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宁
波的高等教育发展迎来了春天。

1984年春，刚刚成为我国对
外开放沿海港口城市的宁波，对
创建一所地方综合性大学的愿望
十分迫切。

得知此事的“宁波帮”杰出
代表、世界船王包玉刚为家乡慷
慨捐资，邓小平同志欣然题写校
名，一所叫“宁波大学”的高校
就这样出现在世人面前。从奠基
到开学仅用一年，1986 年 9 月，
宁波大学迎来首批学生，这样的
建校速度令人惊叹。

伴随城市发展，宁波大学在
20 世纪末完成第一次华丽转身。
原宁波大学、宁波师范学院、浙
江水产学院宁波分院三校合并，
合并期间又创办了医学院，自此
拥有了除哲学外的文、史、教、
经、法、理、工、农、医、管理
10大学科门类，成为名副其实的
综合性大学。1998年，宁波大学
成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设立了
国际贸易、工程力学、水产养殖
3 个 硕 士 点 ， 1999 年 起 正 式 招
生，从而改写了宁波高等教育没
有硕士点的历史。

之后，宁波大学从教学型大
学向教学研究型大学转型。去
年，宁波大学从全国2600余所高
校中脱颖而出，在入选“双一
流”建设名单的 137 所大学中占
得一席！

宁波大学的每一次跨越，都
与宁波这座城市的发展密不可
分，都以服务城市发展为己任。
仅海洋学院、海运学院近年就扶
植孵化40多家涉海类企业；全校
发明专利连续 4 年居全国高校前
50 位；近 3 年有 139 项科技成果
实现转让或获得知识产权实施许
可。

宁波大学的发展历程是宁波
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缩影。

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宁波抢
得先机，一路高歌猛进，1997年
成为中国 GDP 千亿元城市；然
而当时宁波仅有 3 所全日制高
校，在校本科生5000余名，高等
教育毛入学率仅7.9%，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仅占全市工业总产值的
7.9%，与先进城市差距较大。

这差距深深刺痛了宁波人的
心。“高新技术是第一经济增长
点，人才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
第一资源！”“宁波要发展，高等教
育一定要上去！”1999年，市委、市
政府做出科教兴市“一号工程”战
略决策，把建设宁波高教园区作
为实施“一号工程”的重中之重。

同年 10 月，《关于深化改革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推进宁波教育
现代化的决定》 颁布，明确要

“从城市长远发展出发，依托现

有高等院校，在科技产业园区、
鄞州中心区建设以高等教育为主
体的教育功能小区”。

一次会议、一个决定，宣告宁
波市高教园区（南区）建设正式启
动。

高教园区的理念发轫于国
外，在国外被称为“大学城”。
然而，由于涉及办学观念、办学
体制等诸多因素，当时在国内还
未被付诸实施。正因为这样，宁
波高教园区的建设并不顺利，刚
开始可谓是步履维艰。

2000 年 6 月，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来
到宁波，来到刚刚破土动工的高
教 园 区 ， 说 道 ：“ 你 们 在 做 的
事，正是多年来我想做的事。”

“好！希望你们为中国大学新模
式创造一个好的经验。”6 月 22
日，我市加快高教园区建设的专
题会议召开，为园区建设突破瓶
颈指明方向，园区建设全线启
动，创造出宁波效率和宁波速

度。
2004年，落户高教园区南区

的 9 所院校和图书信息中心、体
育馆等 5 个资源共享区，院士
林、中心绿化带等公共配套设施
基本建设完成，在校学生 7 万余
人。也是在这一年，宁波诺丁汉
大学正式开工建设。

高教园区北区在市委、市政
府关心下，迅速搭起了大学城骨
架。到2004年底，北区已有宁波
大学、宁波大学科技学院、宁波
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宁波城
市职业技术学院等落户。

实现教育资源共建共享、互
惠互利，使有限的资源发挥最大
效益，宁波走出了一条全国首创
的高等教育园区化发展之路。

园区的每所院校凝聚着改革
和创新的时代特色。

1999年，宁波大学吸纳海外
和民间资金，创办宁波大学科技
学院，成为全省第一个创办民办
二级学院的本科院校。学校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实行校董事会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和会员聘任
制，并依托宁波大学综合性优势
推行平台式教学模式。

万里教育集团与浙江农技师
专“联姻”，创办起全国首家国
有民办的普通高校，改制后的浙
江万里学院实行董事会领导下的
院长负责制和全员聘任制，分配
机制上实行优劳优质优酬并向教
师倾斜，后勤管理全部从学校行
政管理体系中剥离出去，实行社
会化服务。

作为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
学，宁波诺丁汉大学自诞生始便
受到全国甚至世界的关注。所有
本科和研究生课程采用与英国诺
丁汉大学完全一样的质量保障体
系，实现了国人在“家门口”读
世界名校的“梦想”。

