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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 心 观 点

“宁波是我祖辈的故
土，也是我的家园，我
始终关注宁波的‘两个
文明’建设。”作为祖籍
宁波的学者，鲍宗豪长
期 关 注 支 持 宁 波 的 发
展。近日，记者专访了
鲍宗豪，从他跟踪关注
的“我们的家园”行动
出发，剖析寻找改进创
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
路径方法载体。

记者 徐丽敏

■“我们的家园”行动聚焦创
新，落实了改进创新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的新理念、新任
务、新要求，是追求城乡精
神文明建设的更高形态、更
高境界

■市民对城市文明建设有了新
价值诉求，从“物”的层
面，转而追求具有更高的身
心健康、审美情趣的精神生
活

■要动态系统评估“家园”的
美丽文明幸福水平，推动
“我们的家园”行动走深走
实，实现从“共建共治”向
“智建智享”升级

■通过数智化赋能，共创家园
场景、共享发展平台、共建
精神共富空间，让精神文明
建设更加可感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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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

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
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新
形势下，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创建
工作，您认为应该从哪儿破题？

鲍宗豪： 2023 年 ， 我 在
“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高层论坛”作主旨报告，
以“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发
展’逻辑”，阐释物质文明与精
神文明协调发展的中国式现代
化特征。中国式现代化的“文
明发展”逻辑，从根本上区别
于西方几百年来在物质经济领
域单纯追求“资本”增殖、无
限扩张，而导致贫富分化、种

族 冲 突 的 模 式 。 以 “ 两 个 文
明”协调发展为根本特征的中
国 式 现 代 化 ， 解 构 了 以 “ 资
本”为核心的“增长主义”逻
辑，破解了世界的“发展与现
代 化 ” 离 不 开 资 本 主 义 的 断
言，开启了人民至上、实现人
的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之路。

精 神 文 明 建 设 是 一 种 以
“文明发展”理念为指导，促进
“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理论和
实践范式。多年来，我们的精
神文明建设将“两个文明”协
调发展规范化、常态化、机制
化、制度化，实现了物质文明
与精神文明的双提升，促进了
经济增长与精神富足的有机融

合，培育了城市可持续发展的
“软实力”。

宁波是“六连冠”全国文
明城市，通过久久为功的精神
文明建设深耕细作，实现了城
乡环境与生活品质显著优化、
生态文明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
调推进。到过宁波的人，都可
以感受和体验“在宁波，看见
文明中国”的魅力。

新形势下，精神文明建设
面临群众需求多元化、城乡发
展不均衡、传统工作方式效能
不足等挑战，改进创新精神文
明创建工作势在必行，是城乡
融合、助力高质量发展、实现
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要求。

改进创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势在必行

鲍宗豪：持续追求
城乡精神文明建设的更高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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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宗豪教授，现任上海华夏社会
发展研究院院长，是文明与社会现代
化领域的知名专家。2016 年，鲍宗豪
作为首席专家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推动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
协调发展研究：10年来文明城市创建
的理论、实践与制度构建”。主持完成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6 项，出版 《当代
中国文明论——文明与文明城市的理
论研究》等22本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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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就在不久前，“我

们的家园”服务促进平台在
全市进行了一次深度调查，
访问人数 15254 人。结果显
示，居民对“我们的家园”
行动非常认可。您认为，这
背后的深层逻辑是什么？

鲍宗豪：宁 波 市 民 对
“ 我 们 的 家 园 ” 行 动 的 认
可，背后的深层逻辑有三：
一是反映了市民对以“我们
的家园”十大场景创新基层
精神文明创建路径、方式的
高度认可；二是市民不仅是

“我们的家园”建设的参与
者，而且是建设成效的体验
者、评价者，满意率高体现
了参与和体验评价的广度和
效度；三是反映了市民对宁
波以村社为重点，推动“洁
美小区”“美丽庭院”“美丽
街区”建设，改善城乡人居
环境的高度赞许。

当然，还要深入调查分
析，把握未被数据反映的“我
们的家园”行动的广泛需求、
潜在矛盾，以全面扎实有效推
进“我们的家园”行动。

记者：在这次调查中，
我们关注到一个非常有意思
的地方：居民对家园建设最

关注的是“邻里关系”，其
次是“文体活动”，以往最
受关注的“环境秩序”退居
第三位。对于这样的变化，
您有怎样的解读？

鲍宗豪：居民对家园建
设关注度的变化，反映了居
民新的需求、新的价值取向。

从数据可以看出，一是
“环境秩序”在具有“较高
文明发展水平”的宁波，已
不是主要的问题。宁波自打
造“席地而坐”城市客厅以
来，不仅重塑了城市公共空
间的洁净度，更通过制度创
新、技术升级和全民参与，
全面提升了城市公共环境、
村社环境品质和市民生活体
验感。

二是反映了市民对城市
文明建设的新价值诉求，期
待和睦的邻里关系为文明和
谐的生活注入新的“文明基
因”，市民追求具有更高的
身心健康、审美情趣的精神
生活。因此，政府的文化供给
不能停留于“有没有”“够不
够”，而是要向“好不好”“精
不精”“品位高不高”转变。
我已看到宁波相关部门正深
化“我们的家园”行动，满足
市民新的诉求，令人欣慰。

市民是“我们的家园”
建设成效的体验者、评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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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近年来，宁波改进

创新精神文明创建工作，创新
推出“我们的家园”行动，立
足全市城乡社区和村庄，从群
众最关心的身边事做起，打造
十大场景，激发居民的主人翁
意识，不断改善人居环境、提
升城乡品质、提高市民素质。
您认为，这样的探索，价值和
意义在哪儿？

