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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微信公号“遇见闽
侯”发布的相关内容，“福州
肉燕博物馆”是全省首个以
肉燕为主题的“博物馆”。
它为何会落地后福村？又
是如何筹建的呢？

有知情村民介绍，后福
村以肉燕闻名，肉燕的相关
产业曾是村民的支柱收入，

正因对“肉燕”有特殊情感，
就有村民提出，“能不能建
个‘肉燕博物馆’，让更多人
了解后福村的肉燕文化”。
这一设想提出后，得到了村
民的一致支持。

不仅是村民支持，政府
也支持。刘祥安说：“‘博物
馆’是后福村与青口镇合作

共建的，‘博物馆’的建筑还
是青口镇提供的古厝。不
仅如此，镇政府还指导我们
申请了数百万元乡村振兴
经费，以作建立‘博物馆’之
用。”

在多方共同努力下，今
年 1月 6日，“福州肉燕博物
馆”在后福村揭牌、开馆。

据“遇见闽侯”发布的内容
可知，揭牌活动现场气氛火
热，闽侯县、青口镇均有领
导到场。当天，现场还举行
了授牌活动，“福州肉燕博
物馆”也成为闽侯县青口小
学学生的研学实践教育基
地、福建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学生的社会实践基地。

拨200万建的“博物馆”为何门常闭
近日，被称为全省首个以肉燕为主题的“福州肉燕博物馆”在闽侯县后福村揭牌开馆，

可游客却发现该馆揭牌后，大门常紧闭

1月 13日上午，记者来
到了闽侯县后福村的“福
州肉燕博物馆”，只见“博
物馆”大门紧闭，但门口却
有 不 少 游 客“ 打 卡 、拍
照”。记者敲响“博物馆”
大门，但无人回应。附近
散步的村民刘先生告诉记
者，从 1月 7日到 1月 13日，
偶尔有开过几次门。随
后，记者在村中进行了走
访，不少村民称，几乎没看
到“博物馆”开门。有村民
说，“博物馆”归村里管，想
要进去参观可以联系村
委。

记者以游客的身份，联
系了后福村党支部书记刘
祥安，询问“博物馆”是否可
以开放。对方表示，马上过

来开门。不到 5分钟，就有
工作人员前来打开了“博物
馆”的大门。

既然“博物馆”可以正
常开门，为何又要关门？
有知情村民透露，因为“博
物馆”的准备工作还有不
足，正常开放存在困难。
这位村民对记者称，一方
面，村里担心临时聘请的
解说人员不够专业，可能
做不好这么多游客的接待
工作；另一方面，若“博物
馆”聘请工作人员则需要
为其发放工资，但村里又
担心村财政方面的手续不
好办理。

该村民的说法是否属
实？记者询问了刘祥安，他
表示情况属实。

刘祥安告诉记者：“为
解决这些问题，村里已多次
开会商讨方案，现在计划将
村里的露营场地对外承包，
作为附加条件，承包方还需

要同时做好‘博物馆’的运
营工作。目前，村里正在与
有意向的管理团队进行商
谈，希望‘博物馆’能够尽早
正常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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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福州肉燕博物馆”在闽侯揭牌、开馆，吸引不少市民慕
名前往参观。但此后，有市民通过智慧海都平台报料，“福州肉燕博
物馆”在开馆第二日后就未对外开放，让不少特意来此参观的游客白
跑一趟。1月13日上午，海都记者实地走访时，看到这家“博物馆”确
未开门，附近村民表示，“博物馆”开馆后，也只是偶尔开了几次门。

据了解，“福州肉燕博物馆”由后福村与青口镇合作共建，政府有
关部门还拨付总计200万元“乡村振兴试点示范资金”支持建馆。该

“博物馆”未在文物部门进行备案，馆内没有文物，也不是真正的博物
馆。那这全省独一份的“肉燕博物馆”是如何诞生的？为何开馆后又
不常开放呢？

按照后福村党支部
书记刘祥安的说法，为筹
建“博物馆”，村里申请了

“乡村振兴经费”。记者
从福建省财政厅了解到，
所谓的“乡村振兴经费”
实际上是“乡村振兴试点
示范资金”。这笔资金以
区、县为单位，向全省各
区、县下发。区、县相关
部门收到这笔资金后，再
根据需要自主进行分配。

