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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是宋代东南地区发展的
典型，宋代宁波文化也呈现前所
未有的新气象。系统梳理、深入
研究、准确把握宁波宋韵文化精
髓、历史意义、现实价值，谋划
打造辨识度高的宁波宋韵文化品
牌，让千年宋韵活化起来、流动
起来、精彩起来，助力宁波文旅
发展，为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
都市、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先行
市注入强大文化力量。

A 宁波宋韵文化的
深厚内涵

宋韵文化与宁波城市历史发
展过程中产生重要文化成果的历
史阶段基本吻合。北宋浙东新儒
学 、 南 宋 石 刻 公 园 、 越 窑 青 瓷 、
王安石治鄞、王应麟 《三字经》、
阿 育 王 寺 与 天 童 寺 、“ 甬 上 四 先
生”⋯⋯均有着宋韵文化的印记。

宋代宁波经济内实外张、强
劲坚韧。工商皆本、四业同举的
经济观念和产业结构，使宁波始
终立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潮头。宋
时，广德湖边的水稻产量高居全
国第一位。降至南宋，宁波城市
地位倏然上升，成为全国最重要
的经济城市。唐时，宁波为中国
三大外贸港口之一。宋真宗咸平
二 年 （999 年）， 明 州 市 舶 司 设
立 ， 管 理 明 州 港 进 出 的 海 外 贸
易 。“ 富 足 ” 的 经 济 表 现 ， 使 社
会 所 能 承 受 的 消 费 能 力 不 断 提
高，使社会文化面貌发生了较大
改观。

宋 代 宁 波 的 文 化 博 大 深 厚 ，
外圆内方。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以
及对外经济文化交流日盛，那种
汇合中西文化的胸襟，融糅儒佛
哲理的气魄，形成了宋代宁波独
特绚丽的文化景象，并以“东南
邹 鲁 ”“ 文 献 之 邦 ” 盛 称 于 世 。

“庆历五先生”讲学授徒，开千年
学风；“淳熙四先生”立派传道，
领时代风骚；汪洙的 《神童诗》、
王应麟的 《三字经》 作为儿童启
蒙 读 物 ， 影 响 中 国 700 余 年 ， 其
功昭然天下。

宋 代 宁 波 的 人 物 个 性 鲜 明 、
卓 然 独 立 。 北 宋 王 安 石 知 鄞 县 ，
大力倡导重教好学之风，有力推
动教育事业蓬勃发展。据 《延祐
四明志》 统计，北宋时期四明进
士 共 有 124 人 ， 南 宋 时 进 士 人 数
激 增 至 776 人 。 南 宋 时 期 ， 宁 波
共 有 状 元 5 人 （张 孝 祥 、 姚 颖 、
傅行简、袁甫、方山京），占宁波
历史状元总数的一半。科举之盛
也 关 联 着 世 族 之 繁 衍 。 两 宋 以
来 ， 宁 波 的 名 臣 鸿 儒 难 以 胜 数 。
南宋名相史浩、史弥远、史嵩之
祖孙三代相继为相，其家族仅两

宋就有进士 72 人，被誉为“一门
三宰相，四世两封王”。其时，楼
氏 家 族 、 丰 氏 家 族 皆 学 人 辈 出 ，
家学渊厚。

宋 代 宁 波 的 佛 教 文 化 昌 盛 ，
远播海外。宋代，宁波佛学进入
成熟期，四明一跃成为一个全国
佛教的中心地区。天台宗以延庆
寺为基地、云门宗以雪窦寺为基
地，推动了全国佛教的发展；天
童寺与阿育王寺同列禅宗“五山
十刹”，成为名扬海内外的禅宗名
刹。此时，宁波佛教与日本佛教
的交往到达了鼎盛时期。“天下禅
宗五山十刹”中的天童禅寺和阿
育王寺，便成为入宋日僧最先熟
悉和最早住过的禅院。据 《天童
寺志》 等记载，两宋期间，来鄞
县参禅求法的日僧共计 22 批次，
鄞 县 僧 人 应 邀 赴 日 弘 法 8 批 次 ，
两地佛教交流极为频繁。

B 打造宁波宋韵文化
品牌的对策建议

省委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实
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形成宋
韵 文 化 挖 掘 、 保 护 、 提 升 、 研
究、传承的工作体系。这为打造
宁波宋韵文化品牌提供了指引与
思路。

搭建完整的组织架构和保障
体系。重点是搭建“一小组、一
智 库 、 一 规 划 、 一 基 金 、 一 节
庆 、 一 展 会 ” 的 组 织 保 障 体 系 。

“一小组”，即成立宋韵文化建设
工作领导小组，设文化、旅游两
个专项工作组，分别由市委宣传
部、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牵头开展
工作。“一智库”，即成立宋韵文
化建设研究院，由市社科院负责
管理运作，为宋韵文化建设提供
专业智力支撑。“一规划”，即加

