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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盐城市博物馆）下
辖两个馆区和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是集收
藏、研究、陈列、教育等功能于一体的文博场
馆，总建筑面积 53275平方米，展厅面积 13500
平方米。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2006年1月经国
务院批准建设，2008年11月18日正式建成并对
外开放，是全面反映中国海盐历史文明的“国字
号”专题博物馆。盐城市博物馆成立于1961年，
新馆于2021年9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是反映
盐城地方历史文化的综合性博物馆。

馆藏文物种类丰富，有全国数量最多、序
列最完整的海盐历史文物；有反映盐城地方文
化变迁的历史见证物；有反映抗日战争和解放
战争时期盐城地区革命斗争史的近现代文物；
有反映新四军重建军部峥嵘岁月、光辉历程的
珍贵文物等，较为全面反映厚重的中国海盐文
明史和盐城历史文化底蕴。

自2020年获评国家二级博物馆以来，一直
秉承“以文化浸润美好生活，为城市发展提供优
质文化滋养”的理念，致力于综合管理与基础设
施、藏品管理与科学研究、陈列展览与社会服务
等方面工作，通过多元的陈列展览、多维度的社
会教育、有温度的公众服务、创新的成果转化，
建设“观众友好型”博物馆，高标准完成盐城市
博物馆新馆建设。创成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并
获评江苏省文明旅游示范单位。蝉联“全国热搜
博物馆年度百强榜单”、江苏文旅自媒体联盟

“最具创新奖”。获全市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优秀
集体、省“博物知旅”主题活动“优秀组织奖”。获
长三角及全国部分城市最美公共文化空间“优
秀文化空间案例”、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空间。
通过江苏省科普教育基地、江苏省社会科学普
及示范基地复评并获“优秀”等级。

三年来，累计接待观众 424 万人次，青少
年观众 94万人次。举办精品文物展览51场，开
展教育活动911场次，馆校合作94所，注册志愿
者1500余人，服务近9000小时，媒体宣传报道
2000余篇，省级以上媒体发布报道560篇，部分
线上话题总阅读量达 1亿次，承担国家、省、市
级科研课题 23项，专利 8项；编辑出版学术专
著、文物展览图录、科普读物、论文集17部。

陈列展览有特色。到博物馆“刷展”，已成
为盐城人的文化时尚。七大常设陈列从中国海
盐历史文明、地方历史文化、生态文明、城市发
展、民俗非遗等维度，讲述盐城上下 5000年的
文明史，2100余年的城市发展史，溯源盐城文
脉传承与地域文化，解读城市记忆与民族精
神，以系统完整的展览体系，实现“博物馆里

‘读’盐与城”。基本陈列“天下盐城”荣获“江苏
省博物馆十大精品展览”精品奖、入选中博热
搜榜“全国博物馆100大年度热门展览”。

充分释放文化“生产力”，拓展馆际交流
“朋友圈”。结合馆藏，策划“有美于斯——馆藏
瓷器展”“述·城——文献里的盐城”“爱‘廉’说
——盐城历史中的廉洁文化”“盈尺纵横 妙合
无垠——馆藏绘画展”“云舒霞卷 炉火纯青
——馆藏明清瓷器展”等原创展览；与国内外
具有丰富馆藏的博物馆与机构深度合作，联合
举办“和韵天下——中原音乐文物瑰宝展”“飞
天神韵 莫高精神——敦煌石窟文化艺术展”

“玉见礼仪——良渚文明的精髓”“见相非相
——犍陀罗造像艺术展”“邂逅穆夏——穆夏艺
术收藏特展”“今时明月照梦华——宋人的生活
雅趣”“琉光溢彩——西洋玻璃器展”“铁马鸿
雁 塞上风来——鄂尔多斯青铜器展”等精品展
览。诸多展览一经推出便成为“城市文化爆款产
品”。同步配套展览组织“云上博物”直播、博物
馆公开课、策展人说等多元活动。“今时明月照
梦华”入选2023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江苏省
宣传展示重点文物活动，中博协暑期十大热搜
展览榜单；“盈尺纵横 妙合无垠”入选江苏省博
物馆纪念馆精品展览及巡展项目。

社教研学有创新。建立“润物无声，美在其
中”的多维度社教体系。坚持分众式、体验式、拓展
式教育，注重展教结合与跨界联动。积极主办省文
旅厅“国际博物馆日盐城分会场”线上直播活动，