从 1999 年至 2004 年，宁波
紧紧抓住国家调整高校设置机
遇，高等教育实现超常规发展。

至2004年，在甬高校发展到
15 所，其中本科院校 5 所；全日
制在校生9.6万余名，本科生4万
余名；曾经令人汗颜的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升至 36%，高出全国 17
个百分点。

师资力量有了长足发展。至
2004 年，全市高校已引进 6 位共
享院士及一大批教授、博士、硕
士。其中，正教授由 1998 年的
43人增加到 2004年的 333人，副
教授由 1998 年的 294 人增加到
2004年的1800人。

学科专业建设工程得到提
升。2000 年，宁波启动了市级重
点学科、重点专业建设，建设、扶植
了一批与宁波市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调整紧密相关的学科和专业。

到2004年底，全市共有教育
部高职高专示范专业 3 个、教育
部教改专业 6 个，省属高校科技
创新基地 2 个，省级重点学科 13
个、省级重点建设专业20个，市
级重点 （扶植） 学科21个，市级
重点专业18个；本科院校学科建
设也与学位点建设紧密结合，硕
士学位点由 1998年的 3个猛增到
27个，个别学位点具备了冲击博
士点的实力。

高教园区建设和高等教育的
发展推动了宁波城市化进程，拉
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提高了城
市人口整体素质。

占地 14.15 平方公里的宁波
高教园区南北两个区的建设，成
为宁波城市扩张重要的拉动力
量。园区浓郁的文化氛围、宜人
的环境、先进的设施，吸引了众
人目光，带动了70平方公里城区
建设。

在全市人口的文化程度走势
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重快
速上升，全市每10万人中受过高
等教育的人口数从 1982 年的 393
人增加到 2005 年的 2452 人，增
加了近 5 倍。与此同时，人均受
教育年限也比 1998 年增长近 2
年。

20 世纪 80 年代至 21 世纪初
的20多年间，宁波高等教育的飞
速发展，为之后高校、城市深度
融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竺清旦（1899—1935），字起元，号
照卿，出生于奉化董村，1925 年加入
中国共产党。

1924年，竺清旦任鄞县五乡碶鄮溪
区立一校校长时，曾发动数百名群众与
当地豪绅做斗争。1925年7月，建立五
魁村、邱隘村两个农民协会。

1926 年，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改
组，竺清旦被选为执行委员兼农民部
部长。同年，中共宁波地委改组，他被
选为地委委员兼农民运动委员会书
记。从此，竺清旦肩负起领导整个宁波
地区农运工作的重担。

1926 年 5 月，中共宁波地委派竺
清旦、金绍勣赴广州参加第六届农民运
动讲习所的学习。他俩聆听了毛泽东、周
恩来、恽代英等人的演讲，并到“农运大
王”彭湃的家乡海陆丰等地参观取经。

10 月，竺清旦从广州返回宁波。
12 月，宁绍台农民协会成立，他被选
为会长。竺清旦亲自去余姚，和中共党
员郭静唐一起策动余姚北乡的米商水
巡队队长费德昭率部起义。12月27日
晚，起义者果断出击，缴获了庵东相公
殿缉私营的全部武器，建立了浙东人民
自卫军。不久，在鄞县、奉化、余姚、慈
溪、定海、象山等县，多支农民自卫军组
建起来，农民运动迅猛发展。

1927 年 1 月，中共宁波地委做出
了迅速组织工农团体、大力开展工农
群众运动的指示。竺清旦坚决贯彻指
示精神，奔走各地指导农运。他亲自去
慈溪洪塘帮助建立洪塘乡农民协会，
并成立了一支 100多人的洪塘农民自
卫军，先后收缴了洋墅缉私营和洪塘、

庄市警察所的 70余支枪，队伍发展到
300 多人，成为宁绍台农民协会的一
支骨干力量。

1927 年 3 月 2 日，宁波市临时政
府成立，竺清旦当选为执委之一。他废
寝忘食，往返于城乡各地，不仅发动农
民和拖欠贝母款的药商做斗争，还与卓
兰芳一起深入余姚庵东盐场，发动盐
民，组织盐民协会。通过竺清旦和同事
们的积极工作，到1927年4月，宁绍台
地区有组织的农民达20余万人。

1927年4月9日，宁波发生反革命
“清党”事件，竺清旦遭到通缉，随后出
走武汉，参加由张秋人等主持的训练
班。6月19日，全国第四次劳动代表大
会在汉口召开，竺清旦作为浙江省的
代表出席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
员，并在大会上发言。7 月 15 日，汪精
卫在武汉公开叛变革命，上级党组织
决定把一批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
送往苏联学习。竺清旦就是其中一个。
1927年10月，竺清旦进入苏联莫斯科
东方大学军事班学习，1928 年夏转
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中山大学，竺
清旦由中共党员转为联共候补党员，
被选为党小组长。

1930年 10月，竺清旦等人回国到
新疆工作。当时，新疆没有中共组
织。竺清旦虽感人生地疏，困难重
重，但他怀着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坚定
信念，投身于群众之中不懈工作。竺
清旦的革命活动，引起新疆反动势力
的嫉恨和恐惧。1935 年 12 月，遭新
疆督办盛世才杀害。牺牲时，年仅
3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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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委开展“大学习大调研大
抓落实”活动的部署要求，连日来，市
委党史研究室由室主任带队赴鄞州、
奉化、象山、宁海、海曙等地调研部门

