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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窑青瓷是我国历史上最悠
久、影响最为广泛的青瓷体系，被
称为中国的“母亲瓷”，慈溪上林
湖等窑址烧制的“秘色瓷”是青瓷
中的极品。越窑青瓷文化是人类
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是中国古
代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的桥梁，对
中国和世界文明有着深远的影
响，也是浙江省、宁波市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坚定文化自信、走
向世界的一张靓丽名片。2019 年
5 月，慈溪市发布“秘色瓷都、智
造慈溪”城市形象口号。在文化旅
游融合发展的背景下，精心塑造

“秘色瓷都”城市形象品牌，着力
打造“秘色瓷都”等体现慈溪文化
内涵的特色文旅产品，是打造全
域旅游样板和国际性休闲旅游目
的地的需要，也是全方位融入长
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战略、当好

“重要窗口”建设模范生的需要。

一、坚持旅游兴瓷理念，
推动越窑青瓷文化与旅游融
合发展

一是加大青瓷文化旅游的融
合开发力度。整合上林湖越窑遗
址、上林湖考古遗址公园、鸣鹤
古镇、上林湖青瓷文化传承园等
资源，丰富文化、体育、休闲、
旅游等体验项目，将其建设成以

“秘色瓷文化”为核心的国家 5A
级景区、国家级旅游度假区、国家
级研学旅行示范基地，并与慈溪
南部及沿山文化旅游开发结合，
打造越窑青瓷文旅精品线路。

二是探索上林湖考古遗址公
园保护与利用的新途径。鼓励社
会资本参与考古遗址的保护和利
用，积极发展公众考古、研学旅
行等新型旅游业态，开发越窑青
瓷文化研学课程，让遗址更好地

“活”起来，让上林湖考古遗址
公园成为宁波海丝文化旅游的标
志性产品。

三是打造以“秘色瓷”文化
为核心的文旅特色小镇。充分利
用越窑青瓷文化和“秘色瓷”文化
内涵，整合上林湖越窑遗址国家
考古公园、越窑青瓷传承园、鸣鹤
古镇的国医馆等文化资源，打造
集民俗文化、传统工艺、文创、医
学、养生、研学、旅游休闲、时尚、
现代农业、特色餐饮于一体的“秘
色瓷”特色小镇。

四是打造以越窑青瓷文化为
载体的会奖旅游产品。借助“一
带一路”和浙江大湾区建设的东
风，争取层次高、国际辐射力强
的会节、会展、论坛、艺术盛会
等活动落户慈溪，承办高级别国
际体育赛事，打造具有国际影响
力的会奖旅游基地。

二、坚持演艺活瓷理念，
打造“秘色瓷都”旅游演艺

一是加大青瓷瓯乐的开发力
度。慈溪自从实施瓯乐保护项目
以来，仿造与研制了一批唐宋青
瓷乐器，挖掘、整理并创作了一批
青瓷瓯乐曲，其中《上林追忆》《九
秋风露越窑开》《越·瓷风》等分别
获得多项国家、省市大奖，并走出
了国门。加大“青瓷瓯乐”系列小
型演艺活动频次，丰富旅游演艺
文化内涵，优化作品表现形式，为
游客提供具有文化深度和视觉震
撼的演艺作品。

二是精心打造“秘色瓷都”大
型品牌旅游演艺。作为一种新型

文化现象，有特色的旅游演艺已成
为游客的首选。要与国际国内著名
导演团队和品牌演艺公司合作，深
挖青瓷文化内涵，创新模式，借助现
代科技手段，精心打造“秘色瓷都”
大型旅游演艺品牌。

三是将“演艺+旅游”和餐饮、
文化、资本、酒店、民宿、娱乐项目等
相关产业联合，构建 IP 全产业链，
丰富旅游业态，形成独具魅力的青
瓷文化产业链和旅游综合体。

三、坚持文创促瓷理念，推
进越窑青瓷文化与艺术品、文创
产品、日用品的融合

一是坚持日用青瓷艺术化的理
念，让日用青瓷融入人们的社会生
活，与人们的衣食住行结合，打造富
有地方特色和传统文化内涵、实用
性强的青瓷日用商品（如日用茶具、
餐具、花瓶等）。

