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虞的“青春之城”建设是打造中国式
现代化的县域样本，着力从三个维度展开。

从目标维度看，建设“青春之城”就是提
供浙江省“勇当先行者、谱写新篇章”、绍兴

市“谱写新时代胆剑篇”的上虞方案。
从理论维度看，建设“青春之城”就

是要从县域层面统筹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建设的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

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以“青春
之城”建设为抓手，推动“八八战略”走深

走实。
从实践维度看，就是要探索走出一条

近百万人口的城市在都市圈、城市群大发
展的背景下，积极破解出生率、老龄化困局
以及资源要素制约、发展动能减弱、发展空

间受限等新的“成长的烦恼”，加快推动产
业、科创、人口、城市、文化深度融合发展，
年轻态、国际范、未来感、烟火气不断彰显，
动力活力持续迸发，共同富裕不断走深走
实，人民群众幸福指数越来越高的符合发
展规律、具有上虞特色的县域高质量发展
之路。

从2022年以来的实践看，以上三个维度
的推进已证明上虞“青春之城”建设的站位
是高的，看的是远的，成色也是足的。所以
有理由相信，上虞打造中国式现代化的县域
样本，是完全可行的。

因此，我对上虞“青春之城”建设抱着极
大的期待，希望上虞充分认识“青春之城”建
设的艰巨性、复杂性、系统性，紧紧围绕“青

春之城”建设的主战略，一任接着一任干，一
张蓝图绘到底，真正探索出一条中国式现代
化县域高质量发展之路。同时，始终保持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状
态，创变笃行谋发展，不断迭代升级，让老百
姓的日子过得更好，让人民城市建设得更加
美好。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
探索》以宏阔的时代视野深入研究“青春之
城”建设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系统提炼了“青
春之城”建设的方法论，既有深刻的学理阐
释，又有生动的案例评析，是一部理论价值
和实践价值兼而有之的难得好书，也是一部
对广大理论研究者和实际工作者均有启发
借鉴意义的鸿篇巨制。

从三个维度 解码上虞“青春之城”建设
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杜飞进

杜飞进发言

“青春之城”是未来之城。中国未来发展一个重要挑战是
人口增速下降和老龄化问题。“青春之城”的打造首先就切入这
一关切未来城市发展的关键问题。建设一个青春活力、朝气蓬
勃的年轻城市，吸引年轻人、拥有年轻人；有青年，才能赢未
来。同时，“青春之城”建设不仅面向未来人口，还要建设未来
产业。上虞不断推动产业升级，既保持做大做强高精尖先进装
备制造业的发展定力，又不断推动转型升级，实现芯片、新能
源、人工智能等新兴未来产业的聚集发展。上虞还通过城市更
新、优化布局、提升品质、打造场景推动未来城市建设。“青春之
城”面向未来，是未来人口、未来产业、未来城市的统一。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是一本立足
中国式现代化全局、聚焦一域发展实践的理论著作。书中系
统阐释了上虞以“青春之城”为主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探索的
战略构想与生动实践。全书既有理论阐释，又关注实践创新，
既有全局视野，又有一域聚焦，充分展现了上虞建设“青春之
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实践的鲜活经验。

“青春之城”是未来之城
中央党校国家治理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若磊

2024年11月14日 星期四

版式：张飞娥

2024年11月14日 星期四

版式：张飞娥12 专版

青春之城——上虞 朱胜钧 摄

上虞以“青春之城”作为城市标识、奋斗
目标，更作为团结凝聚各方力量到上虞创业
创新创造的一种号召，是十分有意义的。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
探索》解读了上虞建设“青春之城”的理论思
考、实践思路、路径方法与特色样本。从中
国式现代化的视域分析了“青春之城”的逻

辑思维，深刻阐述了“青春之城”的基本内
涵，从价值追求、产业引擎、城市活力、文化
向度、治理之策五个维度，深入全面又比较
独到地解码了上虞“青春之城”建设的各个
方面，最后还以方法论的探索为读者提供了
实践的钥匙。特别值得指出的是，本书还提
供了21个上虞“青春之城”建设的案例，从这

些鲜活的案例中，我们更加生动地体会到上
虞“青春之城”建设是一部写在大地上的著
作，是跃动着生命意义的创新与创造。

我感受最深的有以下几点：一是站
位比较高。本书不是就上虞谈上虞，
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维度上深刻把
握城市发展的逻辑与规律，提出

“青春之城”建设的历史与现实
意义。二是落脚比较实。本书
不是书斋中的思辨，而是以扎
实深入的调查研究来支撑学术
观点，提出的思考、论断、途径、方
法有理有据，有理论分析，更有实
践经验与案例的支撑，让人信服。三
是探索比较新。本书在许多方面都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形成了许多创新性的
理论认识成果。四是实用性比较强。本
书不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是一部实用的工
具书，许多途径与方法可以直接拿来使用，
许多案例可以借鉴与引用。

当然，上虞“青春之城”建设时间还不太
长，许多思想理念在升华提炼，许多思考还
需要在实践中得到更好检验，许多工作还在
不断完善与提高。为此，我也相信《“青春之
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是一个
阶段性的成果，理论思考还会进一步深化，
实践探索还会进一步推进，经验方法还会进

