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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创业园区已经成为所有学
有所成的留学生归国的创业平台。
据统计，宁波目前已有 16 家留学
人员创业园，其中 3家国家级留创
园 （全省共 5家国家级留创园，宁
波占3席），3家省级留创园、10家
市级留创园，1 家专业性留创园、
15 家综合性留创园。文化建设对
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模式、行为方
式及心理特征影响较大，传承弘扬

“宁波帮”精神，是加强海归创业
园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要从增强
海归创业者对“宁波帮”精神的认
同感、创新“宁波帮”精神融入创
业园文化表达方式、完善“宁波
帮”精神融入创业园文化体制机制
建设等方面，推进我市留学人员创
业园区文化建设。

一、增强海归创业者对
“宁波帮”精神的认同感

宁波商人源于滨海，艰险的环
境养成他们开阔的视野、坚强的意
志和不断创新的“宁波帮”精神。

“宁波帮”精神与海归创新精神相互
支撑，使得“宁波帮”精神日益丰富。

1、挖掘整合“宁波帮”文化时代
内涵。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
式，运用微信讲解等新形态，展示

“宁波帮”文化，创新“宁波帮”
文化专题网站建设，在网页知识上
要体现趣味性和教育性的融合，同
时网站内容上要坚持贴近生活的原
则，方便人们参与。

2、加强“宁波帮”精神当代价值
的宣传。海归创业园区的建筑设计
要以“宁波帮”人文精神为基点，形
成具有特色的建筑群体形象，也可

在创业园区内搭建“宁波帮”文化宣
传长廊等对其进行宣传。

3、增加“宁波帮”文化的话语表
达权。借助网络，可以有效地提高
海归人才对“宁波帮”精神的认
知，可以通过设置与“宁波帮”精
神有关的网络话题，吸引海归人才
参与，在网络环境中有效提高“宁
波帮”文化的影响力。

二、创新“宁波帮”精神融
入海归创业园文化的表达方式

1、创建积极向上的时代文化。
让“宁波帮”精神融入创业园文化，
是为了更好地将“宁波帮”文化应用
到园区建设中来，为园区文化建设
提供更加充实的精神支撑。“宁波
帮”精神只有与时代紧密结合起来，
把握时代脉搏，唱响主旋律，体现时
代魅力，进行价值升华，才能真正为

海归创业园区人才所理解和接受，
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2、创建全民参与的大众文化。
对于“宁波帮”文化来说，只有贴近大
众，让大众亲身参与和体验，走进日
常工作生活，才能赋予“宁波帮”精神
新的生命力。海归创业园区应积极鼓
励园区企业员工共同参与“宁波帮”
文化建设，提高全园区对“宁波帮”
历史和“宁波帮”文化的认知度。

3、创建独具特色的精神文化。
对“宁波帮”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
掘、有效整合、全面提升，形成创业
园区以“宁波帮”精神为亮点的文化
氛围。海归创业园区可举办“宁波
帮”人物背后的故事展览，以故事
再现历史，强化海归创业园区员工
对“宁波帮”精神的认同与弘扬。

（作者为浙江万里学院商学院
副院长）

以“宁波帮”精神引领海归创业园文化建设

宁波是全国重点侨乡和对
台工作重点地区之一。目前有
70 多万“宁波帮”人士分布
在 103个国家和地区，行业覆
盖面较宽、影响力较广，是宁
波统一战线的“金字招牌”。
港澳台海外“宁波帮”是宁波
经济社会发展的独特优势，近
年来，市委统战部深入贯彻落
实中央、省市委有关港澳台海
外统战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
牢牢把握争取人心、凝聚力量
这一根本，积极探索搭建具有
宁波特色的工作平台和载体，
凝聚全世界“宁波帮”力量，
为宁波高质量发展，为维护港
澳长期繁荣稳定、促进祖国统
一作出了积极贡献。

