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月谈会上，不少委员提出，
文化地标单靠“刚性”的建筑是打
造不出来的，它更需要文化内涵传
导、公共文化属性承载等“柔性”
的塑造。

文艺精品作为极具魅力的文化
活动，对于发展特色文化产业、打
造文化地标有着独特作用。如美国
百老汇的音乐剧 《狮子王》，这种
标志性文化街区的形成都得益于文
艺精品与优秀的文艺团队。在国
内，没有去过西安的“大唐不夜
城”领略一番盛唐气象，算是白去
一趟西安了。

“文艺精品作为城市文化的重
要内容，不仅能折射出城市的人文
精神，更是城市文化实力的生动
体现，对文化地标建设有着重要
的支撑和引领作用。宁波地域文
化 鲜 明 ， 宋 韵 文 化 、 海 丝 文 化 、
商帮文化、藏书文化、阳明文化
等都极具代表性，但对这些文化
的梳理挖掘和转化利用却不够。”
林红委员建议，要建立健全长效
机制支持文艺精品创作生产，做
好专业人才及团队的引进培育扶
持，加快推动传统演艺行业的转

型升级，加大挖掘转化力度，让
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为地理标识
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撑，更好赋
能宁波文化地标建设。

林红委员还建议，要加强对
文艺精品创作和文艺精品赋能文
化地标建设的整体规划，围绕地
方文化，打造布局合理、功能完
善、特色鲜明、带动力强的文旅
休闲消费场景，形成更多具有广
泛影响力和辨识度的宁波城市文
化地标，“如海洋文化可重点布局
象山石浦渔港古城，打造‘渔光
之 城 ’ 文 旅 IP， 做 靓 ‘ 滨 海 场
景’；商帮文化以老外滩为中心，
挖掘深厚的‘宁波帮’文化，打
造以沉浸式观演为体验的沉浸式
文 旅 街 区 ； 在 翠 屏 山 开 发 过 程
中，也可提前布局演艺场地，谋
划 、 打 造 具 有 标 识 性 的 文 艺 精
品。”她说。

数字化应用，是大势所趋。徐
益波委员建议，要加快文化地标数
字化建设，利用好数字化这一“催
化剂”，推动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
合，将优秀文化的内涵和价值阐释
好、传承好、弘扬好。他举例说，

“故宫不仅开发了线展馆，用户可
以享受全景故宫、故宫名画记、数
字文物库、数字多宝阁、故宫展
览、玩转故宫等线上服务，同时利
用 《我在故宫修文物》 等文化节目
进行文化价值、品牌形象的构建与
传播。”

文化地标作为城市形象建构和
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提升城市
文化品位、展示城市精神特质、塑
造城市形象品牌具有重要意义。如
北京故宫、上海东方明珠、杭州西
湖、成都宽窄巷子，建筑被赋予丰
富的文化意义，并承载人类的文化
活动而成为深深镌刻在人们脑海中
的城市符号和文化记忆。

酒香也怕巷子深。“‘书藏古
今、港通天下’的城市形象口号已
深入人心，但天一阁‘说书不见
书’，宁波港‘看海不见海’，现有
文化设施布局建设不足以支撑宁波
的城市形象，文化地标建设与城市
形象口号有一定落差。”鲁霜霜委
员说，未来一段时间，宁波需要更
加充分把握城市形象构建的规律和
特点，从加快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的角度出发，依托文化地标的建

设和运营，不断强化面向全国甚至
全球的传播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 营 造 高 品 位 的 城 市 文 化 空
间，一要高标准、高品位新建一批
国际一流水准的地标性文化设施，
让文化地标成为展示宁波城市特质
的重要窗口；二要串联现有历史街
区、文物古迹，精心打造现象级的
文旅线路和产品，擦亮‘中国大运
河 出 海 口 ’‘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活 化
石’等标志形象；三要结合“书香
之城”“东方大港”科学布局一批
文化产业功能区，推动港产城文深
度融合。”鲁霜霜委员建议，宁波
要创新优化对外传播方式途径，着
力软传播、轻传播，通过影视作
品、文艺作品展示城市文化、人文
关怀，推动港产城文深度融合。

3 个多小时的热烈讨论，大家
意犹未尽。“文化地标是城市的文
化 IP， 有 助 于 彰 显 城 市 文 化 特
质，增强城市居民凝聚力，深化城
市精神文明建设。市政协将持续关
注文化地标建设，为打造新时代文
化高地，着力推动全域文化繁荣、
全民精神富有贡献智慧和力量。”
市政协主席徐宇宁说。

