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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丰富大运河紫檀博物馆的馆藏，完善藏品体系，现面

向全社会征集文物藏品，向全球展示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大国

工匠的精神风采。欢迎机关、企事业单位、党派团体、院校、私人收藏

家、广大市民踊跃捐赠。

◎ 征集类别及方位
类别一：文献类

1.与紫檀和古典家具相关

的书画、古籍、拓片、报刊、设

计图纸、通知文书、信函等档

案资料；

2.反映木作文化、家具文

化相关的各类照片、胶片、拷

贝、录像带、录音带、光盘等音

像制品类；

3.国际性和全国性会议的

讨论稿、论文集、科研报告、科

研笔记等；

4.古今中外著名人士的著

述、史料、手稿等。

类别二：器物类

1.古建的构建：如木制牛

腿、门窗、房梁等古建构件；

2.各个历史时期的珍贵紫

檀器物，包括工艺品和家具；

3.各个不同产区有代表性

的精品紫檀器物，包括工艺品

和家具；

4.各个时期和地区的木作

工具；

5.重要历史人物，包括政

治家、军 事家、思 想 家、科 学

家、文化名人、宗教人物等使用

过的紫檀家居用品；

类别三：标本类

1 . 有代 表 性 的 各 类 木 材

标本；

2.各类木化石；

3.体现古代家具文化发展

的重要物证；

4.体现古代紫檀家具发展

的重要物证。

类别四：其它

与 中 国 古典 家 具 相 关 的

周 边 器 物，包 括 但 不 限 于 铜

器、铁器、石器、骨角牙器、绘

画、书法、雕 塑、工艺品 等 美

术作品。

◎ 征集方式
方式一：捐赠

博物馆永久留存和展示捐

赠者的介 绍及 捐 赠图文 视 频

资料；

方式二：借展

以 藏 品 拥 有者 的 意 愿 为

主，双方共同探讨借展时间。

◎ 征集要求
1.藏品来源合法；

2.藏品保存状态较好；

3.藏品归属权明确。

◎ 征集说明
1.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

《中 华人 民 共 和 国 慈 善 法》

《博 物 馆 条 例》等 法 律 法 规

进行； 

2.经过鉴选决定收藏后，

将为捐赠文物的单位和个人颁

发捐赠证书或收藏证书，并以

适当方式予以铭记和奖励； 

3 . 现 不 接 受 现 场 实 物 鉴

定，请勿邮寄拟捐赠的实物，

敬请理解。

◎ 联系方式
征集邮箱：

dyhzt2021@163.com

征集热线：

0571-86771011

大运河紫檀博物馆面向社会征集展品

本报讯（通讯员 朱颜）近日，

2021年杭州市摄影小镇（村、驿

站）授牌仪式举行，小河街道被

命名为摄影小镇。

近年来，小河街道厚植运河

人文，聚焦温暖、艺术、智慧三大

要素，将摄影文化和运河文化相

互融合，在引入摄影名家、打造

城市美学的同时，着重社区影像

建设，以影像的形式体现百姓身

边故事，讲述共富故事。小河街道

的摄影资源以运河为轴，分布运

河两岸，坚持精耕运河文脉，打造

“东动西静”的文化格局。通过吸

引有影响的专业人才，建立主题

摄影室，并整合辖区空中美术馆、

运河摄影馆、社区展陈室、小河直

街等各场所，打造各具特色的场

所空间，形成“步步有景色，处处

暖人心”的良好社会氛围，集中彰

显了浓郁的运河风情文化和杭州

城市风貌。

其 中，运 河 以 东 ，以 乐 堤

港、丝联166为主，开展单向空间

创意市集，举办高端摄影、艺术

展，吸引摄影空间类企业入驻，

深化“运河左岸”文化符号。运

河以西，以小河直街为轴线，与

杭州市文联 等 合作成 立艺术空

间，引入吴宗其、赵刚、海飞、杨

崑等文化名人成立名家工作室。

