的

公务员， 在世界钻石之都安特卫普的近郊拥

有自己的一座别墅。拜访他时，我看到别墅的

红色屋顶上， 有个正方形的板子在日光下泛

着莹莹的蓝光，很是招目。他得意地向我介绍

说，那是他家的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

10

年前，德克·温克经过一番思索，花费

“巨资”购置了一套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别

墅的屋顶上， 目前别墅基本实现电能自给自

足。 德克·温克说，他用了

8

年的时间才从电

费的节约中收回了当初投入的成本。 但他认

为这个决定非常值得，“没有污染， 我们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德克·温克的“自费”低碳生活方式也与

政府的扶持密不可分。 弗拉芒大区政府为推

广低碳技术，通过政府法令，向购置太阳能、

风能设备的家庭提供专用定向能源补贴，保

证普通消费者的有关投入至少不赔钱。

为降低碳排放，比利时大力发展太阳能、

水力、风力、生物等替代能源进行发电。同时，

比利时还发展了独特先进的城市垃圾处理技

术，利用甲烷发电。

2010

年，比利时的废弃物

回收率达到

91.7%

，居于欧洲首位，不仅有效

解决了环境问题， 还实现了自然资源的重复

利用。

在布鲁塞尔街头不时能看到， 人们认真

地将一个个玻璃瓶按有无颜色投入不同的塑

料桶里，发出“砰砰”的声响。分类垃圾袋是超

市里各家必购的生活用品， 个人花钱保护共

同的环境成为人们的共识。

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 布鲁塞尔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网络， 即使住在外地也能便捷地

乘坐火车进入布鲁塞尔，再转乘公交上下班。

而在重大节日里， 布鲁塞尔则实行公共交通

一律免费的制度。 布鲁塞尔在每年

9

月的一

个周末，都要举行“无车日”活动，届时，普通

社会车辆禁止通行， 公共交通免费供市民乘

坐， 以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或自行车等健

康环保的出行方式。

在比利时的各大城市， 骑自行车出行不

再是穷人的标签，而成为低碳和时尚的代表。

比利时实行多年的自行车出租半小时以内免

费的制度，也有利于这种健康、低碳的出行方

式的流行。今年下半年，布鲁塞尔还将把自行

车出租制度推广到电动汽车领域。 人 海

台湾博物馆：行销“文化风景”