快推进 《宁波市宋韵文化建设规
划》，努力推动宋韵文化建设走在
前列、形成示范。“一基金”，即
设立宋韵文化旅游发展基金，聚
焦宋韵文化和文旅项目建设。“一
节庆”，即组织策划宁波宋韵文化
节，有效地整合各种资源，形成
合力。“一展会”，即立足宋韵文
化，策划举办宁波宋韵文化旅游
博览会，致力打造宁波宋韵文旅
融合发展平台、文旅精品推广平
台、美好生活共享平台。

构建多元的社会参与保护传
承体系。一是多维度深化资源普
查与学术研究。系统组织开展宁
波宋韵文化资源普查，加强宋韵
文化基础研究，深入阐释宁波市
宋 韵 文 化 的 历 史 渊 源 、 发 展 脉
络、基本走向。重点加强对王安
石治鄞、王应麟和 《三字经》、两
宋名相、海丝文化等具有宁波辨
识度的宋韵文化名片研究，准确
把握其文化精髓、历史意义和时
代价值。二是全社会参与保护传
承 。 对 宋 韵 文 化 资 源 的 线 索 认
定、保护、传播、修缮和利用等
工 作 ， 建 立 多 元 公 众 参 与 制 度 ，
鼓励成立群众性组织，拓展公众
考古、志愿者行动、义务保护员
等公众参与途径；支持形成系列
文 化 普 及 性 丛 书 、 文 学 影 视 作
品，推动宁波宋韵文化形象和价
值的传播。

打造特色的宋韵文旅产品体
系。一是立足宁波当地资源特色
和区域功能定位，进行深入的文
化基因解码，形成联动的宋韵特
色文化产业空间功能框架。如以
月 湖 、 东 钱 湖 等 为 主 要 展 示 空
间 ， 通 过 提 炼 宋 韵 文 化 中 的 画 、
香、花、诗、酒、茶等元素再现
宋代生活场景，以服饰展示、诗
词鉴赏、美食体验、艺术表演等
活 动 为 内 容 ， 打 造 “ 宋 韵 甬 存 ”

文化品牌。二是加快培育现代文
化科技创新体系。以动漫文化产
业为抓手，通过创造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宋韵文化品牌，建设动
漫创意文化产业集群。三是打造
宋韵文化旅游品牌。深度梳理挖
掘 宋 韵 文 化 与 地 域 文 化 价 值 内
涵，借助数字技术重现宋代宁波
的 城 市 格 局 ， 以 宋 韵 文 化 为 核
心，串联各类历史文化遗存资源
和文化艺术资源，打造综合性文
化 旅 游 线 路 ， 如 借 助 地 铁 4 号
线 ， 打 造 “ 三 湖 （慈 湖 、 月 湖 、
东钱湖） 宋韵文旅带”。同时，大
力推动走马塘、天童、慈城等宋
韵文化特色村镇建设，打造特色
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旅游新景
点，形成极具辨识度的宁波文化
符号和文化标识。

构建有效的宋韵文化传播体
系。一是全方位加快宋韵文化传
播。推动宋韵文化标识融入城市
规划、城市发展中，打造一批彰
显宋韵文化、体现宁波特色的地
标建筑与建筑小品，建设融媒体
矩阵，推动宋韵文化有表述、有
展示、有遗址，可见、可感、可
传承，持续扩大宋韵文化的影响
力和穿透力。二是搭建宋韵文化
走出去阵地平台。瞄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和东亚国家，借助
中国—中东欧国家博览会等重大
节会，承接好文化和旅游部对外
文化交流项目和活动，依托东亚
文化之都联盟、国际友好城市等
渠 道 ， 通 过 “ 海 外 宁 波 文 化 周 ”

“东亚文化之都”等平台，积极推
动宋韵文化走出去，扩大宁波宋
韵文化国际影响力和辐射力。

（本文系宁波大学 SRIP 项目
“宁波宋韵文化与旅游融合研究”
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大学中法联
合学院）

打造宋韵文化品牌
助力宁波文旅发展

郭跃 魏玉祺

江厦智库经济研究院课题组，
历经两年多的研究调研，以宁波市
某街道 10 个社区为例，通过实地
调研和理论分析并行的方式，利用
抽样问卷、建立模型等研究方法，
建构宁波“美好社区指数”评价体
系，其目的有三：一是明确“美好
社区”建设的目的，进一步增强质
量观、价值观，切实贴近社区群众
关切；二是提出摸清街道社区共建
共治共享社区治理现状的指数评价
模式，总结基层社区治理的规律和
经验；三是从提高社会治理政策效
率角度，为发展和建设“美好社
区”提供政策建议。用“美好社区
指数”对社区治理进行全方位测
评，进而探索构建精准化、精细化
的社区治理和服务体系。

