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应街道博物馆和艺术陈列
馆的“多”，不仅体现在数量上，还
体现在主体、类型、结构、特色等
多样性。鄞州区文化和广电旅游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揭示了背后的
几大原因：政府顶层谋划设计、政
策扶持保障、企业家和爱心人士

共同努力。
多年来，鄞州超前谋划，将博

物馆、艺术陈列馆的建设与文化
遗产保护、产业经营、旅游开发、
社会美育相结合，不仅在全市率
先开设区级非遗馆，还创新推出

“企业+博物馆”“景区+博物馆”

“公园+博物馆”“美育+博物馆”等
办馆模式。

下应街道是以生活居住为主的
城市综合区，致力打造鄞州中心城
东南门户。其中，湾底村定位为“都
市里村庄、城市中花园”，主打农旅
融合，也在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博物
馆、艺术馆落地。以宁波服装博物馆
为例，最初设在轻纺城，2000 年迁
入月湖景区宝奎巷宅院，2009 年又
搬至湾底村。

同时，鄞州在全市率先成立区
级博物馆协会并组建专家团，下应
街道文化站也巧用“专家库”资源，
并化身“服务员”，积极推动博物馆、
艺术馆多元化发展。“今年以来，我
们搭建平台，引导辖区内 9 家博物
馆、艺术馆协同发展，组团开展活动，
线上线下资源共享，打破单个博物馆
地域限制，更好地满足群众文化需
求，同时也助推博物馆、艺术馆的发
展驶入‘快车道’。”张中月说。

真金白银扶持，助推了博物馆、
艺术陈列馆的发展。在财政保障国
有博物馆的同时，鄞州对民办博物
馆的扶持也领先全市，并走在全省
前列。2008 年，出台 《关于鼓励
促 进 民 办 博 物 馆 发 展 的 意 见》，
2013 年、2020 年分别修订完善扶
持政策，2020 年出台非国有博物
馆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这些举
措，激发了民间收藏家、企业家、
社会公益人士开办博物馆的热情，
肯定了文化情怀，激发了社会责任
感，使得民办博物馆在下应街道遍
地开花。”宁波千峰越窑青瓷博物馆
相关负责人陈国桢说。

除了政策激励，办博物馆也留
住了社会人士的乡愁。鄞州许多企
业家和爱心人士把目光投向文化领
域，以个人出钱或企业投资等方
式，兴建博物馆、艺术陈列馆。以
下应街道辖区内的民办博物馆为
例，女企业家裘群珠发起创建宁波
金银彩绣艺术馆；浙江蓝海绿业集
团斥资打造了宁波市鄞州区插花艺
术馆；徐昌阁旗袍文化会馆由传统
旗袍匠人徐敏创办⋯⋯

各界合力厚植沃土

记 者 余建文
通讯员 康诗文 李玉姣

“提交申请当天，就完成审批并
拿到了钱，帮我解了大难题。”奉化
方桥街道一家拉面店店主马先生说。

马先生因意外事故遭受较大经
济损失，于 7 月 8 日提交了急难型
临时救助申请，当天就拿到了救助
金。奉化区民政局工作人员介绍，
针对马先生这样遭遇突发事件、意
外事故等困难人员，急难型临时救
助金 24 小时内发放到求助人员手
中，及时帮助缓解困境。

今年以来，奉化区民政局以精
准识别为基础，以多元救助为抓
手，以高效便民、幸福提质为目
标，健全主动发现、分层分类的救
助机制，完善精准、高效、智慧的社
会救助服务体系，全力推进精准保
障标杆区建设，切实保障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靶向救助，确保“应
救尽救”

今年夏天，锦屏街道的毛女士

正为女儿入学苦恼。丈夫患癌症不
幸去世，治疗期间一年就花费了近
15 万元，而她年收入仅 4 万元左
右，家庭不堪重负。

“ 女 儿 要 上 小 学 了 ， 花 销 肯
定 更 大 ， 真 不 知 道 该 咋 办 。” 正
当毛女士发愁时，街道民政助理
员到她家探访，了解情况后，帮
其申请了最低生活保障救助。后
经 浙 江 省 经 济 状 况 核 对 系 统 核
对、入户核实，毛女士和女儿符
合低保救助标准，目前已收到救
助金。

为 实 现 困 难 群 众 “ 应 救 尽
救”，该区民政局通过“线上系统
核对+线下入户调查”方式，对在
册对象进行年核或半年核，对新申
请人员坚持“逢进必核”，动态研
判掌握困难群众家庭经济状况。上
半年，全区共复核在册困难对象
6165 户次，核查新申请对象 733 户
次 ， 其 中 新 申 请 对 象 核 查 率 达
100%。

