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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在市文广旅局、市卫健委、市民政局的关心和

支持下，博物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以弘扬中医药文化

为抓手，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年度接待游客 11.71 万人次，

政府机关、部队、企事业、学校、社区团体 100 余个，辐射

人群 20 万余人，入选为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服务空间、江

苏省博物馆研学基地、江苏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现

将 2022 年度工作汇报如下：

一、加强自身建设，提升管理水平

博物馆 2022 年度理事会正常召开，理事成员、博物馆

管理人员、内设机构无变更，财务来源稳定，支出合理。博

物馆秉借鉴现代化博物馆管理理念，制度相对完善，定期组

织业务培训，落实安全巡查，加强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充分

发挥“收藏、展示、研究、交流、教育、传承”功能，全面

提升博物馆的综合管理水平。

二、持续开展特色主题活动，加快推进对外合作项目

2022 年度我馆全年免费开放，累计接待参观人数 11.71

万人。开展“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艾叶菖蒲里追溯

中医药文化”“妙手小郎中”“重阳节省市名中医义诊”等特

色主题活动 62 场。加快推动中医药文化进校园、进社区、



进企业，通过接地气的形式弘扬传播中医药文化。除“传承

千年岐黄，感受神奇中医——博物馆进校园系列”课程外，

新开展“趣探岐黄”课程，将博物馆特色器具、标本等藏品

带入课堂，通过情景教学、沉浸式互动体验等方式，寓教于

乐，让青少年更好地了解中医药，提升文化自信。同时与街

道、社区有效对接，提供个性化活动定制和预约，送展览进

社区，提升博物馆服务人次和影响力。

丰富的中医药文化特色主题活动



博物馆进校园

三、深入章朱学派研究，加强非遗传承保护

2022 年，博物馆始终树立“学术强馆”理念，在章朱学

派传承脉络、学术思想、推广交流等方面取得可喜成绩。今

年重点筹备开展与广东省中医院联合举办国家级中医药继

续教育项目“朱良春国医大师学术经验传承研修班暨第三届

章朱学派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传承研讨班”，线上参会人次

达 6 万余人次，在海内外中医学派中形成广泛影响，促进了

南通地方中医学术流派的繁荣发展。2022 年，还重点启动南

通市非遗项目《章朱学派虫类药治疗肿瘤法》的省级非遗项

目申报，各项申报资料及微电影已基本完成，后续待请专家

指导完善。

第三届章朱学派学术思想及临证经验传承研讨班线上会议



启动南通市非遗项目《章朱学派虫类药治疗肿瘤法》的省级非遗项目申报

四、依托互联网+、新媒体、科普读物、影视资料、媒体等

多维度助推文旅融合发展

2022 年，我馆联合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出版《素质教育

的城市课堂》，将我馆的研学单列入书中“一观一世界”专

题，将博物馆带进孩子们的学习课堂。与南通电视台合作，

共同打造二十四节气中医系列科普节目。同时积极与中国中

医药报、江海晚报、崇川新闻等报刊、媒体互动，通过媒体

的宣传大大提升曝光度。与其同时，博物馆开通微信公众号、

官方网站，提供“数字博物馆”展览线上全景服务，联合南

通电视台拍摄《对话馆长：跟随馆长探秘博物馆》专题视频，

馆长带您云游博物馆，让大众可以足不出户看展览、探秘博

物馆，更便捷地感受中医国粹的魅力。



《素质教育的城市课堂》

媒体拍摄

五、积极挖掘中医药元素，大力开发文创产品

博物馆以文化推动创新，以创新激发文化活力，发挥中

医药特色优势，挖掘传统文化底蕴，精心研发集创意、审美、

实用于一体的文创产品，将中医药文化之美、健康之美融入

现代生活，优化中药香囊、线香、养生茶饮、足浴包等文创

产品，积极进行创新化、时尚化的文创产品探索研发，吸引

大众亲近、认识中医药文化，让千年古老的中医药文化，以



时尚而有趣的方式普及传承。

香囊 中药线香

中药茶饮 足浴包

六、以评促改，提高综合竞争力

2022 年，博物馆积极申报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服务空间、

江苏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地评审项目，通过参与评选，

发现自身不足，完善各项工作细节，以最高标准严格要求博

物馆各项运行建设，提高综合竞争力，得到参评专家一致好

评，圆满顺利通过验收，入选为江苏省最美公共文化服务空

间、江苏省博物馆研学基地、江苏省中医药文化宣传教育基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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