艺术数字持续赋能 打响城市文化品牌

文化地标作为城市基因的
重要承载，在弘扬地域文化、
树立城市形象等方面，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市第十四
次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加快

“港产城文”融合发展，将文
化建设摆在与“港产城”相并
列的重要位置，表明文化的作
用正在从“幕后”走向台前、
从支撑力升级为驱动力和引领
力。

高标准建设新时代文化地
标，增强城市居民凝聚力。宁
波是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有着河姆渡文化、海丝文
化、藏书文化、浙东学术文化
等丰厚多元的文化遗产。这些
丰厚优质的文化遗产，通过有
形的文化地标得以彰显，让新
老宁波人在接受传统文化熏陶
中，增加对宁波文化、城市的
认同，凝聚起全体市民的文化
自信。

高标准建设新时代文化地
标，提高宁波城市辨识度。我
市历史文化资源丰富多元，但

同时也呈现出驳杂、散碎的特
点，没有形成有个性、有特色、
易于辨识的城市文化形象。宁波
引以为傲的月湖、鼓楼、天封
塔、老外滩、东钱湖、河姆渡
等，放置全国层面，无论是知名
度还是载体形象的辨识度都有所
欠缺。要纵深打造具有中国气
派、浙江特色、宁波辨识度的文
化“尖峰”标识，成为这座城市
的“专属代言”，提升城市辨识
度和影响力，让宁波的城市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

高标准建设新时代文化地
标，提升宁波文化影响力。一个
文化地标的广泛传播与认同，往
往离不开优秀文化内容的持续加
持。相比其他城市，宁波缺乏像
乌镇“国际戏剧节”、西安“大
唐不夜城”、扬州“国际运河论
坛”等文化盛典和文旅品牌。要
通过内容植入，有效转化天一
阁、河姆渡、大运河、海丝等重
要遗产的文化内涵，进一步发展
演艺、文创等产业，擦亮城市文
化品牌。 （何峰）

打造文化地标
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

为提升城市文化辨识度出“金点子”
市政协委员和专家为高标准建设宁波文化地标建言献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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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百年来，宁波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底
蕴，域内遍布知名度极高的文化遗存。

但如果有人问，宁波的文化地标是什么？
得到的是不尽相同的回答：天一阁、月湖、东
钱湖、天封塔、保国寺、宁波博物馆、河姆
渡，还有鼓楼，抑或是其他。

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提出，高水平推进文化
强省建设，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市第十四次
党代会报告指出，要加快“港产城文”融合发
展。如何让宁波这一壶文化“好酒”飘香出街
巷，提升城市文化辨识度，让宁波的城市形象
更加深入人心？

7月8日，市政协围绕“高标准建设新时代
宁波文化地标”举行“请你来协商”暨委员月
谈会，政协委员、专家与有关部门负责人面对
面协商，就“文化地标到底是什么”“什么才是
宁波文化的标识”“宁波文化的魂是什么”“如
何提高宁波文化的辨识度”等展开讨论，为宁
波文化地标建设破题。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文
化地标”就是这个灵魂的外化物和
可视符号。委员们首先关注的，是
我市的重大文化设施项目。

“重大文化设施项目，是文化
地标的载体，是城市形象的符号。
多年来，市委市政府持续推进重大
文化设施建设，但我市文化品牌
IP 辨识度不高、文化设施项目未
如期推进等问题仍旧存在。”首先
发言的华汉芬委员建议，要加快推
动重大文化地标项目落地建设。她
认为，我市文化发展总体滞后于经
济发展，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
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加大财政
投入，强化要素保障，调整完善重
大文化设施项目用地政策，放大政

策资金杠杆作用，实行更加有效的
人才政策，吸引各类优秀人才集
聚。

“打造文化地标，规划先行。”
接过话头的市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
张英认为，必须优化文化地标规划
布局。

张英首先分析宁波文化地标布
局的不足之处，“从全市层面讲，
文 化 设 施 总 体 上 呈 现 ‘ 只 见 星
星 ， 不 见 月 亮 ’ 的 状 态 。 从 区

（县 、 市） 层 面 讲 ， 空 间 不 够 均
衡。”张英在调研中发现，我市对
文化空间布局缺少科学、系统谋
划，缺少有较大社会效益和品牌
效益的重大文化项目，尤其缺乏代
表城市形象、彰显城市品位的文化