加强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坚持以“幸福党建”为载体，深化
全领域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建
立基层党组织公共服务清单；全面
运行“锋领指数考评”系统，严格
落实“三会一课”制度，探索开展
有吸引力、感召力的基层党组织生

活；完善基层党组织星级评定指标
体系，形成常态化整顿机制；深化
在职党员“一员双岗”制度，完善

“微心愿”认领公益平台；创新远
教惠民服务方式方法，全面推行全
员服务、组团服务和品牌服务。

完善社区治理框架结构。建立
健全以社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居
委会为主导，社区便民服务中心为
依托，居民为主体，社区居务监督
委员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
单位、群众团体、社区组织等共同
参与的社区治理架构。健全社区议
事协商制度，推行社区党组织兼职
委员制度；加强居委会对业委会的
指导、支持和监督；加强行政管理
部门对业委会和物业公司指导监
督。

明确街道职能顶层设计定位。
街道党工委要充分发挥领导核心作
用。街道履行加强党的建设、服务
经济发展、组织公共服务、实施综
合管理、指导基层自治、统筹社区
建设、动员社区参与、维护社区平
安的职能，把街道服务经济发展的
重点转变到优化公共服务、为企业
发展提供良好的公共环境上来。结

合职能转变，推进分类管理，科学
设置街道行政事业机构。

整合配强社区网格管理力量。
统筹基层各类服务管理人员，因地
制宜组建网格管理队伍。建立乡镇
(街 道)机 关 干 部 联 系 服 务 网 格 制
度，推进服务管理力量下沉，配齐
配强专职、兼职网格员。整合各类
协辅人员，并建立工资动态调整机
制，由乡镇(街道)统筹使用和考核
管理，实现多员合一、一员多能。
整合各类服务团体，开展自助式服
务、互助式服务和专业特色服务，
提高组团式服务水平。健全基层

“大调解”工作体系，开展常态化
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把问题解决在
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全面落实
基层公共安全、社区治安、生态保
护责任制，提高基层应对处置突发
事件的能力。

积极探索社区多方治理格局。
在传统的社区治理格局下，政府处
于中心主导地位，社区组织与基
层组织处于边缘，而在共建共治
共享社区治理模式下，政府、社
会 组 织 、 社 区 形 成 “ 多 方 协 同 ”
的 格 局 。 因 此 构 建 党 委 、 政 府 、

社会组织、物业公司、居民等多
方主体共同参与现代化社区治理
显得尤为重要。发挥社区党组织
的主导作用，调动社区各类治理
主体的积极性，协调多方主体联
动，形成主体协同、合作互动的
社区治理格局。

加强社区信息系统运用。相
对 于 传 统 粗 放 式 的 社 区 治 理 模
式，美好社区建设要求更加信息
化专业化，应发挥互联网的可视
化等技术性优势，推进社区服务
管理综合信息系统应用，推进村
(社区)服务便利化、管理智能化、
生活现代化。建立数字化管理平
台，规范形成集事件受理、分析
研判、分流处理、调度指挥、督
办反馈于一体的运行机制；强化
对政务服务的信息支撑，探索建
立“一站式”政务服务应用体系，
推行“多点受理、综合接件、后台审
批、电子监察、全城通办”的服务模
式；构建社区化信息服务应用体系，
大力培育面向基层群众需求、由市场
主体开发的互联网应用服务平台。

【作者单位：宁波财经学院、
江厦智库（宁波）经济研究院】

以“美好社区指数”提升社区治理水平

一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
的“根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归根结底是法治经
济、规则经济、诚信经济。青年
学生无论是当下以消费者身份参
与市场经济活动，还是将来以社
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身份
参与市场经济行动，都需心怀法
治信念、襟怀法治信仰、满怀法
治信守。只有将法治思维、法治
精神、法治观念熔铸到青年头脑
深处和日常养成习惯，才能适应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求，为
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提供源源不竭
动力。

二是保护青年学生合法权益
的“利益诉求”。规模化运维、
专业化运营、精细化运作的现代
生产生活，使社会各领域治理日
趋细致复杂。青年只有具备良好
法治素养，才能适应经济社会活
动规则、避开不法分子设置的陷
阱、维护好自身合法权益、在远
离违法犯罪青春路上走好人生
路。近年来，青年学生违法犯罪
破坏社会秩序事件频发、波及甚
广、反响很大，进一步说明增强
青年法治素养的迫切性。调研中
发现青年法治培育“说起来重
要、干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及区域不均等、发展不充分、治