奉化进一步延伸救助保障覆盖
面，将全部重度残疾人纳入低保救
助认定范围，低保边缘户人均月收
入 认 定 标 准 放 宽 至 低 保 标 准 的 2

倍。今年以来，该区共有 84 名重
度残疾人新纳入低保，87 户 168 人
新纳入低保边缘户。

多元救助，守住民生
底线

溪口镇湖山村的周老伯 80 多
岁，无儿无女，是 20 多年的低保
户。4 月，老人遭遇严重车祸，全
身多处骨折，花去医药费约 20 万
元。眼下，老人住在滕头颐养院休
养，每月护理费要 4000 多元。村
委会得知情况后，帮助老人申请临
时救助金，以解燃眉之急。

奉化积极构建“1+8+X”社
会救助体系，其中“1”为浙江省
大救助信息系统，“8”为低保、特
困、救灾、医疗、教育、住房、就
业、临时救助，“X”为多元社会
力量参与。各救助部门实现智慧协
同、快速响应，社会资源的供给与
使用更加精准、有效，确保困难群
众 “ 求 助 有 门 、 受 助 及 时 ”。 年
初，该区民政局向各镇 （街道） 拨
付 300 万元临时救助备用金，发挥
临时救助托底线、救急难的作用。

上半年，奉化区临时救助金共支出
197 万 元 ， 受 惠 困 难 群 众 1384 人
次。

根据救助对象的困难状况和需
求程度，奉化全面推行“物质+服
务”救助模式，让困难群众切实感
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以及社会的关
爱。2020 年以来，该区民政局联
合奉化区乐享志愿服务队对困难儿
童开展“益路童行”公益项目，帮
助困境儿童健康成长。此外，以公
益创投形式委托 5 家社会组织，开
展爱有归处、大红烙铁走千户、心
岸驿站、润屋济困、并肩走共富路
等公益项目。

数字赋能，打通救助
“最后一公里”

锦屏街道外应村的小胡从小因
病致残。今年 4 月，小胡年满 18 周
岁，不再符合困境儿童救助标准。
为了保障其日常生活，锦屏街道民
政助理员帮他填写了 《浙江省困难
群 众 “ 一 件 事 ” 救 助 联 办 申 请
表》，同步申请低保救助和困难残
疾人生活补贴，并通过“浙里办”

APP 的“社会救助多部门联办一件
事”，第一时间上报救助申请信息。

5 月 底 ， 小 胡 的 申 请 审 批 通
过，次月便收到了低保救助金以及
困难残疾人相关生活补贴。小胡父
亲对街道干部十分感激：“现在服
务越来越好了，可以统一办理低
保、残疾人补助，不用我们东奔西
跑了。”

依托困难群众“救助一件事”
数字化改革，奉化以省大救助信息
系统为支撑，打通各部门救助帮扶
对象的数据壁垒，着力构建完善

“ 一 窗 受 理 、 数 据 共 享 、 联 动 办

理、限时办结、实时反馈”的联办工
作体系，实现了从“人找政策”向

“政策找人”的转变。今年以来，奉
化“救助一件事”网上办件数量达
732 件 ， 救 助 申 请 从 “ 多 头 跑 ” 变

“一键达”，服务更加便捷。
下放审批权限，积极推行“线

上+线下”申请模式，提高社会救助
申请办理效率。在西坞街道试点基础
上，奉化于 5 月向江口、方桥、尚田
3 个街道开放社会救助审批权限，审
批时间至少提速 5 个工作日。截至目
前，4 个街道累计办结相关审批事项
130 件。

靶向救助 筑牢底线 数字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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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博物馆邂逅世界文明，来一场非遗的
沉浸体验；徜徉在艺术陈列馆，汲取传统文
化滋养……如今，利用周末和节假日到博物
馆、艺术陈列馆休闲充电，正成为一种时尚。

鄞州是博物馆和艺术陈列馆发展较早、
数量较多的地区之一，目前已开放 25家博
物馆，在面积、等级、文物藏品数量等方面
均列全省前茅。其中下应街道9平方公里辖
区内，分布了9家博物馆和艺术陈列馆，无
论是数量、密度还是规模，均在省内各镇
（街道）中遥遥领先。

一个街道为何博物馆等扎堆？对此，记
者进行了探访。

记者 王博 通讯员 沈新娜 张艳

上周，记者来到宁波服装博
物馆。这座博物馆呈人字形，宛
如一只翻飞的蝴蝶。走进博物馆
大门，一幅描绘宁波服装 5000
年历史的壁画跃入眼帘，100 多
个人物栩栩如生。“宁波服装博
物馆是我国第一家服装专题博物
馆，以研究红帮史迹、传承红帮
技艺为己任，拥有藏品 3500 多
件 ， 其 中 包 括 300 多 件 珍 贵 文
物。”宁波服装博物馆相关负责
人朱海燕介绍。