此外，小河街道以影空间为主阵

地，不定期举办主题摄影展，展

出作品以贴近民众、展示人民喜

闻乐见的文化作品为主旨，弘扬

社会正能量。开展以百名党员、

身边好人、先进人物等为主题，

树立典型、弘扬正气；以我们的

活动为主题，营造和谐邻里、和

谐社区氛围；以我们的家园为主

题，提升群众主人翁意识；以我

们的回忆为主题，让百姓留住乡

愁；以茶文化为主题，提升辖区

生活品味。

杭州市摄影小镇落户小河街道

本报讯（记者 胡俊威）一张张

泛黄的旧报纸，一篇篇有着浓厚时

代特征的新闻报道，这些对家住

拱墅区名城公寓的69岁退休老人

张雪根而言，就像是自己珍藏的一

件件宝贝，每天都会仔细翻阅整

理，重温那些历史记忆。

日前，张雪根从自己的２万多

份藏品中，整理出１００多件与体育

运动会相关的报刊杂志，并计划举

办一个体育运动会主题的老报纸

展，献礼即将到来的杭州亚运会。

集报26载
 让他与中国体育结下不解之缘

“我的集报生涯始于1996年

6月。”回忆起自己集报的初衷，张

雪根依然印象深刻。有一天，亲戚

孩子托他找报头，他整理出200多

种企业报的同时，也将这些报纸一

式两份收藏了起来，这些报纸便

成了他人生中第一份藏品。

从 那以后，张雪根便 对集报

产生了浓厚兴趣，并一发而不 可

收拾。26年下来，张雪根已收藏

清代报纸100余种、民国报纸600

余种、新中国成立以来各种报纸

10000余种、民国杂志200余种、

文 史 类 杂志创刊号20 0 0余 种、

文史类书籍8000余种，时间横跨

337年，塞满了家中24个书柜。这

些藏品，也如实地记录下了中国是

如何一步一个脚印走向世界级体

育强国的的发展史。

不时翻阅这些报纸，也让张

雪根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体育

通”，近 百年体育史 上 的 大事小

事，他都如数家珍。“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通过收集报纸，

进而读史、明智，让我和中国体育

结下了不解之缘。”张雪根说。

在得知记者的来 意后，健谈

的张雪根立刻打开了话匣子，一边

显示自己珍藏的报纸，一边流利地

向记者介绍起近百年来中国体育

发展史。

“1912年12月1日出版的《全

浙公 报》，头 版 刊 登 有‘浙 江体

育学 校 续 招生公 告’，这是 辛亥

革 命后 民 国 时 期 第一 所 体 育 学

校。”“1927年9月15日的《精武画

报》，报道了在上海举行的亚运会

的前身——远东运动会。”“1959

年9月1日，我国举办首届全运会，

《体育报》作为大会的会刊，全程

报道运动会进程。”“2015年9月

17日，《杭州日报》头版报道，杭

州获得2022年第19届亚运会举办

权。”……近百年来中国体育的一

个个历史片段，都被一张张小小的

报纸定格了下来，成为中国体育

蓬勃发展的最好见证。

杭州亚运会将至
他想举办一次老报纸展献礼

随 着 杭 州 亚 运 会 的 脚 步 日

渐临近，杭州人民喜迎亚运的热

情 和 对 亚 运 盛 会 的 期 盼 越 来 越

高，作为一个土 生 土长的“老杭

州”，张雪 根也 想 用自己的 方 式

参与其中。

今年2月底，正值杭州亚运会

倒计时200天，在好友的提议下，

张雪根下定决心，准备在自己历年

珍藏的一万种近2万份报纸中，把

与我国开展各类体育运动会相关

专题的报纸全部整理出来。历时

20多天，在张雪根“白加黑”+“翻

箱倒柜式”搜索下，110份形式各

异的报刊杂志在他的书桌上逐渐

堆了起来，从刊发了1927年我国运

动员参加远东运动会游泳比赛的

《精武画报》，到记录了今年2月杭

州亚运会倒计时200天的《杭州日

报》，时间跨度近百年，活脱脱一

部“百年中国体育史”。

“我希望用这些整理出来的

