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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印象中，宁波的文化地标有哪些？
老百姓关心的新的文化地标建设进展如何？推
进项目，遇到难题又该如何破解？7月8日，市
政协举行“请你来协商”暨政协委员月谈会，围
绕“高标准建设新时代宁波文化地标”主题，组
织委员与有关部门进行专题协商。

如何高标准建设

新时代
宁波文化地标
这场恳谈交流会
金点子、好创意
层出不穷

宁波已经建成的一批
文化地标。(资料图片）

记者 张培坚 摄

9位委员和专家从加快推动重大
文化地标项目落地建设、优化文化地
标规划布局、文化遗址群保护、文化
项目申遗、艺术与数字赋能等方面，
提出意见建议。

民盟宁波市委会秘书长华汉芬
说，多年来，宁波持续推进重大文化
设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回望
这几年，全市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占
财政支出比例则逐年下降，从2016年
的2.38%，下降到2019年的1.97%，
尽管2021年有所提升，达到2.27%，
但仍不能达到2016年的投入水平。
即使加上奥体中心、亚帆中心等亚运
配套场馆建设，全市文化体育与传媒
支出绝对值从29.1亿元增加到39亿
元，年均增幅2.0%（2016—2021），但
远低于同期全市财政支出4.2%的平
均增幅。

她建议，要多管齐下加快重大文
化地标项目落地建设，充分调动政府
职能部门文化建设的主力作用，统筹
各方力量，形成强势推动文化设施建
设的良好局面。同时，要逐步提高文
化支出占财政支出比例，设立各类扶
持建设专项资金；实行更加有效的人
才政策，吸引各类优秀人才汇聚集聚。

市社科院文化所副所长张英认
为，应该着眼重点区块，形成文化地标
集群。其一，沿“三江六岸”有序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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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
湖-月湖-东钱湖文化带。将三个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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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
以串联宋韵文化资源，形成宁波宋韵
文化轴线。其三，千里滨海生态长
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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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屏山区块。深
入挖掘文化基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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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一阁博物院副院长张亮发言
时说，文化地标必须由专业的主体来
推进，而文化地标的真正落地，必须
定性定位定内容。他举例说，市场上
有大量的“货架产品”随时可供选用，
但是文化项目、文化地标绝非如此。
以博物馆为例，不同的博物馆藏品结
构、主题定位都不相同，而不同的藏
品情况、主题定位又决定了建筑形
态、功能配置、展陈体系的设定。

谈及正在筹建的河海博物馆，张
亮说，运河类、海丝类的主题展馆目
前全国并不多。在定性定位定内容
方面，也有很多具体工作要开展，具
体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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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过程中的
标识与色彩系统（VI）等，形成一系列
前期成果，这都需要花时间、花精力、
花经费去开展调研。

记者 施代伟 通讯员 项烨

会上，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局长詹
荣胜通报了我市城市文化地标建设
相关情况。据介绍，近年来，宁波依
托城市历史禀赋和独特资源，持续推
进城市文化建设，擦亮城市文化名
片，初步打造形成了一批具有较高标
识度和较大影响力的城市文化地标。

井头山、河姆渡、上林湖越窑等
一批重要考古发现，为探索地域文明
起源、打造文旅融合范例作出了卓越
贡献；“运河出海口”“海丝始发港”这
两张金名片为宁波进入国家“一带一
路”发展布局谋得了重要一席；传承
450余年的天一阁和“耕读传家、诗
书继世”的优秀传统，铸就了宁波“浙
东邹鲁”“院士之乡”的美誉……这些
丰厚优质的文化遗产，凝练成了宁波
城市精神，也转化成为宁波城市有形
或无形的文化地标。

这些年，宁波的公共文化服务设
施更加完善。我市在全国率先提出
打造“15分钟文化圈”，逐步建立起
四级公共文化设施网络，“三江文化
长廊”已初具规模。美术馆、图书馆、
博物馆、剧院场所等逐渐成为城乡市
民身边的文化“打卡地”。

中国开渔节（象山）、中国开游节
（宁海）等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特
色节庆品牌，以及一批优秀文艺精品
力作，不断扩大了城市对外影响，成
为新时代宁波的重要文化标识。

会上，市文广旅游局就接下来的
工作计划进行了梳理。据介绍，未来
几年，宁波将继续根植文化，蓄力创
新，努力打造出系列富有生命力的城
市文化地标。

其中三江文化长廊建设工程、翠
屏山片区文旅提升工程、千年罗城复
兴工程、最美海岸带建设工程、诗路
精品线提升工程等城市文旅提质项
目，将为宁波打造场景突出的文化标
志区。

围绕“书香”文化、“海洋”文化、
“史前”文化标签，将加快推进重大文
化设施建设，打造独具辨识的城市文
化地标。全力推进天一阁博物院南
馆建设工作；依托世界文化遗产中国
大运河（庆安会馆），高标准建设河海
博物馆；高起点创建河姆渡国家遗址
考古公园，推动河姆渡-井头山遗址
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在推进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
方面，打造出市民身边的文化地标。
将“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作为基
层公共文化设施网络的重要节点；实
施新型文化空间“十百千”工程，打造
10个示范性创意文化空间；建设100
个新空间；建设1000个“嵌入式”文化
“微”空间。此外还将高起点推动

艺术振兴乡村，培育100个乡
村网红艺术景点、建设
100家乡村博物馆等，

让“艺术赋能乡村”
成为老百姓“共
富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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