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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雨 崔一诺

A 明确东钱湖“一核
四区多点”宋韵文化圈基本
架构

完整的文化圈，由文化内核
和文化外圈组成。其中，文化外
圈不仅包括文化功能区，而且包
括若干个文化点。东钱湖宋韵文
化圈基本架构可以概括为“一核
四区多点”。通过打造东钱湖“一
核四区多点”宋韵文化圈，谋划
建设宋韵文化线、南宋特色街区
等一批点、线、面相结合的地标
性设施项目，让千年宋韵在东钱
湖“流动”起来。

一是确定“一核”：宋韵文化
内核 （宋韵文化中心、宋韵文化

走廊），从陶公岛穿过湖心堤到达
南 宋 石 刻 公 园 ， 沿 途 可 体 现 宋
宴、财智、画舫、湖泊、禅宗、
史氏、石刻等主要宋韵。

二是建好“四区”：宋韵文化
外圈，即韩岭“体验宋韵”雅生
活文化功能区、郭家峙“品味宋
韵 ” 智 生 活 文 化 功 能 区 、 莫 枝

“感悟宋韵”忆生活文化功能区、
下水“乐享宋韵”闲生活文化功
能区。

三是辐射“多点”：宋韵文化
辐射点，即艺术家村宋式美学文
化辐射点、二灵山宋式书院文化
辐射点、殷湾宋式民俗文化辐射
点、福泉山宋式茶道文化辐射点
等，以及历史上沉淀下来的“钱
湖十景”。

B 完善东钱湖“一核四
区多点”宋韵文化圈主要内
容

东钱湖“一核四区多点”宋
韵文化圈，以东钱湖为中心构建
宋 韵 文 化 走 廊 ， 完 善 东 吴 、 五
乡、姜山、横溪、塘溪等多个宋
韵特色节点的空间格局，整合海
曙 等 区 域 宋 韵 文 化 ， 打 造 全 省

“宋韵文化传世工程”样板。
一 是 打 造 一 个 宋 韵 文 化 内

核。东钱湖的宋韵文化主要体现
在史氏家族、南宋石刻、荆公治
水等，呈现以“家国情怀”为中
心的宋韵文化内核。宋韵文化中
心为一个立体概念，穿过湖心堤
贯通东钱湖，形成天然文化走廊。

二是建好四个宋韵文化功能
区。其一，韩岭“体验宋韵”雅
生活文化功能区。实景打造宋韵
名画图，推出活字印刷、木雕绘

画、滚印绘画等。创新“宋韵”
食 谱 推 广 ， 开 发 宋 宴 等 ， 推 出

“钱湖四宝”，让人们在品尝中感
受“宋韵”。其二，郭家峙“品味
宋韵”智生活文化功能区。在郭
家峙周围湖畔建成环湖宋韵文化
景观带，设立王安石、史浩、王
应麟、“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君
子 ” 等 名 人 雕 像 群 ，《三 字 经》

《耕织图》 等地标性雕塑，打造体
现宋韵“智生活、学术味、人文
性”的场所。其三，莫枝“感悟
宋韵”忆生活文化功能区。在陶
公岛－谷子湖、王安石广场策划

“岳王报国”“荆公治水”“宋韵钱
湖”“梦回南宋”等演艺秀。建设
宋韵文化集市，展现宋朝市集和
岳王庙的风采。其四，下水“乐
享宋韵”闲生活文化功能区。进
一步挖掘秘境等周边历史人文内
涵，推进下水官驿·理想村建设
和梨花岙宋韵风雅乡野综合体等
新型宋韵特色文旅项目。形成崇
尚宋式的建筑风格和家具风格的
风 尚 ， 打 造 宋 韵 特 色 酒 店 、 民
宿。挖掘蹴鞠投壶、游乐闻香等
宋韵体验活动，让人们在休闲中
体验浓郁的“宋韵”。

三是抓好若干宋韵文化辐射
点 。 其 一 ， 宋 式 美 学 文 化 辐 射
点 。 打 造 一 批 宋 韵 文 化 交 流 平
台、推出一批宋式美学展示体验
基地。其二，宋式书院文化辐射
点。借助韩岭美术馆、华茂美术
馆、宁波书画院等资源散点布局
各类书吧。其三，宋式民俗文化
辐射点。设立钱湖渔火节、钱湖
冬捕节，让人们感受渔家生活和
宋朝江南民俗文化。其四宋式茶
道文化辐射点。开展福泉山“福
泉品茗”宋式茶道展示及品茗，

