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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守护
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现为国家三

级博物馆、国家 2A 级旅游景区，是一家集文
化旅游、学术交流、民俗文化收藏和保护展
示、开展文化交流和教育活动、提供实习实
训基地等为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 博物苑内
收藏的 10 万余件历代墓志铭碑刻、 汉代画
像砖、古陶瓷器、古代建筑构件、古家具、农
耕文化物件、石刻、名人字画等，构成了一幅
丰富多彩、 震撼心魄的周口民俗文化风情
画。 华威艺术馆、古碑廊、百狮园、红色文化
馆 、农耕 （民俗 ）文化馆 、百工百业馆 、古床
馆、古建构件艺术展览中心、石刻景观带、书
画展厅和独具特色的名家楹联景观等各大

陈列馆常年免费面向社会开放，年接待观众
达 30 余万人次，每年开展青少年观民俗、学
民俗、体验民俗和中原农耕文明谜语竞猜等
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等活动 50 余场次。

该博物苑的馆长、 副馆长就是杜忠义、
杜超父子，父子俩人数十年坚持收购收藏周
口民俗文化老物件，为保存传承周口民俗文
化付出了巨大心血。 在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
物苑里，红色文化馆、农耕（民俗）文化馆、百
工百业馆几乎占去了整个场馆面积的四分

之三。

②传承

在周口这片土地上， 早有炎
帝神农氏播种五谷、 开创远古文
明的创举， 中华人文始祖太昊伏
羲氏率部族从甘肃天水沿黄河东

渡，来到宛丘（淮阳），升起了中华
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奠定了几千
年中华文明昌盛的根基。 在数千
年历史进程中， 周口先民创造了
辉煌的农耕文明， 积淀了丰厚的
农耕文化遗产。

然而随着现代农业的发展 ，
许多传统农具、 农耕技艺正在走
向衰落和消亡。 深入挖掘周口农
耕文化的内涵及其价值， 保护传
承和展示农耕文化， 对于展现周
口优秀历史文化的魅力和风采，
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近年来， 周口华威民俗文化
博物苑深入挖掘和弘扬中原农耕

文化，传承中华文明和历史根脉，
积极服务周口城市文明建设，开
设农耕（民俗）文化馆并举办“中
原农耕文明巡展”活动，收藏和展
示从新石器时代的石磨盘、 石磨
棒、石斧、石犁等至近现代的生产
生活工具耧、犁、杈、耙等 2000 余
件老物件。在传承农耕文化、留住
农耕记忆、弘扬农耕文明、教育子
孙后代、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

“中原农耕文明巡展”被省社科联
评为 2019 年度河南省社科普及
优秀活动项目。 2019 年 12 月，该
博物苑民俗项目“周口农耕习俗”
获第五批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性项目。
自 2017 年 2 月以来，周口华

威民俗文化博物苑与周口市文化

广电和旅游局、川汇区委、川汇区
人民政府、川汇区委宣传部、川汇
区文化和旅游局、 市关帝庙民俗
博物馆等单位联合举办 31 场“中
原农耕文明巡展”活动，足迹遍布
我市大中小学校、社区、街道等，
受益观众达百万余人，在弘扬、传
承、普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
社会和谐进步方面， 取得了良好
的社会效益。

随着周口城乡人民生活的变

化， 一些生活老物件逐渐被时代
淘汰。 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
把周口人民在过去岁月里使用过

的生产生活用品进行实物展示，
让人们真实地感受那段难忘的时

代记忆， 珍惜来之不易的美好生
活。 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以
其独特的魅力和对社会孜孜不倦

的奉献， 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尊重
和认可。

小学生参观周口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

““中原农耕文明巡展””展出的风谷车

③愿景

杜超告诉记者 ， 作为一名
市政协委员，他在今年两会上建
议我市制定完善的文化产业政

策， 为文化产业提供政策支撑，
结合文旅文创相关产业，形成系
列产业链或产业集群，提供更为
广阔的文化产品交易平台，扶持
地方文化产业形成 “拳头行业”
“拳头产品”。

“民俗文化具有物质生活价
值、精神生活价值和社会生活价
值。 在新时代的今天，留住乡愁
记忆，延续历史文脉，对城市经
济社会发展十分重要。 ”杜超说，
保护和传承民俗文化，还需要不
断挖掘民俗博物苑的内涵，增强
人们对民俗文化的认同感和归

属感，让民俗文化博物苑成为普
通群众身边的历史文化传承基

地、民俗风情展示点，更好地为
建设文化旅游强市服务。

展望未来，杜超满怀激情与
动力———希望将博物苑打造成

融收藏、文创、研究、观光、宣传、
展示、休闲、娱乐、教育、经济十
大功能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文

化设施。 围绕这十大功能，周口
华威民俗文化博物苑可以推出

多种教育专题， 如爱国教育、休
闲教育、乡愁教育、勤俭教育、传
统节日教育等，从而形成不同维
度的文化吸引力，打造新型的文
旅文创产业链，为周口文旅发展
再添一张新名片。

市民参观碑廊

民俗文化是历史悠久的文化遗
产， 见证着一个地方历史文化长期积
淀凝聚的过程。民俗博物馆作为展示、
研究和传播优秀民俗文化的重要场
所， 是了解一个城市风土人情最直观
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