报纸办个专题展，让更多的人了

解亚 运 会的前世今生。”张雪 根

告诉记者，他准备4月中旬举办一

个体育运动会主题的老报纸展，

将其作为一次民间迎亚运的特别

活动。

国庆报展、新中国成立70周

年报展、建党百年红色文献展……

在此之前，张雪根举办过八次老

报纸主题展，体育运动会主题却

还是是首次尝试，为了让观展的读

者更好、更全面地了解中国的体育

史、亚运史，张雪根把整理出来的

100多份报刊杂志整理分成六大

部分：新中国成立前各类体育报

道、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各

种专项运动会以及各种体育类报

刊。“它们不仅仅是一张报纸一份

杂志，更重要的是它们承载着一

份历史、一份文化、一份记忆，希

望大家可以从这些老报纸上，看

到我国体育发展历程和国力的增

强。”张雪根说。

“相信杭州一定会向全世界

奉献一届具有中国特色、浙江风

采、杭州韵味、精彩纷呈的体育文

化盛会。作为杭州市民的一份子，

我们很期待。”张雪根说。　

26年收集报纸２万份  见证百年中国体育史

拱墅大伯用百余份“亚运报纸”献礼杭州亚运会

我为亚运 添光彩

京杭大运河边将迎来“蜕变”

运河历史街园区提升改造工程全面启动

本报讯（通讯 员 鲍圣慧）近

日，迎亚运大运河（杭州段）水岸

互动文旅融合提升工程运河历史

街园区提升项目进入实质性施工

阶段，京杭大运河杭州景区将迎来

“蜕变”。

据了解，京杭 大 运河杭州景

区从2002年开始环境整治，搬迁

运河边的老厂房，修缮保护历史街

区，形成了以自然生态景观为核心

主轴的4A级景区。为迎接杭州亚

运盛会，提升景区品质，今年启动

运河历史街园区改造提升工程。

该项目改造提升工程主要以大兜

路历史文化街区、小河历史文化街

区、桥西历史文化街区以及运河天

地园区等为主。本次街园区提升

改造主要以保留性、本土性、生态

性为设计基本原则，以游客互动

为导向，精准谋划各大街区核心定

位，合理规划街巷空间，通过小切

口提升街景氛围，收纳裸露管线，

破损设施修缮。通过腾笼换鸟业

态更新，为市民和游客提供一个深

度融合城市生活、“小而精”、“精

而美”的运河景区。

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曾经是

杭州运河最繁忙的地方，至今保

留着香积寺石塔、国家厂丝储备仓

库、大量清末民初民居建筑等。这

次提升主要以传承与创新为总基

调，以修补街区景观、改良杂乱设

计、新增文化融合为主。

小 河历史 文化街区，在杭 州

市历史文化街区中属于整体传统

风貌较为完整的街区之一。街区

真实地反映了清末、民国初年运

河沿线底层人民的生活环境，保

留着一定数量的历史建筑，其建

筑特色、街 巷肌 理、运河航 运 遗

迹仍然保留着独特的风貌。本次

提 升主 要 以 改 造 与 新 建 为 总 基

调，保留老街原有的空间结构骨

架，完善功能，优化景观，满足服

务人群的需求。

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是近代杭

州百余年民族工业发展历史的缩

影，依托拱宸桥，大量保留着历史

肌理的街巷里弄、传统合院，还有

住了一辈子的原住民。入驻的博物

馆群让“遗产”散发着新的魅力。

本次提升主要重塑国医道家传统

文化为总基调。中医文化牵手道家

养生文化，打造桥西养生特色，让

运河更生活。

除此三条街区之外，还 对运

河天地、浙窑公园等做了优化提

升。据了解，工程 将 在 亚 运 会前

崭 新亮相，展现杭州“新天 堂”

风貌。

大兜路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效果图桥西历史文化街区提升改造效果图

张雪根展示珍藏的报纸

工地上空罩起“巨型天幕”

