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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句章故城的宁波江北，从千

年古县城到百年老外滩，从港源城始

到三江汇流处，无不交织着历史的印

记与文化的沉淀。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两江北岸早

已植入开拓奋进基因的广袤大地上，

新生的江北区换新颜，乘着改革开放

的东风，铺展开一个又一个新画卷。

四十载峥嵘岁月，江北以文润

城，开启了文化创新发展新路径。千

年文脉与时代碰撞出的新火花，在江

北绽放出别样的魅力。如今，这里既

不缺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也不缺古

朴野趣的乡村风光，更不缺丰富多彩

的文化生活，在“润物细无声”中为群

众创造诗意生活，不断推进文化建设

的高质量发展。

三江汇流
流动的文化长河

江北因江得名，因江而兴。
如果将文化历史比喻成一条连接历

史和未来生生不息的河，那么踏进这条自
远古而来的河流，你会想起什么？

是 2500 年的建城史、1200 年的建县
史和 180 年的近代通商史；还是春秋的句
章古港、千年古县城慈城、江南第一古建
筑保国寺和中西融合的老外滩？

江北文化遗产底蕴深厚。
从春秋的句章古港到近代的三江口，

江北一直书写着“港源城始”的传奇。1844
年宁波开埠，由此开启了近代化的城市篇
章，三江口老外滩比上海外滩还早20年。

这里，千百年来繁盛不息，是城市最
早的港埠与宁波商帮起航地，涌现出严信
厚、朱葆三等近代风云人物，“至五口通商
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
财富日增”，成为宁波触摸世界文明的窗
口。

帆樯络绎，舳舻千里。运河文化和海
丝文化在此汇合，呈现出开放包容的格
局。斗转星移，今天的三江口老外滩依然
热闹，已成为古老与现代呼应的文艺新地
标。

飞檐翘角，灰砖白墙。地处姚江之畔
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慈城镇，始建于
唐朝开元年间，是江南地区保存较完整的
千年古县城。多年以来，当地秉承“修旧
如旧”的理念，对老城进行修缮保护。“千
年慈城”入选首批“浙江文化标识”培育项
目，以文化基因塑造 IP，打造彰显江北历
史底蕴的文化标识。

作为浙江省存世的 14 座著名藏书楼
之一的抱珠楼，是千百年来慈城乃至江北
耕读传承、文化鼎盛的佐证。作家冯骥才
是慈城冯氏后人，他说：“抱珠楼重启，对
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积极意
义。”如今，它焕发新生，成为江北利用历
史文化遗产的良好范本。

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座

城市深厚文化积淀的呈现。江北悠久的
历史繁衍了璀璨夺目的文化星河，孕育了
极为丰富的非遗资源。数据显示，江北现
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 5 项、
市级代表性项目 12 项、区级代表性项目
109 项。其中慈城水磨年糕手工制作技
艺、骨木镶嵌、泥金彩漆、半浦民间故事和
玉成窑紫砂制作技艺，最具地域文化特
色。

近年来，江北加快实现文化遗产创造
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不断厚植历史文化
底蕴——

实施文化基因解码转化利用计划，共
梳理筛查文化元素 400 余项，选取慈城、
老外滩等 20 项具有独特性、辨识度和产
业开发前景的文化元素开展文化基因解
码，并持续推进文化基因激活工程，打造
文旅深度融合的“动力引擎”。。

文化不是凝固的雕塑，而是流动的活
水。江北不断增强文化自觉，挖掘历史元
素，丰富文化意蕴，用文化为高质量发展
赋能。

以文塑城
共赴“诗与远方”

假如你来到江北，在街头巷尾走一
走，随时随地就能邂逅文化之美。

通过文化体制改革，供给足、品质高、
覆盖全的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之“网”

一步步铺就。宁波奥体中心、宁波大剧
院、宁波美术馆、江北区文化中心和全民
健身中心等重大文体设施和 47 家农村文
化礼堂相继投入使用；基础公共文化设施
实现城乡全覆盖，江北区图书馆新馆即将
落成、江北区少儿图书馆今年底开放；119
个“15 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圈出有品质
的文化生活。

江北新马路，是一个充满故事的地
方。始建于上世纪初、1931 年被改建成
宁波首条水泥马路的“新马路”，是宁波近
代历史的见证者：留存着历尽沧桑的百年
火车站——甬曹铁路宁波车站；仁济医院
旧址；散落在巷子间中西合璧的商帮大
宅，成为“石库门博物馆”⋯⋯新马路的两
侧，至今还保留着 20 多处文保单位和 10
多处宁波市第一批历史建筑。