鲍宗豪：“我们的家园”行
动聚焦创新，落实了新形势下
精神文明创建工作的新理念、
新任务、新要求，是追求城乡
精神文明建设的更高形态、更
高境界，这也是实现“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价值诉求的重要路径和方法。

近 年 来 ， 宁 波 创 新 推 出
“我们的家园”行动，以群众能
认知、能感受、能体验、能参
与的十大场景入手，激发群众
的主人翁意识，积极参与城乡
社区和村庄的美丽家园、文明

家园、幸福家园建设，其重要
价值和意义，可以用“两全一
高”来概括。

所谓“两全”，首先是在全
国首创了“全民”（全市社区和
村庄居民） 常态化参与精神文
明创建的目标、路径和方法，
即以全域打造美丽、文明、幸
福家园为目标，结合不同社区
和村庄实际，建设“家园红”

“家园美”“家园善”“家园礼”
“家园爱”“家园和”“家园安”
等 十 大 场 景 ， 通 过 “ 共 享 花
园”“共享楼道”等项目，以每
个居民 （村民） 能积极主动、
日常便捷参与为路径和方法，
引导市民从“旁观者”向“参
与者”转变，实现创建工作由

“ 单 一 ”“ 少 数 骨 干 ” 治 理 向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转变，形
成“人人参与、人人有责、人
人共享”的城市文明建设新格
局。

第二个“全”，是“全域”
文 明 创 建 工 作 从 理 念 走 向 实

践。“全域”文明创建工作从
“理念”转变为切实可行、切实
有效的“建设”和“实践”，经
历了近 10 年的探索。从宁波来
看：一是在 2015 年就贯彻落实

“全域”文明创建工作要求，强
调 文 明 创 建 向 农 村 拓 展 的 理
念，缩小城乡间的差距，确保
宁波人的幸福是“全域”的幸
福；二是宁波探索了基层全域
文明治理之路，包括城乡融合
式共生、党群对话式共商、主
体多元式共治、权力清单式共
管、事务契约式共建、成果普
惠式共享，有力推进了城乡文
明治理；三是宁波通过全域治
理，增强了城市的吸引力，体
现了“人民城市为人民”的宗
旨，实现了文明城市的共建共
享。当前，宁波以“我们的家
园”十大场景，深化“全域”
文明创建工作，又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促进城乡文明融合、城
乡文明治理、城乡文明和谐的
看得见、摸得着、可推广可复
制的“全域”文明建设工作模
式。

“一高”是指：“我们的家
园”行动及其场景打造在基层
社 区 和 村 庄 ， 但 它 是 “ 在 宁
波，看见文明中国”城市品牌
的具象化表达，是宁波城市的
海丝文化、阳明文化、藏书文
化、商帮文化、慈孝文化等文
化基因在村社日常生活场景的
体现。同时，“我们的家园”行
动是宁波人民在基层生产、生
活和交流交往实践中，所彰显
的和谐宜居、生态文明、崇德
向善的城市文明品质，传播的
是宁波人民追求美好家园生活
的精气神，形成的真善美的城
市 品 质 、 城 市 风 貌 、 社 会 风
尚。所以它上接“文明中国”
的“天线”，下连市民的日常生
活场景、交往场景、发展场景
和共享场景。

“我们的家园”行动可用“两全一高”来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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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我 们 的 家 园 ”

的核心是“共建共享”，如
何让精神文明创建更加可感
可及，依靠群众建设家园，
您有哪些意见和建议？

鲍宗豪：在数字化、智能
化时代，要重视以数智化助力

“我们的家园”建设。一是共
创家园场景。通过融入网络消
费场景、生产生活场景、社会
关系场景，深化拓展家园共
创、家园友好、家园关爱、家
园服务、家园共享等功能。二
是共享发展平台。围绕丰富服
务供给、打造服务群众精品项
目、延伸服务触角、推广数
字化服务手段，推动服务提
质增效，不断提高居民对家
园建设的归属感、获得感和幸
福感。三是共建“精神共富
空间”。通过优化文化阵地与
活动创新，推广“乡村德治20
条”、好人文化工程、“我陪
孩子读经典”等载体，践行

“浙风十礼”，促进“我们的
家园”精神共富空间构建。

记者：您是奉化人，宁
波也是您的家园。多年来，

您一直关注支持家乡宁波的
建设发展。您对宁波持续深
化“我们的家园”行动，有
哪些宝贵的建议？

鲍宗豪：宁波是我祖辈
的故土，也是我的家园，我
始 终 关 注 宁 波 的 “ 两 个 文
明”建设，为宁波在中国式
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
而欢欣鼓舞。

家园建设既要“塑形”，
更要“铸魂”，使美丽成为每
一个家园的“形”，文明幸福
成为每一个家园的“魂”。我
想，宁波可以以音乐、书画
等艺术形式助力村社家园建
设，打造“一家园一场景”，
实现“一家园一品质”，进而
汇聚起宁波美丽文明幸福家
园的“艺术大场景”。

同时，可选择部分村社
作为“我们的家园”监测点，
动态系统评估“我们的家园”
的美丽文明幸福水平，推动

“我们的家园”行动走深走
实，实现从“共建共治”向

“智建智享”升级，持续擦亮
“在宁波，看见文明中国”的
城市品牌。

家园建设既要“塑形”，更要“铸魂”

宁波城市风光宁波城市风光。。（（竺仕宝竺仕宝 王鹏王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