在台湾，博物馆是人们少时校外教学的

乐园，成年后观光旅游的胜地、终身学习的

最佳场所，也是做志工（志愿者）奉献社会的

舞台，几乎人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博物馆故事。

分布在全台各处的大大小小数百家博物馆，

是台湾人引以为傲的“文化坐标”，也是有关

部门着力向外推介和行销的“文化风景”。

转型 勇于探索与试验

到台湾旅游，除了游山玩水 ，还想到博

物馆、美术馆感受一下人文气息？ 没问题！ 台

湾许多旅游指南的第一部分，就是“博物馆

和美术馆”， 向来客推介台湾各具特色的博

物馆，大名鼎鼎的台北故宫博物院、私立的

“袖珍博物馆”皆榜上有名，地址、电话和展

览信息一应俱全。 台湾博物馆学会是非官方

的博物馆界人士专业组织，他们搜集整理出

版的小册子“台湾博物馆名录”，将全台公、

私立博物馆“一网打尽”，地址、电话等中英

文版本详细信息一一奉上，博物馆学会网站

上还提供博物馆名录的互联网版本。

2009

年全台湾博物馆普查结果显示，可

纳入广义博物馆范畴者总计有

646

家， 种类

包括艺术博物馆、历史博物馆、人类学博物

馆、考古博物馆、自然史博物馆、科学博物馆

等。

台湾博物馆发端于日据时期，

1915

年成

立的“台湾总督府民政部殖产局附属纪念博

物馆”（现称台湾博物馆）， 是台湾地区第一

个公共自然历史博物馆。

1946

年台湾省政府

接管日据时期设立的博物馆；

1949

年后，历

史博物馆、台北故宫博物院先后成立，后者成

为访客必到的台北文化重镇。

上世纪

70

年代至

80

年代， 台湾当局颁

布文化建设与均衡城乡发展政策， 在台湾全

部

21

县市兴建文化中心与大型博物馆，并在

北、中、南、东部地区兴建“中央级”大型美术

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史前考古博物馆等。 上

世纪

90

年代开始，台湾经济快速增长，民众

收入大幅增加， 对文化艺术活动的参与兴趣

大增，在台湾“文化建设委员会”的政策助推

下，私立博物馆、美术馆、文物馆如雨后春笋

般出现。

上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受台湾经济不景

气影响， 一些私立博物馆出现生存危机甚至

关闭。 占总数三分之二以上的公立博物馆也

因政府预算和人员编制等原因开始探索转

型，公办民营等改革风潮让端惯“铁饭碗”的

台湾博物馆界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 一

些“得风气之先”的公立博物馆开始采用委托

民间经营模式， 如位于台湾南部的海洋生物

博物馆，从成立起即将部分业务委外经营，目

前运行良好。

行销 摆脱枯燥与冰冷

台中市馆前路

1

号， 成群的小学生穿着

校服、排着队涌进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不再

是传统博物馆标本加解说的枯燥模式，录像、

电影、游戏、大型模拟造景不时出现，逼真的

恐龙模型会突然扭过头来对你喊：“你们人类

把地球破坏得太厉害了！ ” 孩子们尖叫着退

后，再兴致盎然地靠近。

台湾自然科学博物馆于

1993

年落成对

外开放，从规划到开放用时

15

年，耗资

50

余

亿元新台币。 摆脱了科学的枯燥与博物馆的

冰冷， 科博馆每年近亿元新台币收入是博物

馆行销的成功案例。

台湾的博物馆在教育功能开发上下足了

功夫，常年举办各种讲演、学术讲座、研习班、

体验营等活动，“各出奇招”吸引民众。为了增

加“故宫”的亲和力，他们“从娃娃抓起”，在正

馆地下一楼规划了“儿童学艺中心”，以故宫

器物、书画、图书文献典藏为基础，结合多媒

体影片及互动展示设计，让孩子们通过观察、

动手、游戏等方式，亲近、了解故宫文物。

台北故宫博物院普通参观券价格为新台

币

160

元，针对团体、军警、学生等有优惠，身

心障碍者及其陪同者、 台湾

65

岁以上长者、

学龄前儿童、低收入户则享受免费待遇。如果

不在优惠和免费之列， 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

免费参观时间：周六夜间开放时段、元旦、元

宵节、

5

月

18

日国际博物馆日等。 台湾自然

科学博物馆的免费入场时间为每周三

９

时到

１０

时，馆方还拨专款补助偏远地区学生到馆