联合“水韵江苏”平台组织盐博元宵节活动。
中盐博馆区形成“七大系列”“两大品牌”

社教体系。有围绕海盐文化开发的“盐”学系
列；围绕节日、节气的“我们的节日”系列；围绕
馆藏文物开发的“对话文物”系列等；围绕盐业
专题馆特色，定制“盐博士志愿行”“行走的博
物馆”等系列活动到学校、社区、企业送展送
教，科普健康用盐知识。其中“神秘的大海 奇
妙的盐晶”——少儿制盐课堂、“寻盐——海盐
历史文化游”“盐城·盐事”等系列均获得“江苏
省博物馆社会教育示范项目”。“触摸——盐城
历史文化游”荣获第九届紫金奖文化创意优秀
奖。“盐咸梦甜——村镇里的博物馆课”被省文
物局、省文明办公布为“江苏省博物馆志愿服
务十佳案例”，荣获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江苏
省博物馆教育推介项目”，同时还被列为江苏
省社会科学联合会“2022年社科普及示范基地
专项资助项目”。

盐博馆区形成“五大主题”“四大品牌”社
教体系，其中有围绕馆藏文物开发的“考古课
堂”“文物修复”系列；有围绕节日及节气的“我
们的节日”系列；有围绕寻觅城市历史记忆的

“寻盐记”研学游等系列活动。同时为推进盐博
文旅融合发展打造“盐引疑云”探秘游、“盐博
之夜”夜游活动、“汉服文化月”主题活动及“夜
韵盐博”情境游等特色品牌活动。其中“盐引疑
云”探秘游荣获江苏省 2023 年度第二季博物
知旅优秀活动案例。

盐博馆区自开放以来，坚持“朝九晚九”常
态化晚间开放，做足“夜盐博”特色。推出“炫酷
潮玩夜、奇趣亲子夜、极致浪漫夜、浓情团圆
夜、诚挚感恩夜、超燃跨年夜”六大主题夜，特
别是结合节日主题策划的中秋“星月满登瀛”、
元旦“跨年迎新夜”、元宵“上元奇妙夜”等活动
有着超高人气，观众们在这里感受博物馆的奇
思妙想，开启夜游美好生活。

文保科研有发展。实施藏品扩征计划，组
织文物定级，新增文物128件（套）；推进考古出
土文物移交工作，积极配合做好涉案文物鉴定
和移交，联合做好盐城市公安局盐南高新区分
局 498件（套）涉案文物的鉴定和移交等工作。
加强文物规范化管理，推进盘库建档工作。继续
实施“20000+”藏品数字智能应用与展示工程，
建设陶瓷器修复实验室。与国家文保基地合作，
实施文物虫霉病害情况相关课题调查研究工
作。定期开展“文博鉴微”公益性文物鉴定咨询
服务活动。打造最“盐”的系列丛书，出版《海盐
华章》，完成《海盐传奇》AR绘本出版相关工作，
开发设计 IP“海卷卷”“盐方方”“盐小博”等。

学术研究有突破。牵头 18个城市 31家单
位成立全国盐文化场馆联盟，并持续举办了一
次理事长工作会议、两届联盟会议、三次学术
研讨会、四次主旨研讨会，新增扬州市个园管
理处等 11 家盐文化场馆及相关单位，打造盐
文化数字博物馆。推出中国盐盟数字平台及
VR数字游戏，编辑出版《惟盐以成——全国盐
文化场馆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征
集编撰《中国盐文物——盐文化场馆精品文物
集》。主办“人类文明视域下的盐文化研究国际
学术研讨会”，搭建国际盐文化交流互动平台。

跨界联动有亮点。挖掘藏品和地方文化特
色，整合资源，与银宝集团、五醍浆等单位跨界
合作，着力打造“盐城盐”“可盐可甜”“海语”等
系列文创产品，研发出更多极具盐城标识、盐
城符号的代表性文创。常态化和盐城市各大文
化场馆、学校、企业、旅游景区进行合作，开发

“Citywalk”漫步建军路；与荷兰花海携手推出
特色展览“花田里的博物馆”，推出两个多月，
接待观众 256万人次，其中青少年学生 51.2万
人次；举办研学 160 场次，受众 5.8万人次；与
市歌舞剧院专业团队联合打造《夜韵盐博》沉
浸游；与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人合作“探非
遗·市集”“赏非遗·展演”“潮非遗·乐玩”“话非
遗·课堂”“享非遗·体验”活动；与文投集团、公
交公司合作推出串场河研学游、文化巴士游；
与盐城市文物保护和考古研究所共同开展“溯

