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根与魂。
宁波，一座文脉浩荡、底蕴深厚的国

家历史文化名城，拥有 8000 多年的文明
史，海洋文化、阳明文化、藏书文化、宗
教文化、商帮文化、慈孝文化等在全国乃
至全世界都有较大影响力。

昨天，市委文化工作会议暨打造全国
文明典范之都推进大会召开，为宁波未来
文化工作把握新方位、擘画新蓝图。推动

港城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彰显文明典范新
风采新担当，成为全市上下的共识。

会议提出，到 2026 年，“两个维护”
全面扎根，人民思想自觉、文化自信显著
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社
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充分迸发，基本建成更加开放、更富活
力、更显温度、更有影响力的全国文明典
范之都。

到2035年，市民文明素质和社会文明
程度达到新高度，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
质文明协调发展，全面形成以精神富有为
标志的文化发展新模式，全面构建以文化
力量推动社会进步的城市发展新格局，全
面建成全国文明典范之都。

会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与会者讲述了
自己的文化故事，总结了相关经验。我市
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坚定文

化自信、增强文化自觉、强化文化担当、
激发文化创造，在守正创新中开拓文化发
展的新境界。

文化凝聚力量，典范引领未来。全市
上下锚定建设全国文明典范之都的奋斗目
标，以文铸魂、以文化人、以文塑韵、以
文兴业，为奋力推进“两个先行”、加快
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注入强大文化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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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市委文化工作会议暨打造全国文明典
范之都推进大会召开。会议精神在我市宣传文化
系统和社科界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努
力成为建设新时代文化高地的排头兵，推动港城
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彰显文明典范新风采新担
当。

“这次大会吹响文化进军令，擂响了冲锋的
鼓点，宁波文艺界深受鼓舞，必将迎着鼓点坚定
地、充满自信地走下去。”市文联主席、党组书
记杨劲认为，首先，要发挥全市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加强“文艺两新”团结引
领，用好数字创新武器，为其创作搭建更高质量的平台和舞台。其次，出作品出人
才，力争创作一批符合宁波城市气质、具有辨识度和影响力的精品。第三，要扛起
文化惠民的责任，在“艺术乡建”、“一人一艺”普及、农村文化礼堂、十五分钟文
化圈建设等大场景中贡献文联力量。

“这次会议富有开创性，将文化发展提升到宁波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同时对
打造全国文明典范之都进行部署，谋划了一大批支撑性文化项目，把文化发展变成
全社会的行动，意义非同寻常。”市社科院 （市社科联） 院长 （主席）、党组书记傅
晓表示，市社科院将推进“古、今、人、文”为主题的宁波文化研究工程，打造党
的创新理论研究高地，加强现代港城文化内涵研究，促进地方优秀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

“我们将继续创作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加快推进新演艺中心建设，将
‘宁波演艺’打造成为近悦远来的亮丽名片。”宁波市演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林
红表示，市演艺集团将进一步打造舞台艺术精品生产高地，重点推出 《东方大港》
等一批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创新演绎形式、打造新空间，持续推出以“入戏”品
牌为核心的沉浸式演艺文旅剧场；推动传统戏剧的创新性发展，形成宁波舞台艺术
的多样性矩阵；优化产业布局结构，推进“演艺+”的数字文旅模式。

“会议提到高水平建设天一阁博物院南馆，加强文物的保护和利用，活态传承
藏书文化等内容，我们深受鼓舞，也对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和信心。”天一阁博物
院院长庄立臻表示，天一阁要做好“优、高、低、深、广”五个方面的文章，高水
平建设天一阁南馆，不断强化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致力于文化的广泛传播，让更多
人感受文化的魅力，并一起加入传承保护传统文化的队伍中来。

宁波市文化馆党总支副书记、副馆长孔燕表示，宁波市文化馆新馆被列入重大
文化设施建设项目，令他们倍感振奋。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一支生力军，市文化馆
始终坚持创新引领、示范担当。接下来，他们将以“一人一艺”八大计划的推进实
施为抓手，着力在促进地方立法、推进数字化改革、实施乡村计划、完善标准体

系、拓展新
型空间等方
面 出 创 意 、
出成效、出
样 板 。 同
时，高质量
创新提升文
艺精品、品
牌团队、非
遗传承保护
等传统优势
项目，在建
设现代化滨
海大都市和
共同富裕先
行市中彰显
文化活力。

会议精神在宣传文化系统和社科界引起热烈反响——

争当建设新时代
文化高地排头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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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丰实业是中国演艺装备第一股、集文体旅创新科技和服务于一体的整体解决方案提供

商。我们有幸参与了宁波文化广场大剧院、宁波大剧院、奥体中心等我市重大文体设施建

设，还为央视春晚、G20、建党百年《伟大征程》、北京冬奥会等国家重大活动提供核心产品

与服务，运营超过10个文化中心，打造了全球3000多个经典文体旅项目。

30多年来，大丰始终坚持以文体旅核心科技产品集成供应为中心，创意设计和运营等文

体旅赋能服务为两大支撑，重点做好“四个依托”：一是依托文体旅业态融合发展的专业经

验，为全面提升城市形象品质、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推进重大文化项目实施提供智力支