参观。

服务 尽显尊重与体贴

台湾“国父纪念馆”的李小姐在展览组工

作，并不直接面对参观民众。但每次在办公室

外遇到游客求助，她总是耐心地解答、指引；

遇到自己不能解答的问题， 她会向问询处的

同事求助后再解答，从来不会对游客说：你自

己去问询处问吧。

这是台湾博物馆界为民服务的基本要

求。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为民服务守则规定：员

工须对本院环境、 服务内容及相关规定详加

了解，以便给予民众适切的说明与指引。遇有

不了解的服务项目时， 应代为询问相关业务

同仁， 切勿给予民众错误之讯息， 或直接回

绝。老弱妇孺及残障人士入馆时，本院同仁应

主动告知有轮椅及婴儿车出借服务及残障专

用厕所之位置等。

志工是台湾博物馆服务的一大特色，既

可有效运用社会人力资源， 又有利于倡导民

众热心公益的风气， 还可拉近博物馆与民众

的距离。博物馆志工来自各行各业，以退休工

教人员和家庭主妇居多， 女性撑起了 “半边

天”。 历史博物馆现有志工

194

人，其中女性

占

87%

。

当博物馆志工，不是简单的事，一般须接

受职前基础训练、专业训练和在职训练。以台

北故宫来说， 学完了相关培训课程还要通过

层层考试才能入选；考试过关后还要见习，之

后才能成为正式的导览，每年至少须服务

42

个班次来年才能续约。

从事志工服务表现优异者， 博物馆方将

予以表扬和奖励； 表现不达标者， 则予以解

聘。位于台东的史前文化博物馆规定：志工有

连续

3

个月以上无故不到勤， 全年值勤时数

不满

60

小时者，品行不端、行为不检、重大过

失者不予续聘。 新 通

定和街道：优化管理服务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 山阳区

定和街道采取四项措施， 健全工作机

制，抓好流出人口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双方结合制， 把好流出人员

教育关。 做到集中性宣传和经常性宣

传相结合，对流出人员在其返乡时，采

取宣传品入户、 服务上门等形式进行

宣传； 对流出人员家人及时告知最新

计生政策、计生工作动向，争取配合做

好流出人员计生管理服务工作。

实行合同担保制， 把好流出人员

流出关。 首先配强村级流动人口管理

员， 特别是在流出人口多的社区设立

义务管理员， 明确责任， 筑牢首道防

线；其次在流出人员外出时，与社区签

订流出已婚育龄妇女计划生育管理合

同书，明确相互的责任和义务。

实行信息跟踪制，及时掌握流出人

口信息。在流出地与流入地建立经常性

协作关系的基础上，建立流出人口信息

联系卡，定期与流出人员和流入地计生

部门取得联系，实行跟踪管理，了解流

出人口接受管理情况，确保及时寄回流

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通报单。

实行留守人员帮扶制， 解决流出

人员后顾之忧。 对流出人员留守在家

的老人，在生产、生活等方面给予及时

照顾；关心留守儿童，尽力填补其父母

不在身边的空白， 促进其身心健康发

育成长。 （秦银玲）

北朱村：奖励计生家庭

本报讯 “真没想到 ，俺也能坐上

飞机免费去旅游， 村里的政策真是好

啊！ ”

5

月

18

日，中站区府城街道北朱

村农民李敏在第四次踏上出游旅途时

激动地说。

近年来，北朱村在逐步深化计划生

育村民自治的基础上，通过激励政策引

导育龄群众转变生育观念。自觉执行计

划生育政策。自

1981

年以来，该村持续

开展“五好家庭”评选活动，对连续

5

年

评选为“五好家庭”的，每户一人参加省

内一日游；连续

10

年的，参加北京七日

游；连续

15

年的，参加上海七日游；连

续

20

年的，参加深圳、海南或云南九日

游。评选条件包括尊老爱幼、婆媳和睦、

邻里团结、晚婚晚育、移风易俗、勤俭持

家、遵纪守法等，对违反《婚姻法》规定

的男

22

周岁、女

20

周岁这一法定结婚

年龄结婚的， 三年内不得参加评选，不

自觉执行计划生育义务、计划外出生的

不得参加评选。 通过评选活动，大力倡

导了科学文明进步的婚育新观念，以家

庭和谐促进了社会和谐，以模范行为引

领了更多文明典型涌现。

截至

2011

年，该村已评出“五好家

庭”

1120

户，占全村总户数的

99%

。 今

年新评出连续

5

年的 “五好家庭 ”