盐求源 渎州问物”公众考古系列活动，荣获
2022年和2023年江苏省优秀考古成果奖。

打造独具魅力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以博物
馆+文化+商业+旅游等，打造社教中心、非遗
展演中心、文创生活馆、轻食咖啡、茶艺空间等
特色配套服务设施，将文博与文旅两大业态融
合贯通，为观众提供游、教、娱一体的博物馆新
体验；结合建筑特色和馆藏文物，推出盐博雪
糕、宋韵夏饮、“祝其亭玺”文创蛋糕等新品引
起热销。打造集“非遗、文创、互动、休闲”为一
体的“盐韵市集”，形成博物馆“一日游、多次
游”的良好循环业态，积极探索可持续的城市
生活方式，更好地为观众打造有温度、有品位
的文化教育实践和文化休闲重要阵地。

历经文博人的努力，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
（盐城市博物馆）再上新台阶，晋级国家一级博
物馆。博物馆将继续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致力
于推动文物事业高质量发展，探索优秀传统文化
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新方法，描绘
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大图景”，丰富好群众文
化生活的“小美好”，提升城市生活的幸福感和
参与度，努力开启盐城博物馆事业发展新局面，
为中国式现代化盐城新篇章贡献文博力量！

2022年，在中国盐业协会、江苏省文化
和旅游厅、江苏省文物局共同指导下，中国
文物学会盐业文物专业委员会、中国商业
史学会盐业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盐业协
会的支持下，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牵头全
国 18 个城市 31 家盐文化场馆和相关单位
成立全国盐文化场馆联盟。

作为理事长单位，中盐博始终秉承“团
结联盟单位、服务联盟单位”的理念，联盟
各单位资源共享、强强联动、携手并进、合
作共赢，一起深化盐业历史文化研究，用好
用活盐文化资源，持续推动盐文化场馆高
质量发展。联盟各成员单位认真践行和担
当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立足“盐”字开展
工作，重点在学术研究、陈列展览、文创开
发、信息共享、场馆数字平台建设等方面，
成绩斐然。

联盟自成立以来共吸纳 42 家成员单
位，已成功举办成立大会、一次理事长会
议、两届联盟会议、三次学术研讨会、四场
主旨演讲；打造盐文化数字博物馆，推出中
国盐盟数字平台及VR数字游戏；系统梳理

地域文明起源和发展历史脉络，结合江苏
地域文明探源工程，实施盐业文明探源工
程；组织“红色盐文化”“国脉盐韵 鹾海遗
珍——中国盐文化文物珍品展”展览全国
巡展；新增扬州市个园管理处等 11家盐文
化场馆及相关单位；完成《惟盐以成——全
国盐文化场馆高质量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
集》《海盐华章——中国海盐文明》出版工
作；举办“人类文明视域下的盐文化研究”
国际学术研讨会，德国、奥地利、日本等国
际知名专家参会，德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腊
碧士等教授作主旨发言，并达成合作事项；
推动《中国盐文物——盐文化场馆精品文
物集》征稿组稿工作。

2024年，联盟将重点在陈列展览、学术
研究、藏品征集、文化创意、国际交流等方
面开展工作，努力形成一批“最盐”学术成
果，以更高的站位、更宽的视野推进全国盐
文化场馆资源共享、共同发展，努力开创盐
文化场馆联盟事业更加广阔、更有活力的
发展局面，保护好中国盐文物、传承好中国
盐文化、传播好中国盐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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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聚联盟合力 携手共促发展

花田里的博物馆

寻盐

博物馆奇妙夜

桂殿流光 海内偕望——中秋奇妙游

文物鉴微

“天下盐城”展厅

非遗展演

国庆节活动

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

近年来，火热出圈的文博场馆与公众实

现“双向奔赴”，是社会公众对于文化的强烈

需求，也是各地文博单位始终不断创新传播

手段，优化服务水平，以更贴近观众的方式

呈现历史文化的体现。

盐城中国海盐博物馆（盐城市博物馆）

自开馆以来，通过深挖文物内涵，创新表达

方式，为传统文化的传承不断开辟新道路，

为现代生活注入更多文化元素，让更多市民

和游客从博物馆获得新鲜的文化体验，共享

丰富的文化成果。

全国盐文化场馆联盟大会

盐城市博物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