一个旧街区在历史记忆中“活”起来，
并不容易。江北区相关负责人介绍，近年
来，该区在充分保留历史风貌和文化底蕴
的基础上，以活化利用推动老街新生，利用
街区保存较为完好的历史建筑，招引了多
个在国内有影响力的大师级文化项目入
驻。

在“旧”与“新”之间找到平衡后，新马
路街区“一炮而红”。一块普通树根，经过
大师的妙手，变身出海“渔民”，引来年轻
人组团报名体验根雕；一部火爆越剧，经
过大师的牵线，由名家一起献唱，全国老
少戏迷赶来同台过戏瘾；一座百年老宅，

经过大师的改造，成为艺术空间，游客专
门来这实现“一站式”看展走秀赏曲⋯⋯
这条一度被遗忘的老街再次火了。

“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
制”“建立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机制，健
全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机制”——

着眼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
江北将公共文化体系建设连续三年纳入
全区民生实事工程，从“送文化”到“种文
化”、从政府“买单”到百姓“点餐”，让百姓
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色香味形”俱全的
文化大餐。

为适应城乡居民的文化新期待、新需
求，江北建立和培育了诸如“和风惠民”文
化活动品牌、“北岸艺堂”艺术普及品牌和

“走读江北”全民阅读等品牌；慈城镇“慈
孝文化”、外滩街道“开放文化”、庄桥街道

“樟香文化”、洪塘街道“洪塘印象”等区域
特色文化品牌得到不断升华提质。

以文化人、以文惠民、以文兴业，用文
化新空间的“颜值”“气质”提高群众享受
丰富文化生活的“体验值”。江北正在创
新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以高质量
文化供给满足对“诗和远方”的向往。

在建设新型文化空间、助力优质文化
供给的实践中，江北依托有山有水、有城
有乡的自然风貌，积极引入国有企业、民
营企业、高校智库、艺术家群体、志愿者组
织等多种社会力量，打造贯穿全境、串珠
成链的“姚江文化长廊”，将老外滩街区、
宁波大剧院、姚江音乐公园、奥体中心等
优质文化资源“串珠成链”“连点成线”，直
达基层。沿线“周信芳戏剧艺术馆”“抱珠
楼”“微小娘时尚美学创新中心”“陈振濂
书学馆”等高品质、高颜值的文化场馆，都
将成为重要文化窗口。

文润江北气自华
宁波市江北区探索文化体制改革发展之路

仇 欢 吕晓莹

（图片由江北区委宣传部、江北区文化广
电旅游局提供）

从 1984 年到 2024 年，这是江北牢记
嘱托、接续奋斗、争先创优的四十周年，也
是江北区统一战线凝聚共识、汇聚合力、
守正创新的四十年。

四十年来，江北从宁波帮家园到同心
园，从“侨梦苑”到新生代企业家的崛起，
再到社区统战与轮值村主任制度的实施，
宁波市江北区以统战工作为笔，以思想引
领为墨，浓墨重彩地绘制出了一幅幅团结
奋进、共谋发展的壮丽画卷。

位于浙江前洋经济开发区的宁波“侨
梦苑”，如今已成为全国知名的华人华侨
创业创新热土。作为全国第 16 家、浙江
省内唯一的“侨梦苑”，其独特的魅力和优
越的投资环境吸引了众多海内外侨胞的
目光。几年间，“侨梦苑”已成功引进了
168 家侨资企业，累计吸引有效投资超过
60亿元人民币，为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注
入了强劲动力。

在宁波“侨梦苑”众多创业者中，有不

少是海归创业者。毕业于新加坡国立大
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张庆旗就是其中一
员。如今他和团队在母婴领域做得“风生
水起”，除了团队努力之外，这也离不开

“侨梦苑”的帮助。“宁波助企政策很好，很
多事都提前替我们考虑了。”张庆旗说。

宁波侨商会会长、康赛妮集团董事长
薛惊理，则是另一位以“侨”为桥，助力家
乡发展的典范。他的企业集群在宁波这
片热土上茁壮成长，不仅涵盖了高新技术
领域，更多次获得国家级荣誉。

一批又一批海外侨商纷至沓来，从远
航到归来，从“新生代”到“中生代”，以薛
惊理、张庆旗为例，他们与城市发展同频
共振，不断以“侨”为桥，发挥融通中外的
优势，搭建中国同世界交流的平台。

在社会治理和共同富裕的实践中，江
北统战成员同样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上午10点刚过，位于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
公有村的云湖爱心食堂早早飘起了饭菜