理不平衡问题，也再次凸显青年
法治素养培育的必要性。

三是促进青年学生未来发展
的“职业追求”。法治作为新时
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已覆盖
党和国家、政府和市场、个人和
集体等全部领域，只有在法治的
轨道内规划职业、建功立业、发
展事业，才能行稳致远。青年人
要想在未来职场上创造更多机
会、拓展更大空间、实现更好发
展，就离不开养成良好法治素
养。只有青年人成为法治素养的
躬行者、活跃者、示范者，才能
以点带面示范改造法治校园、打
造法治人才、塑造法治社会，促
进文明进步。

四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中国
的“时代要求”。从“法制”到

“法治”，从单面“程序正义”到
全面“实质正义”，从依法治国
到依宪治国，从法治政府到法治
中国，新时代中国社会已然形成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全面共
识。而培育青年法治素养正是在
这样的图景下进行的。只有推动
党建领入、社会融入、学校投
入、家庭介入的青年法治素养协
同培育，才能确保青年在素质上
掌握法治、心理上认同法治、行
动上尊崇法治。

培育青年法治素养：
从“个体”到“集体”的整体需要

青年学生是党的未

来和国家的希望，青年学

生的法治素养是衡量立

德树人成效、社会文明程

度、法治中国水平的重要

标志。习近平总书记高度

重视青年法治素养建设，

明确提出“普法工作要在

针对性和实效性上下功

夫，特别是要加强青少年

法治教育”。全社会要共

同行动，贯彻落实党中

央、国务院《中长期青年

发展规划（2016-2025）》

和《中央宣传部、司法部

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

的 第 八 个 五 年 规 划

（2021－2025 年）》，以习

近平法治思想引领青年

学生、塑造青年学生、护

航青年学生。

教
育
引
导
青
年
学
生

不
断
提
升
法
治
素
养

金雯昭 陈金波 俞博涵

一是党建“引力”，把牢青
年法治素养锻造主方向。必须
始终把增强党的领导作为提升
青年法治素养的根本，讲深坚
持 党 的 领 导 、 人 民 当 家 作 主 、
依法治国的一致性，讲清依宪
执政、依法治国、依规行政的
契合性，讲透法治国家、法治
政府、法治社会的一体性，为
提升青年法治素养提供规矩前
提。特别须将践行习近平法治
思想作为重要内容纳入培养课
程 ， 推 动 法 治 教 育 与 党 史 教
育、学生行为养成教育有机融
合，铸牢青年成长成才的法治
思 想 基 础 ， 引 导 学 生 厚 植 爱
党 、 爱 国 、 爱 社 会 主 义 的 情
感，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二是学校“出力”，打牢青
年法治素养培育主阵地。学校在
青年法治素养提升中起着关键性
作用，需要完善不同学段法治教
学评价要求、推动大中小学法治
教学有机衔接、建构螺旋上升的
法治教学体系。在领导载体上，
成立实体性法治教学组织，建构
多方联动的学生法治教育力量支
持体系；在教学载体上，设立体
验性法治教学基地，建构“法治
教学基地化、基地教学课程化、
课程教学体验化”支撑体系；在
文化载体上，做实学校思想政治
课程中的法治教学模块，夯实校
园文化的法治元素，陶冶学生法
治情操。

三是社会“合力”，扎牢青
年法治素养协同主网格。社会支
撑力量及其塑造的社会环境，既
是规定青年法治素养规格的“本

土”，又是培育青年法治素养的
社会机体“净土”。只有挖掘检
察、司法、公安等社会主体协同
教化的潜力，激发舆论主管部
门、宣传部门、监督部门等监管
主体投入的动力，激发全社会共
同参与的活力，强化学校、家
庭、社会“三位一体”推进青年
法治教育的合力，转化常态化、
制度化、长效化送法进校园、进
社区、进广场的效力，打通青年
法治素养提升的最后一公里，才
能从源头上为青年法治素养整体
提升添砖加瓦。

四是个体“尽力”，筑牢青
年法治素养提升主载体。提升青
年法治素养的过程，既是自上而
下催发青年内生动力、形塑青年
法治品格的过程，又是自下而上
自学、自管、自用法治修炼青年
自我的过程，因此，要让法治的
种子在青年学生心中开花结果，
需要青年学生在学习上自觉推动
法治概念、法治知识、法治内容
入脑入心。在作风上自觉抵御以
言代法、以权压法、逐利违法、
徇私枉法风气。在精神上自觉把
学法懂法的“精习”上升为敬法
崇 法 的 “ 精 神 ”， 遵 守 党 纪 国
法、维护法律尊严、信仰法治权
威。在行动上自觉把“用法能
力”转化为“生活技能”。

【本文为浙江省新苗人才计
划 立 项 课 题 （ 编 号 ：
2020R419010）、浙江省大学生
创新创业计划训练计划项目 （编
号：S202010876081） 研究成果】

（作者单位：浙江万里学
院、宁波大学）

提升青年法治素养：
从“一元”到“多元”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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