（行业）志、乡镇（街道）志、村志和家族
谱志工作，召开座谈会听取汇报，深入
实地走访，了解各地基层志编纂推进
情况，听取基层修志人的意见建议。

调研组一行对各地在推进基层志
编纂中所取得的成绩及相关经验做法
给予肯定，并指出基层修志对于传承
优秀文化、促动乡贤回归具有重要意
义，史志部门要加强宣传、注重指导，
协调各方，营造全社会重视、关注、参

与修志的良好氛围，推动形成基层修
志新热潮。

对下步工作，调研组给出指导性
意见，要求高度重视方志编修在文化
建设中的重要作用，做好优秀传统文
化的传承、抢救、记录工作；要继续
推进乡镇 （街道） 志、村志、家族谱
志编纂，逐步解决人少、钱少、资料
少的难题；要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
修志，调动民间修志积极性；要积极
推动读志用志，编印乡土教材、通俗
读本、地情丛书，运用新媒体手段加
大对地方志的宣传，不断扩大志书的
影响力。

市委党史研究室赴各地调研基层志编纂工作

为进一步落实《宁波市革命遗址
保护利用规定》，市委党史研究室调
研组于 9 月中旬，分别赴慈溪、余
姚、海曙、奉化、象山、宁海等区县

（市） 开展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调
研，检查全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专项
补助资金使用情况。

连日来，调研组实地了解区县
（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开展情况
和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规划，就基层革命
遗址保护利用工作的重点、难点进行了
交流探讨，并实地察看了革命遗址保护

利用专项资金补助项目的建设情况。
调研组对各地在革命遗址保护利

用方面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对下一步
工作提出了要求，指出要在保持原有优
势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保护意识，创新
革命遗址保护形式；要进一步深入挖掘
红色文化内涵，不断丰富红色革命遗址
的开发方式，提升革命遗址在培育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教育实效；要加强
资源整合，提高管理水平，在广泛发动民间
力量、引入社会资本推进红色旅游和革命
老区开发建设等方面进行有益探索。

全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工作调研展开

9 月 18 至 21 日，全市地方党史三
卷编写工作第二期培训班在镇海举
办，来自全市10个区县（市）的近50名
地方党史三卷编写人员参加培训。

此次培训，主要采取专家授课、典
型经验介绍、小组研讨等形式。其中，中
央党史部门和市委党史研究室以及省
内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工作走在前列的

区县（市）专家围绕“改革开放新时期党
史研究的现状和热点、难点问题”“如何
编写地方党史三卷正本”“地方党史三
卷的统稿与修改”等地方党史三卷编撰
和统稿的实际问题进行了授课。小组研讨
气氛热烈，编写人员就三卷编写中存在的
困难和问题、感想和经验进行了交流，提
出了下一步工作的意见建议。

全市地方党史三卷编写培训班开班

日前，二轮《宁波市志》初审稿完成印
制，进入初审阶段。此轮志稿为续志，上起
1991年，接一轮《宁波市志》（1995年版），
下讫2010年，是我市重要的文化项目。

此轮修志历时长，难度大。2002
年 9 月，市政府做出编纂二轮宁波市
志的决定。2005 年，第一次编纂大纲
完成，资料稿征集工作展开。随着形势
发展，特别是 2010年我市成为全国二
轮修志试点后，对市志提出了更高要

求，为此，2013 年至 2014 年对编纂大
纲进行全面调整和深化，并于 2014年
启动分纂工作，之后展开总纂（审统
稿）工作。至今年 6 月，文字稿总纂稿
基本完成，8月完成配图。

全书设卷首图志、总述、大事记、
志 4 个部分。其中，志设有 90 卷、553
章、2024节、4696目及27个专记。全书
配置表格 3221 张，图照 1993 张。全书
总字数788万字。

二轮《宁波市志》进入初审阶段

本版图片由市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2004年 4月15日，注定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精彩
一笔。

就在这一天，中国第一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独立
校区的中外合作高校——宁波诺丁汉大学，在宁波高教
园区举行开工典礼。她的诞生，为中国教育走向世界创
造了一种全新的模式。

顺着历史的河流上溯，改革开放后的宁波高等教育
迎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全新时期，高教园区建设形成了
独特的“宁波模式”。

高校与宁波，相融相生。

宁波诺丁汉大学。

1985 年 10 月 29 日，国务院副总理万里 （前左三）、包玉刚
（前左一） 及夫人 （前左二） 一起为宁波大学奠基。 竺清旦：

农民运动的
优秀领导人

那年·那事·那人
改革开放40年宁波印记

红色记忆·宁波英烈

春潮澎湃好扬帆
——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我市高教园区建设

和高等教育发展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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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园区南区。

徐鸿钧 王佳

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