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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陈 冲 通讯员 吕佳银 董 瑞 吴 帅

2020年4月，宁波推出了《宁波市全

民阅读促进条例》，成为浙江全省第一

个、全国走在前列的以立法形式促进全

民阅读的城市。但对标文化强市建设

目标，与国际阅读领先城市相比，在阅

读量、读书氛围等方面仍有不少的差

距。宁海是“天下读书种子”方

孝孺的故乡，历来重视全民

阅读工作，已经成功举办

12 届方孝孺读书节，入

选国家书香城市，获评

省学习型城 市 ，在 宁

海全县范围营造了浓

厚的读书氛围，有力呵

护“ 读 书 种 子 ”健 康 成

长，形成了具有宁海标识

度的全民阅读品牌，助力书香

甬城建设。

“以良书促善治，以优秀文化浸润

人心。方孝孺读书文化不仅是对全民

阅读的号召，更能以此来提升人们的阅

读境界，进一步陶冶情操，传播正能量，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打造书香家

庭和书香社会。”陈晓燕说。

陈晓燕建议，要积极打造方孝孺

“读书种子”全民阅读活动品牌。建议

宁波市委宣传部、宁波市文化广电旅游

局等部门组织专家、学者全面研究方孝

孺，深入挖掘方孝孺读书文化，讲好方

孝孺故事。在 2025 年“宁波读书

月”活动中开展方孝孺读书

系列活动，在不同地区、

不同城市，策划不同形

式、不同内容的大型本

地化阅读活动，打造在

地性、多元化、丰富活

泼的“读书种子”全民

阅读品牌。借鉴其他国

家和地区开展全年龄段阅

读指导工程，组建方孝孺阅读

导师团，让每个年龄段的人群都能有书

读、爱读书、读好书。在校内开展“读书

种子”培育活动，重点保障农村留守儿

童、贫困家庭儿童、孤残儿童等群体的

基本阅读需求，增加校内图书的数量和

质量，进一步加强校园阅读氛围。

宁波两会开幕

代表委员纷纷热议推进文化高品质供给
促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地方两会议“文旅”地方两会议“文旅”