二是坚持艺术青瓷高端化的理
念，借助现代化生产工艺与设备，使
艺术青瓷达到较好的质量与工艺水
平，设计制作游客喜闻乐见、精巧便
携的青瓷纪念品和艺术品（如高档
茶具和餐具、纪念瓷盘、纪念像等）。

三是优化文化产业结构，围绕
越窑青瓷文化，积极推进青瓷文化
与制造、旅游、科技、金融等产业
深度融合，打造世界级的日用青
瓷、艺术青瓷和高科技青瓷制造基
地，形成越窑文化全产业链。

四、坚持科技强瓷理念，强
化科技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一是与高校、科研机构加大产
学研协同创新和技术攻关力度，培
育建设青瓷研发机构、产业技术创
新战略联盟等创新平台，支持青瓷
产业创新团队和创意设计团队建
设，加大科技成果在青瓷产业中的
转化和产业化力度。

二是培育引领越窑青瓷龙头企
业，支持企业通过联合、兼并重组、
股份制改造等向集设计研发、运营
管理、集成制造、营销服务于一体的
企业总部转变，将其打造成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文化旅游品牌企业。

三是培育慈溪本土的越窑青瓷
和“秘色瓷”驰名商标，支持企业到
境外注册商标，形成一批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知名品牌。

五、坚持人才强瓷理念，加
强越窑青瓷文化的普及和传承

一是提高社会公众对越窑青瓷
文化的保护意识。通过教育、宣传和
引导等措施，促使社会公众认识越
窑青瓷文化遗产的丰富内涵、重要
意义和普遍价值，认识到越窑青瓷
文化是独特的“中国元素”和“浙江
印记”，以激发非遗文化的自豪感、
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是开展青瓷文化传承人养成
计划。要完善传承管理扶持办法，设
立越窑青瓷教育发展基金，在中小
学设立青瓷文化传承基地、传承班
和相关课程等，推动青瓷人才队伍
建设上的薪火相传。

三是完善慈溪“上林人才”工
程。加大技能型和应用型文旅人才
的培养资助和引进力度，在越窑青
瓷工艺美术大师、高级工艺美术师、
首席技师和技能大师工作室评审等
方面予以政策倾斜。

【本文系 2019年度浙江省哲学
社会科学规划重点课题（20LM-
JX02Z）研究成果】

（作者为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
院教授）

“秘色瓷都”形象下的
文旅产品体系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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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畅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
（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
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
调，我们党领导人民干革命、搞
建设、抓改革，都是为了解决
我国的实际问题。提高解决实
际问题能力是应对当前复杂形
势 、 完 成 艰 巨 任 务 的 迫 切 需
要，也是年轻干部成长的必然
要求。广大年轻干部要细细涵
泳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怀和
谆谆嘱托，尤其面对复杂形势
和艰巨任务，紧紧围绕“提高政
治能力、调查研究能力、科学决
策能力、改革攻坚能力、应急处
突能力、群众工作能力、抓落实
能力”的内涵要求，不断增强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真刀真枪锤
炼能力，在危机中育先机、于变
局中开新局，以过硬本领展现作
为、不辱使命。

坚持“人民至上”，在密切
联系群众中彰显政治情怀。坚持

“人民至上”，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把人民放在最重要的突出位
置，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尤其

对年轻干部而言，想问题、做工
作、作决策，一切必须以人民为
依据，以人民的愿望作为出发点
和落脚点，自觉做到深入实际、
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真正了解
群众痛痒，掌握群众的思想脉
搏，把群众的事放在心上，急群
众所急、想群众所想，进而帮助
群众排忧解难。

坚持以“墩苗”为载体，在
艰苦环境中夯实能力基础。近年
来，各地相继出台了培养年轻
干 部 加 速 成 长 的 “ 墩 苗 ” 计
划，亦即将年轻干部中的优秀

“苗子”放到环境和条件较为艰
苦的地方去“墩一墩”，驱使这
些“苗子”通过有针对性的思
想 淬 炼 、 政 治 历 练 、 实 践 锻
炼、专业训练，帮助他们提高
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让他
们更好肩负起新时代的职责和
使命。对各级党组织而言，“墩
苗”固然是培养年轻干部的一
条 行 之 有 效 的 途 径 ， 但 “ 墩
苗 ” 必 须 与 “ 选 苗 ”“ 管 苗 ”