香，这个热气腾腾的爱心食堂，就是江北首
批“轮值村主任”参与推进的。今年 1 月，

江北区选聘了 8 名民营企业家、无党派人
士等，担任云湖四村的“村主任”。

“‘轮值村主任’实行聘任制，不占村
两委职数，不参与村日常内部事务，也不
在聘任期间领取任何报酬。”江北区委统
战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轮值村主任”通过
资本回流、项目回归、技术回乡、文化回
润、智力回哺的方式，活跃在乡村，不断探
索强村富民新路子。

达人村项目的成功落地，是统战成
员参与社会治理和经济发展的又一典
范。该项目由浙江达人旅业股份有限公
司牵头打造，通过“旅游+农业”的创新模
式 ，实 现 了 经 济 效 益 与 社 会 效 益 的 双
赢。达人村不仅美化了乡村环境，提升
了村民的生活质量，更通过农房租赁、分
红、就业等多种方式，为村民开辟了新的
增收渠道，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贡献
了统战力量。

回首四十年，江北统一战线的成就浓
墨重彩；展望未来，团结奋斗正当时。

同心北岸四十年
江北统战发挥桥梁纽带作用，谱写新章

竺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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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兴，则城域兴。
当前，江北正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机遇，在工业“二次开发”上先行
示范，在新兴产业发展上先声夺人，展现
出蓬勃的发展活力。

近年来，江北区聚焦产业不断推陈出
新，使都市工业激起了产业转型升级的层
层浪花，江北区新兴产业服务中心应运而
生。该中心负责统筹谋划好江北投创园

“二次开发”、新兴产业园开发建设等重要
工作，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迭代升级发
展空间，持续更新配套设施，扛起了江北
工业经济建设和转型升级的主战场担当。

其中，如何为工业企业和项目提供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破除“成长的烦恼”，是
江北区新兴产业服务中心推动工业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课题之一。据江北区
新兴产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江北
投创园自 2017 年实施工业“二次开发”，
通过企业自主开发、外部资源引入、优势
企业收购、国资回购开发、政府收储出让

等多措并举，打造了一批“工业上楼”的典
型与样板，例如柯力物联网大厦、金山智
造园等一批“二次开发”项目，加速产业链
企业集聚发展。

经过一系列促转型、优发展的组合
拳，江北投创园整体容积率从 0.8 提升至
1.01，总产值从 133 亿元上升至 257 亿元，
年均增长约10%，规上工业企业从67家增
长至 114 家，6 年累计完成固定资产投资
115.2 亿元。目前基本形成了高端汽车零
部件、智能装备、工业物联网和时尚创新四
大核心产业集群。其中，上市企业5家、国
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 2 家、市级制造业单
项冠军7家，总量约占全区的三分之一。

另一边，江北新兴产业园——这个规
划面积 5 平方公里的都市工业新高地已

初具雏形，正在加速释放发展的潜力和动
能。未来，这里将成为江北工业经济发展
的“新阵地”和“新引擎”。

位于江北新兴产业园的澳克莱空气
能热泵及智能研发生产基地项目正式开
工。该项目占地 27.3 亩，固定资产投资近
2 亿元。“随着企业效益的稳步增长，原来
的用地已经不能满足发展需要，新兴产业
园产业发展规划清晰、未来城市配套完善、
地理位置优越、科技创新活力十足，很符合
我们后续的发展定位，对企业的成长有促
进作用。”企业负责人朱超峰频频点赞。

眼下，江北新兴产业园聚焦“宁波·都
市智造谷”定位，确定“三步走”发展战略，
不断抢抓新型工业化新机遇——

一期智造引擎区将重点发展新一代

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高端医疗器械
等产业，利用孵化园及小微园培育一批中
小微科创型企业和创新型研发机构。

二期产业配套区将发展智能终端、智
能机器人和增材制造等细分产业，以及云
制造、工业元宇宙等新业态，配套部分产
业服务。

三期战略预留区将扩大产业空间，完
善产业链，导入高端医疗器械、健康科技、
智能科技、智能网联等，提升片区产业集
群发展能力。

种好梧桐树，引得凤凰来。“明年新兴
产业园计划供应工业用地约 300 亩，为江
北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腾挪出更多的空
间。”江北区新兴产业服务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

以“新”促兴 双“园”并进

江北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王妍妍 王越铭

第十五届全英高层次人才(宁波)创业大赛在“侨梦苑”举行

宁波三江口

江北投创园
（图片由江北区新兴产业服务中心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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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中国合唱节现场

（图片由江北区委统战部提供）（图片由江北区委统战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