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的第一年，计划投入 200万元科研经费用于中心课题研究，

同时，依托中心积极向中央和省有关部门申报科研课题。

五、开展申遗宣传活动

广东海丝馆在申遗工作中，通过广泛开展申遗公众教育

宣传活动，注重唤起社会各界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识和重

视。一是注重青少年教育宣传，推出海丝主题的泥塑创意体

验开展；二是“南海 I 号”进学校活动，实施“南海 I 号”

文化体验公益活动传播海丝文化。三是顺利完成“南海 I 号”

发现 30 周年纪录采访拍摄工作。通过采访“南海 I 号”发

现 30 周年以来重要的参与人员，收集整理历史资料，形成

宝贵的信息记录。四是今年 4 月，经市政府同意，我市成功

加入海上丝绸之路保护和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城市联盟。

我馆以此为契机，参与由海丝申遗牵头城市广州市文广新局

联合马来西亚马中友好协会，塞浦路斯阿依纳帕市，塞浦路

斯 IYTHRODONTAS 区政府委员会，斯里兰卡西部省教育、文

化、艺术、体育、青年事务及信息科技部等单位举办的“丝

路花语-海上丝绸之路文化之旅”活动，加强“南海 I 号”

在海外的推介。五是组织开展 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系列活动，包括参加在广州举办的“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

迹”图片展、开展“南海 I 号”发现 30 周年重要历程图文

展览下基层活动等

六、积极推动“南海 I 号”文物赴外展出

一是与湖南省博物馆合作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



乡——13-16 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展览时间是

2018 年 1 月 16 日至 5 月 16 日。二是为配合粤港澳文化合作

第十八次会议上签署的《粤港澳共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

交流合作意向书》，促进粤、港、澳三地的沟通协商，共同

推动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合作，我馆与澳

门博物馆合作展览“深蓝瑰宝--南海 I 号水下考古文物大

展”，展出 99 件（套）“南海 I 号”出水文物，展览时间是

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7 月 31 日。三是为增进香港市民对海上

丝绸之路与明代中西方文化交流及历史的认识和了解，我馆

与香港海事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合作策划“东西汇流——

13 至 17 世纪的海上丝绸之路”展览，展览时间是 2018 年 8

月 14 日至 11 月 11 日。四是深圳博物馆举办“大潮起珠江-

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展览，借展时间为 2018 年 9 月 8 日

至 2021 年 9 月 11 日，我馆馆藏“南海 I 号”出水文物 13

件（套）参加展览。

七、积极引进并推出有影响力的临时展览

一是与广州博物馆在海丝馆临时展厅联合举办《祥和印

记——文物上的十二生肖》展览，展览时间是为 2018 年 2

月 8 日至 5 月 8 日。二是与佛山市新石湾美术陶瓷厂有限公

司联合举办了《丝路美陶湾--广东石湾陶艺精品展》，80 多

件（套）陶艺精品，皆为名师大家之作。三是举办《海丝路

聆花语——“南海 I 号”出水文物纹饰》临时展览。

八、开展课题研究成果出版工作



一是今年 5 月份，公开发行由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

保护中心、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广东省博物馆、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五家单位合作编

著，文物出版社出版的《南海Ⅰ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二：2014

—2015 年发掘》，这是南海Ⅰ号沉船考古第一本正式的发掘

报告。二是出版由我馆编著的《阳江木船传统建造技术与风

俗》。三是《阳江海洋文化遗产调查课题》已与广东科技出

版社签订出版合同，目前正在进行查重修改相关出版准备工

作。

九、加大文化旅游宣传推介

一是积极利用“政府搭台、企业参与”的旅游宣传平台，

到全国各地开展旅游宣传推广。二是用活传统媒体与新媒

体，打造宣传工作新格局。一方面与阳江日报社合作，在粤

桂琼十一市报业联盟平台专栏登载 “南海 I 号”专题报道，

与阳江广播电视台合作，在春节期间推出主题宣传广告；另

一方面利用微信订阅号推介海丝馆热点新闻和海丝研究、漠

阳怀古等学术文章，创新掌上“互联网+博物馆”的推广方

式，已在海丝馆周边区域，结合线下国外的斯里兰卡、马来

西亚、塞普路斯，国内的哈尔滨、长沙、成都、广州等地的

推介会，进行精准推送，目标受众达 30 万人次。三是利用

户外广告开展宣传推介，及时推送博物馆举办的各类展览，

进一步吸引景区游客进馆参观。四是加强文创产品的开发。

海丝馆通过与商家合作模式开发文创产品销售，现已开发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