一、凝聚爱国力量，
推进“统”的工作

着眼维护港澳繁荣稳定和
促进祖国完全统一，积极争取
人心回归，壮大爱国力量，引
导“宁波帮”人士全力投身维
护 港 澳 长 期 繁 荣 稳 定 、 反

“独”促统工作。加强与代表
人士的联系，引导广大宁波籍
乡贤凝聚力量，为香港繁荣稳
定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两岸
交流不断深化融合。举办海峡
两岸婆媳文化节、纪念应昌期
诞辰 100周年、纪念潘天寿诞
辰 120周年等多项活动。加强
爱国社团建设和爱国人士队伍
培育。成立澳门宁波联谊会，
填补了澳门宁波同乡社团的空
白，举办香港宁波同乡会成立
50 周年庆典活动和台北市宁
波同乡会成立 70周年活动，连
续多年举办港澳台“宁波帮”中
青年国情研修班和“活力宁波·
薪火相传”家乡行活动，不断增
进与代表人士和基层民众联
系。发挥政治安排的导向作用，
以市政协换届为契机，加强爱
国爱港爱澳力量的政治安排，
安排市政协港澳委员 24人，培
育了爱祖国、有影响、起作用
的港澳代表人士队伍。

二、围绕服务中心，
推进“引”的工作

着眼服务大局、紧扣中心
工作，以互利共赢为导向，广
泛发挥“宁波帮”人士优势，
积极开展招商引资引智工作，
助力宁波“六争攻坚、三年攀
高”行动。

一方面，积极创新搭建平
台。依托余姚产业园和宁波电
商经济创新园，成立浙江省首
个侨梦苑，省委副书记、省长
袁家军和时任国侨办主任裘援
平亲自揭牌。侨梦苑当年新签
约落户 8家海外企业，注册企
业总数达 46 家。深化建设象
山和奉化雪窦山两个国家级海
峡两岸交流基地。在海外设立

“宁波海联驿站”，实施百名
“宁波帮”精英人士回归计
划。依托海外宁波同乡社团、
校友会等，在美国、加拿大、
澳大利亚等国家建立了 42 个

“海联驿站”，定期宣传宁波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重点产业布
局和产业政策信息，发布宁波
引进海外人才、技术、项目及
其他国际交流信息。成功举办
甬商总会成立大会暨甬商发展
论坛，近 300名海内外甬商代
表回乡聚首，首届成员有团体
会员81个、理事230名，涵盖
了 46 个国家和地区，基本实
现了全球范围内重要甬商组织
和主要甬商代表的全覆盖。

另一方面，加快实施甬商
甬资甬智回归。紧紧围绕宁波

“一带一路”综合试验区建
设、国家保险创新综合试验区
建设等，高规格举办“香约港
城”宁波经贸文化周、中东欧
国家华侨华人宁波峰会、甬港
经济合作论坛、浙江·台湾合
作周宁波专场、港澳台海外宁
波乡贤招商联谊等活动，去年
全市统一战线协助引进项目
133 个，总投资 246.33 亿元。
有效引导海内外“宁波帮”人
士投身家乡社会公益事业，李
达三先生捐赠宁波诺丁汉大学
1 亿元人民币用于支持学校师
生创业创新。

三、讲好乡情故事，
推进“文”的工作

着眼乡情乡音乡谊，唱好
宁波声音，讲好宁波故事，通
过强化宁波共同历史记忆和

“宁波帮”文化联结，弘扬传
承爱国爱乡优良传统，增进海
内外乡贤对中华民族和家乡宁
波的认同感。一方面，深化

“宁波帮”文化研究创作。成
立“宁波帮”研究领导小组，
联合市直相关部门共同开展

“宁波帮”文献整理汇编和相
关研究工作，进一步加强“宁

波帮”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宁
波帮”文献资料集成。支持创
作反映“宁波帮”人士爱国爱
乡的甬剧 《筑梦》《甬港往
事》等，在全国各地巡演，引
起热烈反响。另一方面，加强

