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较大规模体育赛事，对一
座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会产生
积极影响。一方面，能完善公
共设施，提高城市建设水平，
展示城市形象，推动体育产业
发展，带动旅游、住宿、餐
饮、零售等一系列消费的增
长。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文化
交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精神文化需求，增强社会凝
聚力、向心力。

近年来，我县高度重视体
育工作，大力推进体育基础设
施建设，促进全民健身事业蓬
勃发展，但仍然存在场馆少、
人才匮乏、承办赛事能力不足
等问题。

我认为，宁海要积极承办
体育赛事，进一步点亮群众美
好生活、激发城市无限活力。

首先，在硬件上要加大建设力
度，对标赛事举办标准，提质
改造现有场馆，并在新建场馆
时要坚持办赛标准和赛后利用
相统一，注重与城市规划和城
市基础设施建设相结合，进而
拉伸城市发展空间，改善城市
面貌，提升群众体育普及水
平。其次，在软件上要加大培
育力度，积极引进和培育优秀
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等人
才，加强体育赛事运营管理人
才队伍建设，提高赛事运营的
专业化、科学化水平。最后，
要加强与上级和相关赛事组委
会的沟通协调，积极主动申报
相关赛事；另外，还要加大行
业监管力度，完善应急预案，
强化教育培训，确保赛事活动
安全、有序、精彩。

【代表名片】叶剑平 宁波润禾高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让体育为美好生活添彩

近年来，我县始终坚守延
续历史文脉、弘扬传统文化的
职责，高度重视方孝孺文化的
研究传承，通过组织实施“何
以缑城”文化探源工程，筹建
方孝孺文化研究会，设计打造
方孝孺碑林等有力措施，推动
先贤精神和价值操守的深刻认
同，全县上下正逐渐形成强大
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在研究传承的过程中，仍
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目前，
我县方孝孺纪念场馆、历史遗
迹较少，知名度不高。方孝孺
历史遗迹散落四处，未得到有
效保护，主题活动匮乏，辐射
面不广。

我认为，要协同共建，树
立全县一盘棋思想，构建起方

孝孺文化传播弘扬的协同机
制。在史迹的保护利用、基础
研究、展览展示、创意文化等
方面，制定共同议题、设置系
列项目、联推主题活动，形成
集群效应和联动效应。要合理
保护，致力于方孝孺史迹的依
法保护、规范管理、合理利
用，推动方孝孺史迹保护与艺
术振兴乡村、古镇古村保护、
生态建设、民生改善等协调推
进，成为人们共同的文化空
间，带动当地旅游、文化等产
业发展。要传承共享，致力于
激活方孝孺史迹的生命力，深
入挖掘其当代价值，充分展示
方孝孺文化所蕴含的人文精
神，让史迹和文献“活”起来。

【代表名片】娄开明 大佳何镇溪下王村村干部

启动方孝孺史迹保护工程 塑造宁海人文精神标识

基层文化建设是一项系统
的工程，涉及到文艺、科普、
体育、教育、娱乐等。近年
来，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乡镇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也
在不断提升，开始追求精神文
化富足。

我在走访调研时发现，不
少乡镇文化基础设施投入不
足，老旧资源利用率不高。因
此，要有组织、有规划、有监
督地提升现有老旧资源的利用
率，在促进乡镇经济发展的同
时，搞好乡镇精神文明建设，
改善乡镇百姓文化生活。

推进基层文化建设的大发
展、大繁荣，满足群众精神文
化生活需求，是当前一项十分
重要的工作，我建议，要不断
完善基层文化设施，织密镇、

村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通过建
设综合文化站、村综合文化服
务中心、文化广场、农家书屋
等，实现文化设施的全覆盖，
努力打造 15分钟文化圈。围绕
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这一目标，
我认为，乡镇的文化设施应以

“服务民生，服务基层，服务群
众”为导向，完善相应工作制
度和管理制度，经常性开展农
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让新
农村文化事业的发展成果，更
多地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同时，政府还应该优化公
共文化服务培育文化队伍，加
强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持续提
升群众的文化造血能力，让百
姓享有更加充实、更为丰富、
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

【代表名片】陈丽燕 宁波农邦农业机械有限公司人事经理

完善基层文化建设 繁荣乡村文化生活

宁海拥有深厚的历史文化
底蕴，拥有宁海平调、十里红
妆婚俗、泥金彩漆、前童元宵
行会、古戏台等许多富有地方
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蕴含
着丰富的文化价值。

作为一名“五匠之乡”从
事古戏台文化研究与创作的手
工艺人，我发现我县文化资源
过于分散，缺乏整合，存在着
单打独斗的情况，难以形成集
聚效应，不利于我县优秀地方
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建
议由政府部门牵头，进一步整
合资源，形成合力，按市场运
作模式共同搭建全县文化产业
发展新平台，推动宁海平调、
十里红妆婚俗、泥金彩漆、古
戏台等宁海优质本土文化产业
抱团发展，全面提升我县文化
产业知名度、美誉度和市场竞
争力。