记者通过电话询问
了闽侯县财政局，工作人
员表示，确实有拨给后福
村“乡村振兴经费”，全部
拨款在 2022 年发放完
毕。“拨款按期下发的，在
工程验收通过后，拨款才
下来，前前后后一共拨款
了 200 万元。资金使用
明细我们不了解，这是乡
村振兴办牵头在做，要问
他们。”

记者致电闽侯县农
业农村局乡村振兴办，询
问资金的使用情况。接
线人是该局的一名科长，
其称：“按要求，村里要对

资金使用的情况进行公
示，（我）不知道这要不要
在网络上公示。作为记
者，你可以去村里拍，他
们都公示过了。”

钱是怎么花的，又由
谁监管？记者采访了青
口镇负责此事的副镇
长。他表示，“博物馆”属
于后福村，镇里参与不
多，对于资金的使用也谈
不上监管。

记者再次致电闽侯
县农业农村局乡村振兴
办，对资金由谁监管一事
进行核实、了解。上述的
那名科长表示，钱是拨给
镇里，用钱的是后福村，
资金是乡镇在管理。

“福州肉燕博物馆”
未做好准备就大办开馆
活动，目的是什么呢？上
述那名科长解释称，办开
馆活动，是为了招商的需
要，“不是开馆后第二天
就要开门，这家‘博物馆’
是由村里还是镇里或是
第三方去运营（还不一
定）”。

开放时间不固定，因“准备工作有不足”

筹建过程：村民提议并获镇政府支持

根据《博物馆条例》
的相关规定，成立博物馆
需要向省级政府文物主
管部门备案，那“福州肉
燕博物馆”是否备案了
呢？记者电话咨询了福
建省文物局博物馆处，得
到的回复是：“福州肉燕
博物馆”未备案。

博物馆处的工作人
员解释：“博物馆有国有
和非国有之分，这种应该
属于非国有博物馆。按
要求，场馆方须在市一级
的民政部门进行登记，再
由民政部门推荐，场馆方
提交材料，符合要求并通
过审核后才予以备案。”
随后，记者询问了福州市
民政局相关处室，工作人
员答复，未查询到“肉燕
博物馆”的登记信息。

此外，记者查询了
“全国博物馆年度报告信
息系统”，也未找到“福州
肉燕博物馆”的有关信
息。难道“福州肉燕博物
馆”没有办理相关手续
吗？记者又询问了刘祥
安，他解释说：“现在还在
落实这个事。”

记者进入博物馆后，

看到陈列的是后福村肉
燕历史的介绍，大多以
图文方式展示，并没有
看到有标注文物信息的
物品。

“福州肉燕博物馆”
未备案，也没有文物，到
底算不算博物馆呢？闽
侯县文物局工作人员表
示，“福州肉燕博物馆”
并不是真正的博物馆，

“按要求，博物馆要展示
文物，但是这个所谓的

‘博物馆’没有文物，从
这一点说它就不符合要
求”。

“福州肉燕博物馆”
不是真正的博物馆，却
冠以“博物馆”之名，这
合适吗？福建省文物局
博物馆处的工作人员表
示，并无相关规定禁止
以“某某博物馆”的方式
命名。由于该“博物馆”
不是真正的博物馆，因
此《博物馆条例》的规定
并不适用于其管理。闽
侯县文物局工作人员也
告诉记者：“‘福州肉燕
博物馆’的情况也不是
特例，像‘青红酒博物
馆’情况也与之类似。”

“福州肉燕博物馆”
是否名副其实？

村里建馆，
还申请了“乡村振兴经费”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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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燕博物馆”开馆后，还没有固定开放时间

“博物馆”内部主要是图文展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