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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思政课，许多人就会
蹦出一个词“高冷”，这或许是
曾经那些拿着教材文件照本宣
科的课堂给我们留下的印象。

把小的思政课堂融入大的
社会课堂，用好宁波地方资源，
讲好宁波历史故事，或许会让
思政课更“接地气”。

宁波的历史文化可以说为
思政课提供了地缘相近、发展
相依、人脉相亲的教学资源。
那么，如何把宁波的地方资源
融入思政课堂？我认为要处理
好“谁来讲、讲什么、怎么讲”三
个问题。

谁来讲？不仅需要教师
讲，更需要学生和其他主体讲，
通过双向的、多维的思维情感
激荡，真正激发学生的认同感
和感知力。

讲什么？宁波历史悠久，
8000年的井头山和7000年的河
姆渡见证了中华文明的起源。
而回望宁波城的发展轨迹，我
们可以讲一讲，从821年子城建
立到1844年正式开埠，宁波古
城在三江口屹立的1000多年的
古代史；从1844年开埠到1983
年撤销专署建宁波市，城市格
局延续了100多年的近现代史；
更可以讲一讲，从1983年至今，
不到40年的时光里，宁波城市

“多片争辉”的时代故事。
怎么讲？案例教学、现场

体验、线上互动，道路千万条，
学生第一条。无论采用何种形
式，把学生从课堂的静听者变
为参与者和阐释者，变被动为
主动，才能真正做到思政课的

“深入人心”。

把本地文化与思政教育相结合
宁波打造有故事、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政课

枯燥说教、脱离现实是很多人给思政课贴上的标
签。不空谈理论，不空讲概念，将一个个理论寓于身边的
案例中，打造有故事、有温度、有深度的思政课是每位思
政教师的追求。

有不少学者认为，“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动是一
次很好的爱国爱乡教育，更是一堂生动的思政实践课。
那么，未来，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怎么样把本地文化与
思政教育相结合？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建议。

课堂上，老师与学生；媒体
里，传播者和受众。两个不同的
场景，有形与无形，传播的内核是
一样的。思政，离不开时政。作
为“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动的
承办单位，《现代金报》一直把引
导青少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历
史观、价值观作为己任。所以，
《现代金报》2020年1月转型为教
育类媒体后，就开出了每周一期
的《时事课》栏目。

《现代金报》运用媒体新闻报
道的优势，在思政课的内容供给和
产品输出方面，蹚出一条属于宁波
特色之路。一方面，编辑部利用组

织起来的学校名师专家团，提前策
划并和宁波各学校思政名师沟通，
打造纸端课堂；另一方面，带着孩
子研学宁波，挖掘红色根脉、感受
传统文化、领略改革之变。

接下来，《现代金报》还将建设
教媒融合的甬城特色乡土教材读
本，带同学们在这里热爱祖国、感
恩家乡、胸怀天下。

希望这样的方式，在全国教育
系统思政课体系中，走出一条甬城
特色的教媒融合新路。上好思政
实践课，我们责无旁贷，我们始终
在路上。

记者 章萍 马亭亭

“我和宁波这座城”征文活
动是一次很好的爱国爱乡教
育，也是生动的思政实践课
程。对于广大学子了解宁波文
化，领悟宁波精神，感受宁波魅
力，从而增强宁波自信和荣誉
感，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挖掘、整合和弘扬地方优
秀传统文化是发展马克思主义
的必然选择。把地方文化融入
学校思政课，不仅有助于推进
马克思主义发展，还能充实思
政课教学内涵，提升思政课教
学效果。

一要挖掘和整理。全面和
深入挖掘地方红色根脉等优秀
传统文化资源，结合课程内容，
有机整合，做到“春风化雨”“润
物细无声”，做到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知行合一。精准挖掘
地方优秀文化典型，比如藏书
文化、港口文化、浙东文化和宁
波帮文化等，实现传统文化教
育要素与思政课内容的有机结
合，提高思政课的内涵。