推进福泉禅茶体验等新型宋韵特
色文旅项目。其五恢复“钱湖十
景”。对“钱湖十景”中现存的景
观加强保护，能恢复的尽可能修
复，无法恢复的根据史料设立纪
念石刻诗文无处可寻的则进行考
证。

C 健全东钱湖宋韵文
化挖掘保护研究传承提升
活化工作体系

以“建设文化型、生态型的
旅游度假区”为指引，健全东钱
湖宋韵文化挖掘保护研究传承提
升活化工作体系，把东钱湖建设
成为具有“国际范、宋朝韵、江
南味、时代感”、彰显宁波宋韵文
化的“新地标”“新符号”，为打
造深具宁波特色的宋韵文化工程
做试点、当标杆。

一 是 健 全 挖 掘 保 护 工 作 体
系，加强统筹规划。立足鄞州跳
出鄞州、立足文化高于文化，对
鄞州宋韵文化进行系统梳理、精
准定位以及国际化传播。

二 是 健 全 研 究 传 承 工 作 体
系，推进理论研究。推进宋韵文
化研究，向杭州等城市学习，构
建学术精品、普及读物、智库报
告有机联动的研究体系。

三 是 健 全 提 升 活 化 工 作 体
系，深挖文化内涵。推进宋韵文
化 活 化 ， 做 好 文 化 资 源 转 换 工
作 ， 做 好 王 安 石 治 水 、 史 氏 家
族、《三字经》 等的挖掘包装与研
发 推 广 ， 打 造 以 东 钱 湖 为 主 的

“ 三 湖 宋 韵 文 旅 带 ”“ 浙 东 官 塘
河”等综合性文化旅游线路。

（作者单位：宁波卫生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工业大学）

打造东钱湖
“一核四区多点”宋韵文化圈

吴 蔷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到地方考察调研时，多次专程前
往革命旧址、博物馆、纪念馆，瞻
仰革命文物、倾听历史回响，并多
次强调加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弘
扬革命文化，传承红色基因，是全
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宁波是一座富有光荣革命传统
和红色基因的城市，现有革命遗址
507 处，数量位居全省前列，时空分
布广泛，红色文化价值高，其中浙东
抗日根据地旧址群、樟村四明山烈
士陵园、张人亚学堂、大革命时期中
共宁波地委旧址纪念馆等一批在全
国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的革命遗址
与红色场馆，被列为国家和省级爱
国主义教育基地、党史教育基地。近
年来，宁波加大革命遗址的保护利
用力度，组织了红色资源普查，启动
了党史教育基地保护工程，颁布了

《宁波市革命遗址保护利用规定》，
开展了一系列红色基因保护传承活
动，红色宣教功能不断彰显，红色旅
游热日渐兴起；与此同时，还存在革
命遗址保护利用力度不够、保护状
况参差不齐、开发利用水平不高、红
色品牌效应不够突出等问题。在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高质量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背景下，如何盘活红
色资源，促使革命遗址和红色基因成
为助推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引
擎，需要深入思考与积极探索。

一、加强革命遗址保护，
守护好红色根脉

一是进一步加强革命遗址的普
查、修缮与维护工作，对尚未确认的
革命遗址及时查证史料，认定后纳
入保护名录，落实“一址一档”立碑
立牌保护制；二是加强革命遗址保
护和改造提升，将一些基础条件好、
保护价值高、影响力较大的革命遗
址，申报成国家与省市重点文保单
位、党史教育基地、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等；三是加强革命文物和现代化
发展物证征集，加大红色史料的挖
掘、阐释、整理和数字化运用的力
度，将重要的可移动革命文物申报
为国家和省级档案文献遗产名录，
使之成为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全面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和高质量建设共
同富裕示范区的生动教材。

二、有机衔接乡村振兴，
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一是将革命遗址的保护利用与
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和高质量发展建
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紧密结合，将红
色资源保护利用融入乡村振兴整体
规划；二是以“见人见物见精神”为
原则，结合乡村博物馆建设，激活本
土红色文化资源，完善与提升革命
遗址与红色场馆的参观预约、展示
展览、文物展示等综合功能，运用现
代思维和高科技手段，丰富革命文
物展示形式，讲好红色故事，打造一
批主题突出、特色鲜明、内涵丰富的
红色纪念场馆与展览展示精品；三
是结合乡村全域旅游发展与美丽乡

村建设，深挖红色资源内涵，大力开
发红色+研学、红色+休闲观光、红
色+农业、红色+民宿、红色+演艺、红
色+体育、红色+康养等多业态的文
旅产业集群，让红色基因融入旅游、
融入百姓生活，促进红色文化保护传
承与红色经济的深度融合发展。