持；二是依托业内最硬核的产品技术、建设交付能力以及最完备的维保服务，高标准建设城

市泛文体旅场馆，保障现代化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构建，助推高品质公共文化供给；三是依托

业内唯一集策划、设计、创作、投资、智造、建设及运营于一体的全链条服务能力，真正打

通内容和载体、供给和需求之间的连接，创新委外模式，活化城市各类资源，实现各业态融

合共生；四是依托公司丰富的实践场景，打造“文体旅+科技”的应用高地，助力城市科技智

造能级提升。

为推进全域文化繁荣全民精神富有贡献大丰力量
市委宣传部迅速行动，积极构建新格局、拓展新渠道、展示新形象，努力打造内外网宣融通、真实

立体可感的对外传播新态势，通过城市形象软实力促进城市发展竞争力，通过营造良好舆论环境促进城

市优质营商环境，全力提升“滨海宁波”的辨识度、能见度和美誉度。

构建新格局，增强“滨海宁波”辨识度，就是全方位强化“滨海宁波”城市个性特征。第二届中国

—中东欧国家博览会吸引了 156家中外媒体来访，“滨海宁波、扬帆世界”融媒传播行动触达人群超 2.2

亿人次。

拓展新渠道，提高“滨海宁波”能见度，就是提升宁波在各级各类媒体上的曝光率，打响城市对外

传播组合拳。甬派、宁聚、甬上三大客户端总用户近 700 万，新闻发布绩效全省第一，打造以“Insight

Ningbo”为龙头的海外社交媒体矩阵，培育了25家国际人文交流基地。

展现新形象，提升“滨海宁波”美誉度，增强媒体和公众对宁波的好感度，努力展现更加全面、更

加立体的“滨海宁波”新图景。上半年，中央、省级主流媒体刊播涉甬报道 8650篇 （条），同比增长近

三成；组织舞剧 《花木兰》、话剧 《守护》 和宁波交响乐团全国巡演，用文化力量传播形象、传递价值、

打动人心。

为滨海大都市赢得舆论主动 为时代新画卷铺就人心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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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城市文化建设，文化项目初具规模，文化品

牌影响深远，文化服务日趋完善。聚焦“港产城文”融合发展，依托

“枕山滨海、拥江揽湖”文旅资源，以开局即冲刺的姿态谋划推进一批

富有宁波辨识度的文旅项目。

我们提出“北绘、东绣、南擎、西拓、中优”的文旅发展新布

局：北绘翠屏山“银心金角”，打造翠屏山中央公园“都市绿心”，构

建河姆渡—上林湖—慈城“文旅金三角”；东绣泛钱湖“碧湖蓝海”，

依托城市东部湖江山海自然景观，做强宋韵文化圈、福泉山生态片区

和滨海景观带；南擎滨海带“醉美港湾”，以沿海中线、南线提升工

程为主轴，建设北纬 30°最美海岸线；西拓四明山“秀丽诗路”，以

浙东唐诗之路、霞客古道为主脉，打造海上诗路启航地、浙东山水文

化胜地；中优三江六岸“珍珠文廊”，沿三江打造都市文化地标，展

现百里文化长廊风貌。

推动文化项目建设跨越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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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鄞州区不断擦亮全国首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示范区“金名片”，积极推进全省

首批公共文化服务现代化先行区 （县、市） 创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走出

一条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规范管理的鄞州路径。

一、坚持“硬件+软件”，做大公共文化服务平台。聚焦实体覆盖、政策引导，不断提

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体验感。大力扶持民办博物馆建设，提高“中国博物馆文化之乡”

美誉度，累计投入财政资金6000余万元，撬动社会资本近20亿元，建成民办博物馆美术馆

25座、占总数的 66%，平均每 4万多人就拥有一座博物馆。二、坚持“专业+业余”，壮大

公共文化服务主体。聚焦雅俗共赏、雅俗同化，多渠道丰富公共文化产品、壮大参与主

体。目前，拥有业余文体团队 2000余支、成员 5万余人，共获国家级奖项 8项、省级奖项

20项。壮大文化志愿服务团队，“天天文化志愿者协会”有23个分会、380多个小组、7800

多名注册成员，成为鄞州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力量。三、坚持“主办+共办”，放大公共文

化服务品牌。依托社会渠道和专业优势，探索走出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打造的

“鄞州路径”。

打造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鄞州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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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祝公园梁祝公园

热点

月湖月湖

宁波博物馆恐龙展宁波博物馆恐龙展

一“在宁波，感悟真
理伟力”实践解码工程

建设全国文明典范之都，首先
是红色根脉传承典范、精神富有引领
典范。

我市将深入实施理论铸魂、溯源、走心工程
和“在宁波，感悟真理伟力”实践解码工程，系统梳
理习近平总书记在宁波留下的红色印迹、光辉足
迹，深入研究阐释习近平总书记对宁波工作的重要指
示精神，形成一批有学理深度、学术厚度和宁波辨识度
的理论成果。建强市级重大理论宣传平台、新媒体理论宣
传矩阵，推出更多内容鲜活、通俗易懂的理论普及成果。