二要科学结合。地方文化
与思政课的结合要做到水乳交

融。不是简单机械地把地方文
化放进课堂，而是根据思政课
教学大纲的教学要求，对挖掘
整理出的传统文化元素在教学
实践中进行再诠释。既要让地
方传统文化焕发新的生机，又
要丰富扩展思政课内容的深度
和广度，让优秀传统价值理念
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
会贯通起来。

三要形式多样。将地方
优秀传统文化价值融入思政
课，就要跳出思政课传统教学
模式，要打破时空限制，从课
堂组织、教学方式和方法与教
学内容整合等方面去探索，比
如，这次征文活动就是一个很
好的思政教育活动形式。

作为思政老师，我们要用
好地方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探
索创新思政课的内容、模式和
实践方式，以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方法去诠释地方传统文化
方式，促进青少年接受、理解
和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增强爱国爱乡的荣誉感并积
极践行。

地方文化融入思政课
要做到“三要”
张新光（宁波市新时代思想政治理论与实践研究基地研究员）

做好思政实践课，《现代金报》一直在路上

延伸阅读

用好宁波地方资源
让思政课更“接地气”
陈家晶（宁波市名师、四眼碶中学思政教师）

体验灰雕非遗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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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银行专栏

在公募基金行业快速发展的大背景
下，基金销售机构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
烈。特别是互联网基金销售渠道崛起，给
银行、券商等传统代销渠道带来挑战，银
行纷纷出招迎接变局。

2021年以来，宁波银行探索提升客
户体验的基金费率打折模式。一季度，
宁波银行对其定制的“宁”系列固收+基
金认购费率设置为 0.1 折，缓解首发固
收+基金前期持有体验较差的痛点。二
季度，宁波银行精选8只封闭式产品实
行申购手续费5折优惠，以减费让利引
导客户长期持有。8月，宁波银行精选
50只优质公募基金，开展“公募50”精品
1折购活动，产品包含全能型、赛道型、
固收+三类，覆盖科技、消费、医药、周
期、国防军工等主流板块，通过历史业绩
长期表现优异、风格均衡的全能型产品
与热点行业的赛道型产品相结合，为客
户提供更直观、丰富的选择。

8月 30日，中国证监会主席易会满
在基金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表
示，截至2021年7月底，公募基金管理资
产规模为23.5万亿元，其中权益类基金
产品数量和管理规模分别达5140只、7.7
万亿元。公募基金行业坚持持有人利益
优先，不断创新产品和服务，在回报投资
者、服务投资者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但
仍有较大改进空间。比如，基金赚钱、基
民不赚钱的问题时有发生。基金的资金
来源、期限结构和投资行为短期化特征
还较为明显等。

宁波银行通过建立基金评价体系，从
基金公司、基金经理、基金产品三个层面
出发，采取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
方式，研究基金或管理人投资策略和投资
行为的有效性及持续性，从全市场8000
多只公募基金选出历史中长期业绩优异、
风格稳定、穿越市场牛熊周期、在特定板
块上超额收益显著的基金经理与基金产
品，并由全行基金评审委员会统一评审，
严把产品质量关，帮助投资者完成基金前
期筛选，提升投资者基金持有体验，并通
过封闭式产品、基金定投等方式，提供理
财经理一对一持仓检视等服务，促进投资
者长期投资、合理投资。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布的数
据显示，截至2021年二季度末，基金销售
机构前100强合计的股票+混合公募基金
销售保有量、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保有量
分别达6.16万亿元、7.40万亿元，其中银
行占据基金代销行业半壁江山，分别达到
3.66万亿元、4.61万亿元。

在这份榜单中，宁波银行公募基金销
售保有规模排名第20位，是唯一一家进入
前二十名的城商行，其股票+混合公募基
金销售保有量、非货币市场公募基金销售
保有量分别为602亿元、688亿元。

（风险提示：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
慎。）

宁波银行推出费率优惠精选基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