地标。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张英介

绍，建设文化地标，着眼统筹联
动、制定专项规划尤为重要，目
前，深圳、南京、杭州等城市已有
文化设施的专项规划。张英建议，
宁波应该聚焦重点区块形成文化地
标集群，差异化确定建设重点，围
绕“枕山滨海、拥江揽湖”的导
向，在百里三江文化长廊、慈湖—
月湖—东钱湖文化带、千里滨海生
态长廊和翠屏山区块等四个方面进
行重点突破。

张 英 具 体 阐 释 ， 娓 娓 道 来 ：
“ 其 一 ， 结 合 改 造 提 升 和 开 发 新
建，沿‘三江六岸’布局一批重大
文化设施，让‘百里三江文化长

廊’成为最具辨识度、体现高颜
值、洋溢文化味的城市会客厅。其
二，将慈湖—月湖—东钱湖三个湖
统一规划建设，形成具有景区特色
和各自风格的公共文化设施区块，
形成宁波宋韵文化轴线。其三，加
快实施宁波港旅游、宁波湾建设等
重大滨海文旅项目，推动象山港湾
滨海旅游休闲区、前湾现代文旅产
业集聚区、南湾海洋旅游示范区等
重点区域建设。其四，深入挖掘翠
屏山区块文化基因，厚植区域文化
内涵，提升河姆渡遗址—慈城古县
城—上林湖越窑遗址为基点的‘文
旅金三角’区域，推动形成文旅融
合示范区、史前遗址保护片、越窑
文化传承片。”

推进文化设施建设 加快打造文化地标

文化地标是体现城市文化辨识
度的重要依托。好的文化地标，人
们只要一说起它，就会自然而然地
联想到与之相对应的城市。专家和
委员的发言，重点围绕河姆渡、天
一阁、海丝文化等具有宁波辨识度
的文化地标展开。

写进中学课本的河姆渡遗址，
是宁波知名度最高的文化遗存之
一。河姆渡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瑰
宝，其发掘研究和保护利用，对厘
清长江下游人类文明的发展脉络，
不断进行解读、还原和传承具有重
要意义。省第十五次党代会报告也
提到“河姆渡大遗址群的保护利
用”。

陈长锋委员来自余姚，他说，
目前，河姆渡文化保护利用先后被
列入国家“十四五”重大遗址项

目、省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四
五”规划、省旅游发展“十四五”
规划，以及宁波余姚两级“十四五”
规划纲要。但陈长锋委员在调研中
发现，虽然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
园总体规划已通过省级专家评审，
考古调查、价值研究、展示推介等工
作逐步推进，但仍存在机构规格、要
素保障、基因解码等瓶颈，导致遗址
公园各类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要以建设河姆渡国家考古遗
址公园和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为目标
定位，优化顶层设计和项目布局，
统筹推进相关工作。”他建议，从
综合打造城市文化地标的高度，由
宁波市级层面统筹包装立项和推进
实施河姆渡文化大遗址群的建设，

“将河姆渡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
作为翠屏山中央公园建设的重要节

点，优化顶层设计和项目布局。井
头山遗址展示馆以及宁波市党代会
提出的‘建设河姆渡—井头山史前
文化中心’等项目，整合傅家山、鱼
山、大榭、下王渡、何家等史前文化
遗址，建造河姆渡博物院（宁波市史
前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包括陈列、
专题展厅、文物库房和考古实验室
等核心功能，作为宁波市史前文物
保护研究中心兼国家重点区域考古
标 本 库 房 ，并 争 取 列 入 省 重 点 项
目。”

宁波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的始发港之一，海丝文化是我市重
要的文化遗产。“要加大海丝史迹保
护和申遗力度。”严辉委员是镇海口
海防历史纪念馆馆长，她着重建议
加快“宁波市海丝史迹保护立法研
究”，推进海丝史迹保护利用地方法

律法规制定，不断明确海丝史迹的
保护原则和管理机制，从而规范保
护管理工作，细化海丝申遗工作，使
史迹保护利用更具操作性。

目前，天一阁南馆的建设正在
推进中。正在筹建河海博物馆的天
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张亮结合工作实
际提出，文化地标具有丰富内涵，
应由专业主体来推进，文化地标的
建设落地需要开展内容的前期研
究，在建设之初就定性定位定内
容。张亮说，“在建筑设计的同时
甚至更早前，明确这座文化场馆在
专业领域和城市形象中的定位，明
确其未来所要承担的文化功能，博
物馆还需要提前完成展陈规划、遗
产价值研究、未来两到三年的文物
征集计划、开馆后两年内的临展计
划，形成一系列前期成果。”

建设文化标识成果 彰显城市文化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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