“护苗”结合起来，必须把“墩
苗”计划做精做深做扎实，尤其
要坚决克服“墩苗”培养中的形
式主义，防止一“墩”了之抑或

“拔苗助长”。
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在

不断补齐短板中激发决策禀赋。
广大青年干部必要善于解剖自己
决策能力不足、本领恐慌的这只
问题“麻雀”，敢于自我揭短，看
准存在的实际问题，坚持刀刃向
内，大刀阔斧地给自己动手术，
哪怕是伤筋动骨的大手术。与此
同时，也要甘于当小学生，坚持
拜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取长补
短。在“善于把地区和部门的工
作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大棋局，做
到既为一域争光、更为全局添彩”
中，提高科学决策的站位，保障科
学决策的质量，并通过提高依靠科
学决策能力来提升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

坚持以“动真碰硬”为旨归，
在解决突出矛盾中提升责任担当。
有的年轻干部，之所以欠缺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和水平，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就是对面临的一些工作难
题和棘手矛盾，表现得战战兢兢、
畏葸不前，缺乏动真碰硬的勇气、
坚决斗争的锐气、攻坚破难的浩
气，说到底，就是缺乏责任担当的
表现。广大年轻干部必须自觉把投
身改革一线阵地作为自己青春闪耀
的“大舞台”，把融入改革、推进
改革，筚路蓝缕、披荆斩棘作为自
己的“军功章”。

坚持以“自律”为抓手，在改
进工作作风中完善人格形象。年轻
干部能否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很大程度上还受制于自己的作
风形象。古人言：“其身正，不令
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就
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个道理。年轻
干部只有强化自律，切实转变作
风，加强纪律历练，增强廉洁自制
力，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
知行合一的“老实人”、人民群众
的带头人，不断完善自我的人格形
象、人格魅力，才能在德位相配中
加速成长。

切实提高年轻干部
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日前，东海卓越论坛“民法与民
事诉讼法的对话”在宁波举行，论坛
由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中国
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联合主
办，宁波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
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浙江
省新型重点专业智库宁波大学东海
研究院等承办。论坛以“民法与民
事诉讼法的对话”为主题，线上线
下联动，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会、
中国法学会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
全国各高校 400 余位专家、学者参
与论坛。

本次论坛以《民法典》的出台为
契机，邀请中国法学会民法学研究
会会长王利明教授、中国法学会民

事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张卫平教授等
知名学者，围绕人格权的禁令行为保
全关系、一般保证人诉讼地位的确定、
违约金调整是否应释明、债权人代位
权制度的落地、生态责任中的公益诉
讼条款、人格权禁令制度对民事诉讼
法的影响、实体请求权基础理论对民
事诉讼法的影响、民法的规范结构对
民事诉讼法的影响等问题，进行了充
分研讨与深入讨论。这是我国民法学
者与民事诉讼法学者围绕 《民法典》
进行的一次高峰对话，对促进民事实
体法与程序法研究的沟通、互动与协
同发展，进一步丰富民法与民事诉讼
法学学科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李磊明 乔宜梦）

民法与民事诉讼法的学术对话

党政合力

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高
等学校领导的根本制度，是高等学
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落实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制度保证。党
委是学校的领导核心，承担着把
握学校发展方向、决定学校重大
事项的职责，必须加强党对高校
的全面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于
办学理念、办学方针、办学规划
全过程，这是高等教育发展的根
本 保 证 。 校 长 主 持 学 校 行 政 工
作，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在学校
党委领导下，贯彻执行党的教育
路线、方针和政策，行使各项职
权。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
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必须
坚持党委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保
证校长依法行使职权，党政领导班
子要树立现代化的教育理念，贯彻
执行好民主集中制，形成党委领
导、校长负责、党政合力、协调运
行的工作机制，从而不断推进高等
教育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民主商议

民主商议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
化的重要形式。高校健康发展需要
在教育管理方面注重教育民主观、
科学观，在学术思想建设方面注重
自由观、平等观和个性观。构建追
求卓越、充满活力、高效开放、有