“宁波帮”文化阵地建设。理
顺宁波帮博物馆管理机制，推
动升格为市属事业单位，拟投
资建设二期工程。启动“统战
文化基地建设”工程，以李惠
利、黄庆苗等代表人士故居为
文化交流基地，弘扬“宁波
帮”精神，汇聚向心力。

四、注重精准联谊，
推进青年工作

着眼增强港澳台海外青年
“命运共同体”意识，以精准
联谊为导向，抓好青年学生和
知识精英群体，不断凝聚人
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
聚力量。一方面，建立完善青
年交流联系平台。成立香港宁
波校友联合会，整合了香港镇
海中学、余姚中学、鄞州中学
校友会和香港宁波诺丁汉大学
校友会资源，凝聚在港甬籍青
年智慧力量，推进甬港两地人
才交流合作。在海外成立了余
姚中学北美校友会、鄞州中学
北美校友会等。在全国率先设
立来甬就读的优秀香港学生奖
学金。另一方面，组织开展青年
联谊和创业活动。实施“港澳台
海外年轻一代交流年”系列活
动，开展“认识祖国·香港青少
年宁波游学团”“台湾学生暑期
文创营”等访问交流活动。实施
台湾青年一代“十百千”创业创
新工程，指导宁波 7 所高校与
台湾8所高校签署12项教育合
作协议，吸引约 100位台湾大
学生来甬实习实训，面向台湾
青年推出 1000 个工作岗位，
这项工作在中央电视台《海峡
两岸》栏目中连续播出。

今后，市委统战部将以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引领，认真贯彻落实全
国统战部长会议精神和全省统
战部长会议精神，发挥全世界

“宁波帮”的独特优势作用，以
深化交融为导向，以着眼基层、
赢得青年为重点，做好在港澳
台海外争取人心、凝聚力量的
工作，不断增进港澳台海外

“宁波帮”人士的国家认同、
民族认同、文化认同，把“宁
波帮”金字招牌擦得亮而又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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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帮”帮宁波，
有力推动宁波改革开放

改革开放之初，宁波迅速从默
默无闻中走出来，成为当时中国开
发开放的重要地区与前沿地带，国
家一系列重大决策与重大开发建设
项目落地开花，从而为当代宁波的
高速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这期间，
以包玉刚为代表的海外“宁波帮”人
士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成为推
动当时宁波开发开放的重要力量。
他们充分利用其地位与影响力，宣
传宁波，推销宁波，特别是积极向
中央领导进言，为宁波地位鼓与
呼，为宁波改革开放出谋划策，帮
助宁波登上中国乃至世界舞台。

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际，总设
计师邓小平同志十分重视海外统一
战线工作。其间，他与世界船王包
玉刚等“宁波帮”人士交往密切，
先后10余次会见包玉刚，包玉刚成
为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中受到邓
小平会见次数最多的人。与“宁波
帮”人士的频繁交往，使邓小平同
志对新中国成立后一直默默无闻的
宁波倍加关注。1985年12月，在邓
小平同志的亲自过问下，国务院成
立了以国务委员谷牧为组长、由国
务院有关部委领导组成的宁波经济
开发协调小组，并以国务院名义聘
请包玉刚、卢绪章为顾问，其职责
是研究协调宁波开发开放和经济发
展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在当时
的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包玉刚、卢
绪章和协调小组的努力下，许多关
系宁波改革开放全局的重大问题得
到了较快解决，从而大大推进了宁
波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一批国家
级重点工程相继落户宁波，特别是
宁波幸运地赶上“末班车”——被
批准为全国计划单列城市，享受省
一级经济管理权限。在此前后，包
玉刚为建设宁波奔波于香港、北
京、浙江之途，为推销宁波形象往
返于欧美、亚洲之间，风尘仆仆，
不辞辛劳，频频向各国首脑与工商
界人士介绍宁波特别是北仑港的优
势条件和投资环境……经过包玉刚
的从中斡旋，不少外国代表团到宁
波进行实地考察和可行性研究，并
同中方进行了多次正式会谈，一时
在 海 内 外 刮 起 了 一 股 “ 宁 波 旋
风”。对于包玉刚为家乡所做的贡
献，谷牧称赞他这个“大使”“顾
问”当得好，几年来为宁波办了不
少事情。