一步积累。有了现在的总结与思考的基础，
上虞“青春之城”建设的步伐一定会更加稳
健，探索的影响力一定会更加深远，实践的
成果一定会更加丰富。

跃动着生命意义的创新与创造的“青春之城”
浙江省钱塘江文化研究会会长 胡坚

纵横说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一书记录了
上虞厚重沉甸的千年历史和青春焕发的发展现状。

如何进一步发掘传统的文化资源，把文化软实力转变为
上虞经济发展的硬实力，需要进一步聚焦文化、经济与人本三
大要素的交融互动。要在深入推进孝德文化、瓷源文化、东山
文化、春晖文化的地域特色中，在历史转化和“两个结合”的丰
富实践中，在中国式现代化和人文经济学的深刻联系中，树起
文明之源，通晓古今之变，开辟未来之路，形成具有辨识度、影
响力的上虞标识，谱写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上虞篇章。

上虞的探索实践为人文经济学的县域探索提供了鲜活样
本。聚焦人文经济学的发展道路，在“青春千年，古今和鸣”的
文化氛围下，上虞“青春之城”的打造会行稳致远、再创辉煌，
将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打造人文经济学的上虞样本
浙江省委党校二级教授 李涛

观点论

（本版图片由上虞区委宣传部提供）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新书揭幕

11月4日，《“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新书发布会暨理论研究座谈会在绍兴上虞举行。本次活动由浙江省

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绍兴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和绍兴文理学院主办，绍兴市上虞区委宣传部、上虞区社科联和绍兴文理学院

元培学院共同承办。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是全省首本反映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实践的综合性理论研究著作，推动理论与实

践融合共进，为全国各地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启示与借鉴。该书从理论、实践和方法论三个层面，系统阐述了上虞“青春之

城”建设与中国式现代化之间的内在逻辑，并围绕“人、产、城、文、治”的实践路径，深入研究“青春之城”建设的价值追求、产业引

擎、城市活力、文化向度、治理之策，穿插了21个实践探索案例，全面提炼了“青春之城”建设的方法论。

该书是浙江省新时代文化浙江建设研究智库联盟和上虞区社科联2024年度重大课题成果，并获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优秀

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作者为绍兴市文化产业研究院院长，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应锋。

“‘郡县治，天下安’，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离不开县域的积极探索和成功实践，上虞的‘青春之城’建设正是中国式现代化县域探

索的一次积极实践。”相关知名专家学者纷纷对上虞“青春之城”建设抱以高期待。

从从““青春之城青春之城””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建设看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
孙 良 袁伟江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从以人民为
中心的价值追求、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发展、城市有机更新的

“三生融合”，文化软实力的硬核支撑，县域善治的社会环境等
方面开展专题研究，充分展现了上虞“青春之城”——全龄段
友好型城市的发展逻辑、发展态势和发展环境。

进入新阶段，上虞应着力推动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构建系统完备的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
局，努力成为基层善治典范城市。上虞应进一步发挥好制度
环境优势，提升开放性、包容性、创新性和适应性，深化政务服
务环境，打造营商环境典范城市。在统筹推进传统产业集群
转型升级的同时，上虞应努力构建“4+4”现代产业体系，在共
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

进一步发挥环境优势谱写新篇章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办公室主任、研究员 徐友龙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一书以小见
大，从上虞建设出发为思考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视角，涵盖中
国式现代化各个要素，可窥探发展路径和方向。

总体而言，这本书在理论价值方面，系统构建了上虞建设
“青春之城”的理论基础，为其他地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理论参考；深入挖掘地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具有学术
价值和启示意义。在实践指导意义方面，呈现丰富实践案例，
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总结产业发展实践经验，指导其他地区
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在综合价值方面，全面展示中国式现
代化的区县实践，为总结和推广经验提供参考；对城市发展理
念有创新贡献，引发对城市发展模式的重新思考，为城市可持
续发展提供新思路和方法。

青春上虞
以小见大的中国式现代化之路

《人民论坛》杂志社地方部副主任 金雄伟

上虞将以“青年聚集型”为主要特征的青年发展型城市概
念创造性转化为以“多维度青春态”为主要特征的全生命周期
和全年龄段概念，实现了有为青年和“青春之城”的双向奔赴，
既是对传统青年型城市理论的重大突破，也为人口老龄化背
景下研究解决相关现实问题提供新的理论视角。

该书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既从理论层面全面
回答了何为“青春之城”、为何建设“青春之城”等问题，也从实
践层面深入总结了作为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层面先行探索的诸
多经验。这不仅是对青年型城市概念及其理论的升华，且有
望通过先行先试，在政策层面进一步推动全国各地广泛开展

“青春城市”建设，探索出一条能够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
的中国式现代化城市建设道路。

中国式现代化
城市建设道路的创新探索
西南民族大学教授、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理事 马健

应锋解读《“青春之城”——
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一书

《“青春之城”——中国式现代化的上虞探索》新书发布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