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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上午，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
位主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等承办的“庆祝
新中国70华诞”报纸(旧物件)收藏回顾展
在市博物馆开幕。

展览期间，700多件老报纸以及陶瓷杂
件、人民币、布告、照片、通讯工具等收藏品
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在现场，记者发
现，前来观展的市民络绎不绝，许多难得一
见的藏品令人流连忘返。

采访中，讲解员告诉记者，由我市著名
报刊收藏家朱军华提供的 70份各类刊登
1949年10月开国大典消息的老报纸是在民
间首次集中展出。在众多的收藏报纸中，有

一份报纸弥足珍贵，最具有收藏价值。它就
是《人民日报》建国后的第一份号外，上面刊
登了匈牙利、朝鲜、捷克三国决定与我国建
立邦交的消息。朱军华介绍，因为很珍贵，
目前这份报纸原件正在北京展览，这次大家
看见的只是它的复印件。

纪健是一名离休干部，今年 91岁，曾
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老人边参观
老报纸边告诉记者，他 9岁起就在部队里
当小通讯员，那个年代的通讯极不发达，不
像现在科技日新月异，各地的新闻都可以
通过网络传向四面八方，他们老一辈对这
一张张薄薄的报纸始终怀有特殊的情感。

除了报纸，此次展览还展出了早期的
电影放映机、收录机，杨根思连曾经使用过
的发报机，各个时期的电话机，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的茅台酒,大哥大、BP机，各套人民
币、瓷器等多个系列的展品。

在瓷器展品柜台前，市收藏家协会的
赵学平正在为前来参观的观众介绍清末时
期的瓷器肥皂盒。赵学平告诉记者，此次
他将自己家中收藏的茶壶、肥皂盒、香粉盒
等瓷器容器精选出来，分成 5 个展柜展
出。“这只是我收藏的一部分，家里还有很
多这样的老物件，都是平时日积月累搜集
来的。”赵学平介绍说。

在钱币展览柜前，市钱币收藏爱好者
吕绍奇告诉记者，此次展示的人民币，每一
套都有它特殊的价值和特定的历史意义，

包括抗战币、解放区的第一套和第二套人
民币等。

家住沁园小区的市民梁宝带着女儿一
起来观看展览。梁宝告诉记者，“通过观看
展览，从电话机的更新、唱片机的演变中，
我深深感受到，我们的国家发生的翻天覆
地的变化。”

展览中，一件件收藏品，不仅记录着
一段段渐行渐远的岁月时光，更让人倍
加珍惜现在的生活，去创造更加美好的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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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绪欣

（上接1版）

聚文化人 塑造城市文化标识

作为大运河文化带上的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近年来，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地推进古
城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努力守护城
市精神家园。来到高邮的中外宾朋，无不被
这座千年古城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气息
吸引。

高邮的历史遗存众多，现有国家级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7

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83处。为了更好
地保护这些“城市记忆”，我市制定了城南、城
北历史街区保护规划，并先后完成了龙虬庄
遗址公园、净土寺塔、镇国寺塔、同心当铺等
一批重点文物项目的修建工程以及民生路姚
氏宅、恒兴昌家宅等部分古民居的抢修工程，
这些古迹在经过精心的整修后重现风貌。
2016年11月22日，我市创成国家历史文化
名城，成为江苏第13座、全国第130座国家历
史文化名城。

在文博场馆建设方面，近年来，我市先
后完成了市博物馆、当铺博物馆、抗日战争

最后一役纪念馆、北门瓮城遗址公园、中国
集邮家博物馆等一批文博场馆的建设工
作。

秦少游、王氏父子、汪曾祺是我市三张重
要的文化名人名片。近年来，我市借助历史
名人效应，对现有的遗存遗迹文游台、王氏故
居和汪曾祺纪念馆进行升级与扩建，扮靓文
化名人名片，提升城市文化气质和对外知名
度。

走进运河脚下重新修缮对外开放的王
氏纪念馆里，展陈布置更换一新，直观形
象、准确真实地展示了王氏家族尤其是“二

王”的“治家、治仕、治学”主题。我市还联
合北京、浙江、南京等著名高校成立高邮二
王研究院、中国训诂学研究会高邮研学基
地。如今，这里已经成为一个集纪念、陈
列、典藏、研学等多功能于一体的研学实践
教育基地。

传承与创新，碰撞与融合，大运河畔高邮
文化地标的次第崛起，彰显着高邮特色的运
河文化“软实力”，体现着高邮在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中的担当。这条承载高邮城市数千年
发展历史的“母亲河”，更成为新时期高邮闪
亮的对外“文化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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