宁海是全国仅有的两个
“中国古戏台文化之乡”之一，
现有古戏台 130 余座，是我县

一张靓丽的文化金名片。怎样
发挥好这一国字号文化品牌，
进一步保护和挖掘宁海古戏台
文化，并活化利用好古戏台文
化的价值，为宁海文化旅游增
光添彩，是亟需关注的事情。

我建议，成立专门的官方
或非官方研究团体，与高校及
研究机构合作，开展古戏台文
化的交流、研究和探讨，进一
步增强宁海古戏台的影响力。
发 挥 我 县 古 戏 台 的 资 源 优
势，把古戏台文化与乡村文
化、体育运动、学生研学和乡
村旅游进行深度融合，开发宁
海特色的古戏台乡村旅游线路
及创办文创、研学基地，进一
步增强文化产业发展质效。将
古戏台建造、平调艺术、泥金
彩漆、十里红妆等本土文化技
艺结合，打造集旅游、展示、
文化交流、手工体验等一体的
古戏台文化展示馆，进一步提
升我县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力。

【委员名片】葛招龙 宁波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宁海传统戏台建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加快文化振兴和优秀本土文化产业发展

文化振兴离不开文化传
承，乡土文化更是文化传承中
的重要一环。近年来，各个短
视频平台上不断涌现的地方文
化“爆款”，也是地方文明绵延
传承的生动见证。接稳传好乡
土文化传承的接力棒，不仅要
引起新时代社会大众的共鸣，
更要注重激发青少年对乡土文
化的了解、认同和热情，让青
少年收获更多乡土文化的滋
养，传承发扬好缑城人文精神。

乡情是漫长而又悠远的一
种情愫，建议将乡土、乡貌、
乡情等乡土文化融入日常教育
之中，对宁海学子从小进行爱
乡爱家的乡土文化教育。通过
了解家乡的历史沿革、自然地
理、风土人情、建设成就等，
让宁海学子记住相伴相随的这
一方天地。同时，可构建乡趣

十足的精品文化课程，在实践
中实施乡土教育，培养宁海学
子热爱家乡的情感。

乡土文化是学校得天独厚
的地域文化资源，乡土教育还
可与校园社会实践活动结合，
通过踏访城市或乡村地理，熟
悉区域市政道路、历史建筑、
重要节点等，引导学生重新发
现自己所居住的镇村、社区、
街巷的文化元素。将地方性知
识重新带到学生身边，对故乡
产生真切感情和心理认同。

乡土文化要代代守护、薪
火相传，从时光深处走来的乡
土文化，定能通过宁海新生代
的新见识、新视野开拓新的传
播格局，在城市发展、乡村振
兴、文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
用，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

【委员名片】林轩宇 县文化馆干部、县曲艺家协会副主席

打造乡土课堂 传承文化自信

文化是城市的软实力，近年
来，我县用“文化+”为高质量发
展积聚新动能，以文塑城，走出
了一条以文化引领城市高质量
发展的创新之路。

文化设施项目，是文化地标
的载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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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
我县投入 2.3亿元，建成十里红
妆文化园，并引入社会资本共同
打造全国最大的南宋红妆文化
产业园。为了进一步扩大十里
红妆影响力，希望相关部门可以
出台扶持政策，发挥南宋红妆文
化园主引擎作用，打造集文化展
示、婚嫁体验、观光娱乐、文创选
购于一体的文化综合体。

宁海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
厚，传统艺术作品和藏品资源丰

富，但文化艺术品展示交易市场
尚不完善，也未形成规模效应，
亟待政府加大规划引导力度。
我建议可以在跃龙山、老布厂
和老人武部废弃仓库等连片打
造全县文化艺术品展示交易市
场，将书画装裱、古玩藏品、
奇石根雕、文玩拍卖、玉石珠
宝等集聚经营，并构建文化艺
术品贸易全产业链服务体系，
积极推动我县文化资源向经济
资源有效转化。从长远来看，
专业的文化艺术品市场将会成
为宁海文化传承、发展的有效
载体，解决当前文化艺术界面
临的创新不足、市场萎靡、人
才青黄不接的困境，吸引青年
文创人才扎根宁海，推动全县
文化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委员名片】李和康 宁海县和峰堂根雕艺术品中心艺术总监

推动全县文化事业产业高质量发展

聚文化之力 铸发展之魂
——代表委员热议“文化振兴引领城市革新”

文化不仅是软实力，也是硬实力，不仅是支撑力，也是变革力，在现代化先行中有着重要地位。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不断繁荣文化事业产业，提升城市软实力。今年两会期间，县人大代表、县政协委员围绕打造乡土课堂、文体设施项目建设、提升现

代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等积极建言献策，以文铸魂、以文兴业，为推动宁海高质量发展凝聚精神力量。
（记者 章莉 周韵健 卓佳洋 胡琦 娄伟杰 陈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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