利于学校长远发展的长效体制。民
主商议秉持“以人为本”的管理思
想，能动地唤醒人的主体意识，弘
扬人的主体精神，发挥人的主体能
力。高校要坚持通过民主商议的形
式，充分协调好行政权力和学术权
力关系，调动广大教职工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既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
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
等事项中的作用，又充分发挥党代
会、双代会、学代会以及民主党派
等在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中的作
用，形成“顶层设计、民主协商、
统筹推进、协同联动、合力运行”
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

科学决策

科学决策是管理工作的基本原
则，也是推进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的重要举措。增强决策的科学性，
有利于教师对决策的理解，推动决
策的实施，增强广大教师参与学校
治理现代化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要
不断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
制，健全党委会、校长办公会议事
范围和议事规程，凡涉及学校发展
的重大决策事项，全面落实师生参
与、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审
查、集体决定的程序要求，确保决
策科学、民主、合法。在讲究程序
合法的基础上，注重决策的创造
性、择优性和指导性，让决策真正
避免失误和随机，成为学校治理现
代化的有力指导。

效率为先

要让“效率为先”成为学校治
理能力的主要竞争力。向思路、向
治理、向创新、向目标、向凝聚力
要质量、要效率，把效率为先作为
学校治理的指导方针和永恒宗旨。
教育信息化是提高效率的有效手
段，也是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
要 基 础 。 要 充 分 利 用 5G、 大 数
据、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以信
息化引领和推动教育治理现代化，
建设智能化校园，统筹建设一体
化、智能化教学管理与服务平台，
使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管理服务
深度融合，用现代化的信息技术促
进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
和教育手段的现代化。

依法治校

依法治校是加快建设社会主义
法治国家背景下学校自身发展的内
在要求，也是提高学校治理法治
化、科学化、现代化水平的客观需
要。要积极完善学校规章制度体系
建设，大学制度是高校生存和发
展的根本，是保证学校各项政策
顺利执行和各项工作正常开展的
保障。一流大学，不仅意味着有
一流的教师、一流的学生和一流
的科研，也意味着有现代化的制
度 建 设 ， 推 动 形 成 以 章 程 为 核
心，规范统一、分类科学、层次清
晰、运行高效的学校规章制度体
系。党政主要负责人是依法治校的
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好依法治校
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的职责和
使命。高校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
开展以宪法教育为核心的法治教
育，建立学校领导干部、全体教师
学法制度，将宪法教育贯穿于学生
培养全过程，切实增强师生的法制
意识。

学术立校

学术建设是办学立校的基本导
向，是推进学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
力举措。要占领学术制高点，追求学
术卓越，研究新思想，创造新知识，依
靠学术发展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科学研究水平、服务社会和文化传
承能力，在学科研究方向、团队建
设、教科基地、项目成果、机制氛
围五大要素方面体现出时代性、创
新性和前瞻性，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文明进步和福祉而培养人才。探
索教授治学有效方式，构建学术治
理体制，努力营造宽松的学术气
氛，鼓励教职工一心追求学术领先
与学术卓越，掌握实践转化科研的
方法，努力产出一流的学术研究和
项目成果，以学术高水平推动教学
科研与社会服务，充分发挥学术权
力在学校治理能力中的重要作用。

特色兴校

特色化是衡量高校治理能力现
代化水平高低的显著标志。对于高
校而言，特色是优势，是活力，是
核心竞争力。高校要坚持差异发
展、特色办学的思路，以卓越促发
展，以特色铸辉煌，注重培养优质
特色人才，避免发展“同质化”现
象。要着眼于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积极寻求国
家发展、区域发展与高校特色发展
的契合点，精心培育和打造一批特
色学科和优势专业，形成富有特色
的办学理念、办学模式，着力打造
具有影响力的人才培养特色、科研特
色、国际化特色、地方服务特色和文
化传承与发展特色。

【本文系 2020年市社科规划课
题 （编号G20-ZX74） 研究成果】

（作者为宁波大学潘天寿建筑
与艺术设计学院党委副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教
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要“坚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努力办好人
民满意的教育，在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
的时代新人”。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现教育
现代化，教育治理要率先现代化。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
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的是治理主体所具备的能力或水平，要重点在以下
几方面加以推进：

推进高等教育推进高等教育
治理能力现代化

刘秉印

宁波大学一景宁波大学一景 （（李磊明李磊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