记者了解到，下应街道的国
有博物馆有宁波服装博物馆、鄞
州区非遗馆；民办博物馆有宁波
市鄞州区插花艺术馆、宁波千峰
越窑青瓷博物馆以及在建的金银
彩绣博物馆新馆；艺术陈列馆有
宁波水墨艺术馆、徐昌阁旗袍文
化会馆；红色基地有鄞州区政治
生活馆、湾底村奋斗生活馆。

“我们辖区的博物馆、艺术

陈 列 馆 百 花 齐 放 ， 既 有 ‘ 大 而
全’，也有‘小而精’。”下应街道
文化站负责人张中月介绍，像鄞
州区非遗馆是宁波首家以非遗保
护 传 承 为 主 题 的 场 馆 ， 汇 集 灰
雕、香包制作、老虎鞋制作、画
瓷艺术等 22 项传统手工艺活态展
示；宁波千峰越窑青瓷博物馆拥
有 从 西 周 至 两 宋 时 期 的 古 陶 瓷
7000 余件；徐昌阁旗袍文化会馆
致力于打造一个属于女人的“第
三空间”；湾底村奋斗生活馆生动
再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
乡发展一体化”的新农村发展之
路⋯⋯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市鄞州
区插花艺术馆是全省唯一以中国
插花艺术为主题的艺术馆。该馆
建筑面积 8800 平方米，拥有近千
件实物和百余件插花作品。每逢
周末和节假日，插花艺术馆内人
气爆棚。

博物馆艺术馆百花齐放

8 月 27 日至 29 日，宁波市
鄞州区插花艺术馆吸引了 300 余
名插花爱好者齐聚一堂。在中国
插花花艺大师张超的带领下，插
花爱好者们共同创作了 40 余组
传统插花风格作品。这些作品涵
盖了传统插花常见的“瓶盘篮筒
碗缸”六大类型。

除了邀请艺术大师开课，宁
波市鄞州区插花艺术馆还与周边
的鄞州区非遗馆、徐昌阁旗袍文

化会馆等联动开展活动。去年重
阳节，三馆联合推出了“插花、
挂画、点茶、燃香”体验活动，
再现宋代雅致生活文化。“我们
三馆联合邀请到 20 余位非遗传
承人，通过现场授课、网上直播
等形式，向公众宣传普及宋韵知
识，使得宋韵文化可见可感。”
宁波市鄞州区插花艺术馆相关负
责人陈慕榕说。

这个暑假，鄞州区非遗馆也成

了亲子的好去处，许多家长带着孩子
前来体验非遗。市民徐海琴和孩子上
周末再次游览了鄞州区非遗馆。“游
览博物馆不仅可以让孩子学习知识、
了解历史，还能增强下一代对传统文
化的认同，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徐
海琴告诉记者。

“我们非遗馆有 22 位非遗传承
人，其中国家级 1 人、省级 2 人。这些
非遗传承人，不仅在非遗馆的‘小
舞台’上传播技艺，还组建了大团

队，全市乃至省内各地都有他们的
展示空间。”鄞州区非遗馆相关负
责人陈科峰说，“像宁波金银彩绣
代表性传承人许谨伦老先生，除了
在区非遗馆内有活动阵地，还经常
受邀到成人学校、培训机构及老年
大学授课。”

据介绍，鄞州区非遗馆平均每
周开展两三场活动，寒暑假期间更
加频繁，今年暑假几乎每天有活
动，还吸引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浙
江万里学院等省内 20 多所高校的
学生前来研学。平时双休日，也经
常有杭州、上海的非遗爱好者专程
来馆里“切磋技艺”。

满园春色让文化“活起来”

公益课堂帮助青少年健康成长 （李玉姣 余建文 摄）

宁波市鄞州区插花艺术馆宁波市鄞州区插花艺术馆 （（王博王博 陈科峰陈科峰 摄摄））

徐昌阁旗袍文化会馆旗袍秀活动徐昌阁旗袍文化会馆旗袍秀活动 （（沈新娜沈新娜 王博王博 摄摄））

市民参观宁波市鄞州区插花艺术馆市民参观宁波市鄞州区插花艺术馆 （（王博王博 陈科峰陈科峰 摄摄））

九平方公里内体验多彩文化

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鄞州下应博物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艺术馆何以扎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