我区打造智慧工地又有创新举措
本报讯（通讯员 王小明）建筑

工地产生的噪声扬尘等民生问题

与城市发展提升，一直是城市发展

中的两难问题。近日，在拱墅区的

恒隆广场建筑工地基坑上空出现

的“天幕”，颠覆了大多数人对建

筑工地的旧印象。集防尘、降噪、

遮阳等诸多功能集于一身的“巨

型天幕”环保智慧化管理措施，成

为杭州智慧城市工地中又一大创

新性举措。

恒隆广场位于杭州市中心核

心地段，周围都是商圈办公楼和

居民区。“从整个项目施工周期来

说，当前这一阶段对周围造成的影

响最 大，一方面是施工带来的扬

尘较大，同时机器设备和工程车

发动机的轰鸣声交杂，都给周围

环境带来困扰。”杭州市生态环境

局拱墅分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考

虑到施工带来的影响，杭州市生

态环境局拱墅分局对这块工地进

行探索。

据介绍，恒隆广场设计天幕

系统总长达150m，跨度约35m，

总覆盖面积5000㎡。现场工作人

员还演示了“天幕”系统的智能开

合功能——只需要站在远处按一

下手机按键，就可以让天幕实现

开合。

目前，该 系 统 已 试 运 行。还

可以实现远程遥控，除了实现遮

盖 效 果 外，该 系统 还在 升级，全

力打造智慧工地，包含封闭降噪

系统、天幕降尘系统、5G非道路

移 动 机 械 A I识 别 监 控 系 统、绿

色环保车辆管理系统、试点推行

新能源混凝土运输车等五个方面

内容，确 保 土 方开 挖、地下室 施

工、地基处理等阶段各个环保指

标达到要求，减少对周边环境的

影响。

正在作业的巨型“绿网大幕”

本报讯（通讯员 周佳）晚年

的白居易在洛阳闲居无事，常常

追忆往事，身为北方人的他特别

留恋江南水乡的风物，为此他写

下“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州古

渡头。”的词句。这之中的汴水、

泗水都是大运河通济渠段的组成

部分，当年的白居易同帝国绝大

多数官员一样，沿大运河往来南

北，于宦海中浮沉。其实，通济渠

见证的不仅是白居易这一类仕人

的人生过往，更是代表了一个时

代的辉煌与落幕。

经过千年的世事沧桑，昔日

堪称帝国大动脉的通济渠，大部

分河道已经埋于地下，仅存的两

段有水河道，一段是位于“天下之

中”的通济渠郑州段，另一段便

是皖北地区的通济渠泗县段。在

泗县境内，大运河与唐河、食粱

河、新汴河、新濉河循环相接，形

成了一个完整的活态水系，这是

通济渠泗县段保留至今的一个重

要原因。泗县现存通济渠故道约

28公里，其中遗产河道约6公里，

这 些河道 在 历史与岁月的 洗 礼

中，基本保持了千年以前的初始

风貌。

大 运 河是 泗 县重 要 的 文化

之 脉。沿 线 分 布着 安 徽 省级 文

保 单位 文 庙 大 成 殿、明 清 时 期

的商业集散中心山西会馆、千年

古刹 释 迦寺 大 殿，以 及一 颗 树

围4米的千年古槐——至今依然

苍 翠 欲 滴。大 运 河 文化 在 泗 县

影 响 广 泛。泗 州 戏 以 其优 美 的

唱腔，动听的旋律，在淮河两岸

传唱了200多年，具有深厚的群

众基础和丰富的文化底蕴；泗州

琴书、泗县瑶剧、泗州大鼓等都

极有地方韵味，传唱不衰；水母

娘 娘 沉 泗 州、枯 活 头 的 故事传

说耳熟能详。

通济渠泗县段承载着泗州文

化，流淌着运河水韵，作为古泗

州的中心城市，近年来泗县新建

了大运河泗县段展览馆、大运河

泗县段遗址展区，不断发掘和传

承大运河文化，让其在新时代绽

放独特魅力。

之窗大运河

大运河遗产河道之通济渠泗县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