20

户， 连续

10

年的

54

户， 连续

15

年的

58

户，连续

20

年的

30

户，仅旅游一项

预计支出

25

万元。 （吉艳美 梁小娇）

孟州市：强化宣传培训

本报讯 孟州市作为全省

6

个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市之一，积

极创新工作模式，打造新的工作平台，

尤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 举办 “准妈

妈”知识竞赛活动，有效加深了育龄群

众对项目的了解。

今年年初以来， 该市通过各种渠

道进一步普及优生优育知识， 宣传国

家免费优生健康检查项目的意义及内

容。该市要求各乡镇、街道利用康检平

台，在人口学校举办“准妈妈”知识培

训班，重点围绕孕期保健、营养搭配、

妇科病防治等方面， 讲解孕产妇和新

婚期对象孕前注意事项， 以及优生筛

查、孕中期保健、孕后哺乳和科学育儿

的重要性， 并根据实际情况开展知识

竞赛，对成绩优秀的前

5

名发放奖品，

有效调动了“准妈妈”参与的积极性，

提高了优生优育知识的知晓率。

目前，该市已举办“准妈妈”知识

培训班

15

期， 参加培训和竞赛群众

600

余人次。 （张海军）

王召乡：注重工作结合

本报讯 今年年初以来，沁阳市王

召乡在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和服务上再

出新举措，做到“三个结合”，不断提升

管理服务水平。

结合生殖健康进家庭活动，利用村

组计生干部和计生协会会员入户通知

康检的时机，摸清各村、组、户流动人口

情况， 详细登记流出人员的流出地址、

流出时间、联系电话等，及时录入微机，

健全档卡资料。

结合乡劳动保障所， 对照各村新农

保办理人员花名册， 查出因流出未办理

人员名单， 然后结合各村计生干部重新

入户，查清其具体流出情况，记录上档案。

结合乡劳务输出中介所，查找各村

劳务输出人员名单和基本情况，建档立

册，备入档案。同时，该乡还为流动人口

及家庭成员发放了关爱服务卡，卡上印

有乡计生部门“爱心

QQ

”和求助电话，

只要流动人口及其家庭有困难，联系计

生部门，便会在第一时间获得帮助。

（董峻岭 侯海清）

比利时人的“自费低碳”

德克·温克是比利时弗拉芒大区政府的

公务员， 在世界钻石之都安特卫普的近郊拥

有自己的一座别墅。拜访他时，我看到别墅的

红色屋顶上， 有个正方形的板子在日光下泛

着莹莹的蓝光，很是招目。他得意地向我介绍

说，那是他家的发电机———太阳能电池板。

10

年前，德克·温克经过一番思索，花费

“巨资”购置了一套太阳能电池板，安装在别

墅的屋顶上， 目前别墅基本实现电能自给自

足。 德克·温克说，他用了

8

年的时间才从电

费的节约中收回了当初投入的成本。 但他认

为这个决定非常值得，“没有污染， 我们可以

有一个更好的生活”。

德克·温克的“自费”低碳生活方式也与

政府的扶持密不可分。 弗拉芒大区政府为推

广低碳技术，通过政府法令，向购置太阳能、

风能设备的家庭提供专用定向能源补贴，保

证普通消费者的有关投入至少不赔钱。

为降低碳排放，比利时大力发展太阳能、

水力、风力、生物等替代能源进行发电。同时，

比利时还发展了独特先进的城市垃圾处理技

术，利用甲烷发电。

2010

年，比利时的废弃物

回收率达到

91.7%

，居于欧洲首位，不仅有效

解决了环境问题， 还实现了自然资源的重复

利用。

在布鲁塞尔街头不时能看到， 人们认真

地将一个个玻璃瓶按有无颜色投入不同的塑

料桶里，发出“砰砰”的声响。分类垃圾袋是超

市里各家必购的生活用品， 个人花钱保护共

同的环境成为人们的共识。

作为欧盟总部所在地， 布鲁塞尔大力发

展公共交通网络， 即使住在外地也能便捷地

乘坐火车进入布鲁塞尔，再转乘公交上下班。

而在重大节日里， 布鲁塞尔则实行公共交通

一律免费的制度。 布鲁塞尔在每年

9

月的一

个周末，都要举行“无车日”活动，届时，普通

社会车辆禁止通行， 公共交通免费供市民乘

坐， 以鼓励人们使用公共交通或自行车等健

康环保的出行方式。

在比利时的各大城市， 骑自行车出行不

再是穷人的标签，而成为低碳和时尚的代表。

比利时实行多年的自行车出租半小时以内免

费的制度，也有利于这种健康、低碳的出行方

式的流行。今年下半年，布鲁塞尔还将把自行

车出租制度推广到电动汽车领域。 人 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