三、统一谋篇布局，打造
一批红色文化名镇（村）

一是以“一镇（村）一主题”为原
则，结合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美丽乡
村建设、全域旅游示范区建设，挖掘
红色文化元素，确立红色主题，创新
红色场景建设，促进红色价值转换
与红色精神传承，在全市打造一批
红色文化名镇（村）；二是注重特色
渲染和亮点营造，将红色文化与当
地特色产业融为一体，探索“红色+
民俗”“红色+生态”“红色+古色”等
发展模式，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
壮大乡村产业，提升乡村知名度，打
造宜居宜业的红色文化生态特色
村；三是将红色文化名镇（村）建设
与爱国主义、党史学习教育有机结
合起来，构建一批农村基层党建特
色品牌，将一批红色名村打造成国
家与省级红色教育基地、3A 级以上
景区村与红色根脉打卡地。

四、立足于本土红色资
源，助力乡风文明创建

一是充分发挥本土革命遗址、
红色场馆的综合优势、影响力和感
召力，使其成为广大党员领导干部
学党史、以史鉴今、加强信仰教育
的重要阵地；二是利用农村文化礼
堂、乡村复兴少年宫、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与研学旅行基地等阵地，大
力开展乡风文明创建活动，使广大
农民自觉接受革命传统教育与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实现乡村振兴
和共同富裕汲取信仰力量；三是通
过文化墙、宣传海报、民间文艺、
红色电影、邀请老战士、红色故事
讲述等形式，将本土红色文化融入
乡风民俗与慈孝文化建设，大力倡
导弘扬新时代勤劳致富、邻里和
睦、尊老爱幼、扶困助弱等传统美
德以及婚事新办、喜事简办等新
风，形成继承革命传统、弘扬红色
文化的良好氛围。

五、加强红色文化推广
与弘扬，擦亮红色文化品牌

一是整合党史、档案、文博等力
量，结合文化基因解码工程，加强重
要历史事件和革命人物英雄人物、
历史遗迹、红色旅游等人化、物化和
可视化研究，特别是加强“浙东抗战
精神”“张人亚精神”等红色精神的
内涵价值与共同富裕、乡村振兴的
现实意义研究，使红色文化更加鲜
活和丰满、底蕴更加深厚、在全国更
有地位和影响；二是实施红色文化
金名片传播工程，利用主流媒体、城
市地标、旅游会展、移动社群等传播
渠道和方式，对宁波红色人物、红色
精神、红色故事进行立体式宣传，大
力推广宁波红色文化印记。【本文为
市哲社规划课题“宁波市革命遗址
保护利用综合评价与提升对策研
究”（G2022-2-87）成果】
（作者单位：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让革命遗址成为助推
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的新引擎

赵 畅

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阐述了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六
个坚持”，其中第三个就是“必须
坚持守正创新”，强调：“我们要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
的精神追求真理，坚持马克思主
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
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不动摇，紧跟时代步伐，
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
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
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
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
的事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
践。”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
颠 覆 性 错 误 ， 创 新 才 能 把 握 时
代、引领时代。只有坚持好、运
用 好 守 正 创 新 这 一 立 场 观 点 方
法，才能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
的中国特色，才能让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牢牢扎根。

“守正创新”，其基本要求就
在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以满腔
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判断是

否坚持“守正创新”，关键看能否坚
持做到这“三个以”，能否把“三个
以”作为干事创业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影响党
长期执政、国家长治久安、人民幸
福安康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党中央
审时度势、果敢抉择，锐意进取、攻
坚克难”，“攻克了许多长期没有解
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事关长远的
大事要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
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这正是中
国共产党人坚持“守正创新”的
伟大实践与成就。

强调要“以科学的态度对待
科学”，这是因为共产党人是唯物
论 者 ， 其 最 讲 科 学 ， 最 相 信 科
学，也最重视依科学规律决策、
按科学精神办事。回顾中国共产
党人的实践轨迹，哪怕遭遇过失
败与挫折，但最终能够实现螺旋
式 进 步 和 发 展 ， 从 胜 利 走 向 胜
利，从辉煌走向辉煌，靠的正是

“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精
神，并将其具体落实到思想里、
制度中、行动上。比如，我们坚
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
劳动、尊重创造”，加快推进科技
自立自强，不断增加科技创新投

入 ， 一 些 关 键 核 心 技 术 实 现 突
破，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
重大科技成果迭出，正是“以科
学的态度对待科学”的具体体现。