1 月 7 日、1 月 8 日，宁波市政协十六届四次会议、宁波市十六

届人大五次会议相继开幕，本周宁波正式进入“两会时间”。

今年宁波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5年宁波将推进文化高品

质供给，加快文化项目建设。如何让融合发展“演艺经济”成为城

市发展新增长极？如何以以现代方式宣传“梁祝文化”提升宁波

城市文化影响力？在宁波乡村怎么打造“邻里式业态共同体”？

如何进一步弘扬方孝孺读书文化深化书香甬城？

就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宁波市政协委员、宁波市演艺

集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林红，宁波市政协委员、民盟盟

员、镇海口海防历史纪念馆馆长严辉，宁波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

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丛志强，宁波市人大代表、宁海县中心幼儿园

党支部书记、园长陈晓燕。

让融合发展“演艺经济”成为新增长极让融合发展“演艺经济”成为新增长极

演艺经济是通过各类演艺活动以及

衍生行业所形成产业链的活动总和，是

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民生产

业和幸福产业的创新领域之一。近年

来，各类演艺活动，特别是音乐剧、脱口

秀、沉浸式戏剧等新兴演艺形式

快速崛起，为城市更新和消

费集聚带来新的增长点。

目前，宁波舞台艺

术精品纷呈，已出现一

批较强引领示范效应

的演艺项目。如舞剧

《花木兰》《东方大港》在

全国乃至出海巡演的过

程中圈粉无数，成为吸引

各方观众的口碑作品。新演

艺赋能空间流量，“入戏”品牌系列沉

浸式剧目不断出新，“渔光之城”滨海场

景演艺秀项目入选第三批省级旅游演艺

集聚区精品项目。演唱会热度持续加

码，2024 年以来，宁波共举办陈奕迅等

明星大型演唱会30场，共吸引观众超30
万人次，其中外地游客占比超60%，综合

拉动市场消费乘数效应超 30 亿元。宁

波文化演艺行业对城市发展的辐射带动

作用不断显现，全面促进文旅市场活起

来、热起来、火起来。但与上海、杭州、西

安等比较，我市仍存在明显差距，需要寻

找新的创新点和突破点。

林红建议，发挥演艺经济对宁

波全市主要行业的辐射与赋

能作用，抢占线下演出高

地，优化演艺市场营商环

境，引入或培育高端演

艺经纪机构，大力引进

海内外热门剧目，持续

推动大型演唱会落地，

让“跟着演出去旅行”成

为宁波文旅“新爆点”。以

“演艺+”打造沉浸式、场景化

的文旅融合新产品，围绕各类演艺活

动推出关联性强、粘度高的系列消费新

场景，推出针对戏迷、剧迷、歌迷等的涵

盖吃住行游购娱的优惠活动，开展“一票

多享”、“一演多场”促销活动；精心布局

演艺空间周边多元消费业态，切实构建

景点、酒店、餐饮、购物、赛事等演艺消费

链，充分释放演艺经济的溢出效应。

以现代方式宣传“梁祝文化”提升影响力以现代方式宣传“梁祝文化”提升影响力

宁波和杭州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各自拥有独特的文化资源和传说故

事。其中，梁祝传说和白蛇传是中国四

大民间传说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广泛的影响力。2006 年，宁波市“梁

祝传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名录。然而，近年

来，杭州在白蛇文化的推

广上取得了显著成效，

通过动漫电影、文创产

品、cosplay 等形式，成

功吸引了大量游客和

年轻观众。相比之下，

宁波虽然在梁祝文化的

传承和推广上也有一定的

成就，但在现代化宣传和城

市文化影响力提升方面却显得相

对滞后。宁波在梁祝文化的宣传上主要

依赖传统的文艺演出和节庆活动，缺乏

创新和现代化的传播手段。

严辉建议，多元化宣传方式，利用

短视频、直播、虚拟现实（VR）等新兴

技术，制作梁祝传说的数字化内容，吸

引年轻观众。将梁祝文化与宁波的历

史名胜、自然景观相结合，打造文化旅

游线路。如可在梁祝文化公园内设置

互动体验区、主题餐厅、纪念品商店

等，增强游客的参与感和体验感。举

办以梁祝传说为主题的国际文化

节、婚俗展览等，邀请国内外

游 客 参 与 。 通 过 这 些 活

动，展示宁波独特的文

化 魅 力 和 城 市 精 神 。

甚至在每年的宁波新

春 音 乐 会 ，可 以 像 维

也纳新春音乐会演奏

《拉 德 斯 基 进 行 曲》一

样，演奏《梁祝》作为地方

经典庆祝保留曲目。

严辉表示，制定系统的梁祝文

化发展规划，明确发展目标和路径。成

立专门的文化推广机构，负责梁祝文化

的整体策划和推广工作。通过举办国际

性的文化交流活动、出版权威性的学术

著作等方式，塑造宁波“梁祝文化之都”

的城市品牌。

打造“邻里式业态共同体”助力乡村文化大发展

近年来，宁波市乡村文化发展取得瞩

目成绩，宁波市委宣传部持续推进人文

乡村建设，深入推进文化特派员制度和乡

村文化产业主理人计划等。同时，内生力

量弱、文化造血弱、持续发展弱的“三弱”

困境仍是阻碍宁波市乡村文化大发展

和缩小“三大差距”的绊脚石。

“远亲不如近邻！宁波

乡村纾困，需要聚焦村民

内生力量的激发。”丛志

强认为，纾困需要聚焦

村 民 内 生 力 量 的 激

发，重视文化的人文价

值与经济价值的共生

共荣，创建乡村文化的

产业化发展、在地村民的

主体性培育、社会力量的共创

式参与、专业运营的市场化助力“四者”

融合推进的新模式。

丛 志 强 表 示 ，“ 邻 里 式 业 态 共 同

体”，是社会业态与村民业态在同一个

乡村文化大院做邻居，齐创业、共发

展。“邻里式业态共同体”，便是将闲置

宅院盘活、乡村文化创新、社会人才引

进和村民主体培育等进行结构性整合，

在废宅整合创建实施空间、引育并举组

建产业主体、文化统领塑造品牌特质、

企民合力开展联合运营等方面，持续发

力。要全力培育村民创业，也要积极招

引社会业态。借助“文化+百业”

引导村民经营文化业态，为

乡村文化大发展培育扎

得牢根、留得住心的内

生力量。

“社会业态的引入，不

仅能补齐村民的短板，

更能为村民树立‘身边’

的空间利用和业态内容

的双重示范，为村民业态

提供游客流量、推广流量的支

持及套餐式、推荐式、建议式等精准帮

扶。”丛志强说，宁波的一些乡镇街道加

紧排摸各行政村相对连片的闲置宅院，

作为“邻里式业态共同体”的创建对象，

建立项目库，并建立项目投建竞争机

制，实施招商运营前置行动。

弘扬方孝孺读书文化助力书香甬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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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会现场 浙江日报 记者 贺元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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