1986年、1991年，王宽诚、包

玉刚两位海外“宁波帮”杰出人士
相继去世，但“宁波帮”热爱祖
国、造福家乡的传统并没有改变。
此后海外“宁波帮”继续为宁波的
开发开放奔波出力。他们不仅在海
外多方面宣传、介绍宁波，推动宁
波走向世界，世界走进宁波，而且
多次组团到家乡考察访问，参与在
宁波举办的贸易投资活动。特别是
2002年以来，在香港“宁波帮”人
士的大力支持下，宁波与香港两地
连续举办甬港经济合作论坛，至今
已举办十七届。据初步统计，历届
论坛共签约合作项目近 300 个，总
投资额近200亿美元。显然，“宁波
帮”已成为宁波走向世界的重要桥
梁和宁波对外开放事业的重要支撑
点。

海外“宁波帮”还继承了历史
上“宁波帮”报效桑梓、造福故土
的美德与优良传统，积极在家乡从
事社会公益事业。特别是1984年邓
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的‘宁波
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号召以
来，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关心
和支持家乡建设的热情。耸立在甬
江之滨的宁波大学就是在以包玉刚
为代表的“宁波帮”人士关心支持
下创办并发展起来的。此后，“宁
波帮”支持家乡建设与发展的热情
持续升温，高潮迭起。特别是 2016
年、2017年，香港著名“宁波帮”人士
李达三分别向宁波大学、宁波诺丁
汉大学捐资1亿元，“宁波帮”支持家
乡建设再掀高潮。数据显示，改革开
放至今，仅海外“宁波帮”就向宁波
捐赠4137笔，涵盖文化、教育、卫生、
慈善、扶贫等领域，总捐资额 20.07
亿元。显然，“宁波帮”造福桑梓的义
举，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宁
波社会事业的发展与进步，并带动
宁波一地崇善、向善、乐善良好社
会风尚的形成。

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初期，海外
“宁波帮”对家乡的支持还大多停
留在捐资赠物阶段，那么到进入上
世纪 90 年代以后，宁波良好的投
资环境与造福家乡的夙愿，使许多

“宁波帮”人士到宁波投资兴业，
兴办企业，参与家乡的经济建设，
成为宁波开发开放建设的重要力
量。截至 2017 年底，在甬投资的
侨资企业超过 8100 家，总投资额
509 亿余美元。与此同时，“宁波帮”
人士还穿针引线，热心引荐港澳台
及海外工商界人士来甬考察，努力
促成合资合作项目的成功。据初步
统计，在宁波已有三资企业中由“宁
波帮”人士投资兴办及由他们引荐
的项目约占一半以上。此外，他们还
竭力为家乡介绍引进国外先进技

术、管理经验和信息，多方联络，促
进家乡与境外开展技术劳务合作、
工程承包及其他国际经济技术交
往。

大力弘扬“宁波帮”
精神，续写新时代宁波改革开
放新篇章

长期以来，“宁波帮”在创造巨大
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精神风范和文化性格——“宁波
帮”精神，这也是几个世纪以来“宁
波帮”在中国商界得以经久不衰、
生生不息的根本原因所在。四明山
高，甬江水长。由数百年“宁波帮”创
业史凝结而成的“宁波帮”精神，无
疑是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更是值
得当代宁波人珍视的宝贵财富。