“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
从本质上说，这是与“以科学的
态度对待科学”一脉相承的。真
理自然是客观存在的东西，谁也
不 能 否 认 ， 事 实 上 谁 也 否 认 不
了 。 真 理 不 与 领 导 者 的 位 子 高
低、权力大小成正比，而是与领
导者对待真理的观念、态度与行
为成正比。换言之，你愈敬畏真
理、尊重真理，愈“以真理的精
神追求真理”，离真理的距离就愈
近，就愈有可能找到真理，真理
也才会像高悬的明灯一样指引方
向，向着正确的目标前进。联系
中国共产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其实，就
是一个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
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
摇，而不断“追求真理、揭示真
理、笃行真理的过程”。

还必须看到，许多新生事物
中往往包孕着科学的元素，蕴含
着真理的因子，或许起初之时它

们 像 襁 褓 中 的 婴 儿 ， 还 比 较 稚
嫩、弱小，但这并不能够成为将
其随意否定以至一棍子打死的理
由，而是要坚持“以满腔热忱对
待一切新生事物”。尤其要在看准
的前提下，给予热情的关心和爱
护，以助其茁壮成长。比如，党
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城乡社
区治理体系，及时把矛盾纠纷化
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
要 求 ， 就 是 对 新 时 代 “ 枫 桥 经
验”的深化、拓展和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
报告中强调：“我们必须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
真务实，一切从实际出发，着眼
解决新时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不断回
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
问、时代之问，作出符合中国实
际和时代要求的正确回答。”为
此，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不仅
要从思想观念、情感立场上认同

“三个以”，更要从责任态度、躬
身入局上践行“三个以”，坚持做
到 “ 敢 于 说 前 人 没 有 说 过 的 新
话 ， 敢 于 干 前 人 没 有 干 过 的 事
情，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深刻把握新时代守正创新的基本要求

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日
前在杭州湾校区举行了校学术年
会之学术报告会暨“赋能区域教
育创新，贡献宁波智慧方案”学术
论坛，该论坛系市第九届社科学术
大会学术活动资助项目。

与会专家围绕“赋能区域教育
创新，贡献宁波智慧方案”主题，
按照宁波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师

范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就教师教
育、学前教育、教育教学、教育管
理、调查与研究、管理与服务等内
容作了深入研讨，旨在落实“幼有
所育”“浙有善育”“甬有优学”战
略，培养高质量学前教育人才，提
升服务社会的能力和影响力，为区
域教育改革创新提供浙江方案和宁
波路径。 （李磊明）

深入研讨区域教育创新

“宋韵九歌系列讲座”的今年
第一讲近日在院士公园宋韵·堇书
房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唐宋史研究
中心特聘研究员王申向大家分享了

《宋朝经济的基本驱动力》。讲座从
影视作品中的宋朝景象展开，描绘
了当时已经出现繁荣的街头商业，
又用史料、文物加以佐证，全方位
论证了宋朝街市贸易的发达、“市
场”的繁荣，并探寻了其内在的基
本驱动力，政府购买、专卖贸易等
因素共同影响了宋朝经济的演变与

发展，得以从经济角度看待、了解
宋韵文化。

宋韵九歌系列讲座由鄞州区委
宣传部指导，鄞州区文广旅体局、
鄞州区社科院 （联） 主办，鄞州区
图 书 馆 承 办 。 系 列 讲 座 将 围 绕

“人、文、风、物、制、经、禅、
艺、神”九大板块开展，邀请业内
研究专家，系统讲解宋韵文化的内
涵和故事，帮助听众从宋韵文化中
汲 取 人 生 哲 理 和 为 政 智 慧 。

（李磊明）

宋韵九歌系列讲座开讲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
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找到传统文化
和现代生活的连接点，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省委
文化工作会议提出，实
施“宋韵文化传世工
程”。市第十四次党代
会提出，精心打造东钱
湖宋韵文化圈。

“文化圈”最早由
文化人类学家莱奥·弗
罗贝纽斯提出，是指
一定区域内富于特征
的文化复合。二十世纪
八十年代，文化圈理论
传入国内。目前，全国
研究并实践文化圈比较
早、比较有影响的有伏
牛山文化圈、嵩山文化
圈、永定河文化圈，以
及上海相关文化圈等。
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
初，上海虹口率先提出
以鲁迅公园为轴心，以
多伦路一带名人故居、
文化遗址为内涵的“雅
文化圈”构想。目前，
上海虹桥等城区“文化
圈”兴起，标志着国际
大都市上海文化建设迈
出了坚实步伐。

东钱湖东钱湖··湖心堤湖心堤 （（李磊明李磊明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