二 擦亮“最宁波”文化名片

宁波将突出活态传承，深入实施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加
强海丝文化、阳明文化、藏书文化、青瓷文化、商帮文化、慈孝
文化等地域特色文化的研究宣传，让“最宁波”的文化在海内外
有更大知名度和影响力。

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存保护体系，传承发展戏曲曲艺、民
间艺术、传统医药、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

三 百里三江文化长廊

宁波将升级打造百里三江文化长廊，突出“甬江科技创新、
姚江历史文化、奉化江都市活力”特色，让“三江六岸”成为宁
波最具辨识度和文化味的魅力休闲带、城市会客厅。

深入实施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深度挖掘南宋石刻、宝奎巷等
文化群落价值，打造慈湖、月湖、东钱湖“三湖宋韵文旅带”，形
成宁波宋韵文化主轴线、大圈层。

加快构建千里滨海生态走廊，实施一批重大滨海旅游项目，
推进象山港滨海旅游休闲区、前湾现代文旅产业集聚区、南湾海
洋旅游示范区等重点区块建设，打造北纬 30°最美海岸带。

四 翠屏山中央公园

宁波立足现代化滨海大都市空间总体布局，依托枕山滨海、
拥江揽湖的自然本底，沿着翠屏山—三江口—东钱湖—象山港主
脉络，科学安排文化功能片区，整体布局重大文化项目。

高起点规划建设翠屏山中央公园，整体提升以河姆渡、慈城
古县城、上林湖越窑遗址为基点的“金三角”区域，打造“中华
海洋文明起源地”的主要承载空间。

五 新时代文化地标建设

宁波大力实施新时代文化地标建设工程，高水平建设天一阁
博物院南馆、河姆渡博物院、河海博物馆、宁波博物院主馆、宁
波市文化馆新馆、宁波市新音乐厅等重大文化项目，加快建设
大运河 （宁波段） 国家文化公园和诗路文化带，绘就“千年古
韵、江南丝路、通达江海、运济天下”的文化图景。

六 海洋文明探源

宁波实施史前文化与海洋文明探源工程，
推进“海上丝绸之路·宁波史迹”保护管理
和联合申遗，加快推进“十四五”八大考
古计划，精心组织井头山遗址二期发掘，
实施渔山列岛等重点海域水下文化遗产资

源调查，推动“海洋文明探源”向实处求证、往深处拓展。
开展港城发展演变和海丝、海防、海岛遗存研究等重大课

题，构建海洋文明研究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

七 培育文旅新业态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宁波深入实施
文旅标志性 IP 和“金名片”培育工程，
着力抓好大运河诗路精品线和红色旅游示
范带建设，高品质打造一批千万级核心景
区和古城古镇古村等文旅精品，大力拓展
研学旅行、工业旅游、夜间旅游、海洋旅
游、运动休闲旅游、中医康养旅游等文旅

新业态，擦亮“顺着运河来看海、伴着
书香游宁波”城市旅游品牌，争创国家

文化和旅游消费示范城市，成为亚
洲重要的文化旅游目的地。

八 加快数字化布局

宁波大力实施文化产业“新势
力”成长计划，重点培育发展在线
演播、数字创意、数字新媒体、数
字艺术展示等新业态新模式，到
2026 年规上数字文化产业总产值
达到 500 亿元，形成 3 个以上数字

文化产业集聚区。
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公

共文化建设，完善落实公共文化设
施免费开放机制，大力推动公共文
化服务智能化、数字化，实现“群
众点单”与“政府供应”有效对

接，到 2026 年县级以上公共文化场
馆移动服务端服务覆盖率在 90%以上。

九 15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

宁波构建完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
心、所、站三级体系，着力解决“有中心、
缺实践”“硬件强、软件弱”等问题，真正

将其打造成为学习理论政策的学校、丰富
文化生活的舞台、倡导移风易俗的平台，到

2026 年建成新时代文明实践示范线 100 条，
15 分钟文明实践服务圈实现全覆盖。

深化志愿服务精准触达机制改革，着力
打造千支品牌化志愿服务组织、千个标准化
公共场所志愿服务站点，到 2026 年注册志

愿者超过 230 万人，让“随手志愿”成为甬城新风尚。

十 构建立体传播体系

宁波加快构建立体多样、融合发展的全媒体传播体系，更好
运用国际语言、群众语言、网络语言，全面展现现代化滨海大都
市的美好图景。

深化市级新型主流媒体和政务新媒体矩阵建设，聚力打造与
宁波城市地位相匹配的新型传播平台。大力实施“感知宁波”精
准传播工程，完善城市形象视觉符号体系。做大做强索非亚中国
文化中心、市级外宣平台和“Insight Ningbo”海外社交媒体矩
阵，加快提升国际传播能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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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热词
畅想港城文化新图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