“宁波帮”精神主要体现在六个
方面：一是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的文
化心态；二是奋发进取、勇于创新的
开拓精神；三是克勤克俭、脚踏实
地的创业精神；四是以德兴业、诚
信为本的商业道德；五是注重团
体、强调联合的互助合作精神；六
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富观念。
显然，这与“诚信、务实、开放、
创新”的宁波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计划经济
等因素束缚，“宁波帮”精神一度
在宁波本土大为弱化。但经过历史
洗礼的“宁波帮”精神并没有过
时，相反，当代宁波人投身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国际港口城市
建设的伟大实践，呼唤着“宁波
帮”精神的回归。特别是进入新时
代，宁波发展原有的优势不再明
显，面临的挑战与困难却更加严
峻。如何大力传承和弘扬“宁波
帮”精神，并与时俱进，不断赋予

“宁波帮”精神以新的内涵，进一
步推进宁波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
成为摆在宁波人民面前的重大任
务。

为此，要在广大干部群众中进
行“宁波帮”精神的再教育、再学
习，使之成为全体宁波人励精图
治，奋发有为，推进宁波新时代改
革开放的不竭源泉与强大动力。我
们有理由相信，以传承与弘扬“宁波
帮”精神为己任的宁波人民，在推进
宁波发展与进步的伟大事业中，必
将有一番更加宏大的作为，抒写出
无愧于前人、无愧于时代的中华民
族复兴路上的宁波新篇章！

（作者为宁波大学宁波帮研究
中心研究员、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
目“近代宁波商帮史料收集与整理
研究”首席专家）

铸就历史伟业 续写时代新篇
享 誉 海 内 外 的

“宁波帮”，是宁波
改革开放的独特资
源 与 优 势 。“ 宁 波
帮”不仅是宁波改
革开放 40 年的推动
者，而且以创新创
业、开放包容为核
心的“宁波帮”精
神，也必将激励当
代宁波人投身新时
代宁波改革开放的
伟大实践。

宁波是一座历史悠久的
东南沿海老商埠。唐宋以来，
宁波一直是我国开展海外贸
易与对外交往的重要口岸。良
好的地理条件、浓郁的商业氛
围孕育了一代代长袖善舞、经
营有方的宁波商人。以商为
业，从商致富，代有其人。

在明末清初时期，宁波
商人从事的行业主要有民信
业、药材业、成衣业、南货业
及沙船业，宁波商人不仅在
北京、天津、营口等北方商埠
势力有所增强，并在南方商
业重镇常熟、汉口、上海等地
建立会馆，结帮经商，足迹遍
及半个中国，在各地商业贸
易活动中异军突起，并与徽、
晋、陕、鲁、闽、粤、洞庭、江
右、龙游诸地商贾并称为中
国十大商帮。

19 世纪初，借助正在形
成的远东金融中心、航运中
心和近代产业中心的拉动，
宁波的百万工商业者经历了
一次空前的产业大移民。他
们以“宁郡六邑”的地缘为纽
带相互支持，迅速在上海脱
颖而出，并扩张到全国各大
商埠。宁波商帮的成功实践，
撼动了中国的近代工商史，赢
得了“无宁不成市”的举世美
誉。今天，“宁波帮”继承者的
足迹，遍布世界的五大洲，蔚
为中国侨商令人瞩目的劲旅。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现
代化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
以及香港、澳门的回归，海外
以及港澳台积极投资内地社
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宁波
帮”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海外

“宁波帮”与新兴的内地宁波
籍人士实际上正在融合为新
型的现当代“宁波帮”。在社
会各个领域，宁波籍人士承
前启后，各领风骚。近代以
来，专家学者、文化名人不断
迭出；百余位院士、一大批教
坛和文化精英，已成为宁波
的一张文化名片。

“宁波帮”的
前世今生

■相关链接

宁波三江口的宁波三江口的““三江送别三江送别””雕像雕像。。（（资料图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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