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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南12月1日讯（记者
张九龙） 近日，中国人民大

学文学院教授金元浦做客齐鲁
大讲坛。齐鲁大讲坛由山东省
社科联、山东大学、齐鲁晚报、
山东博物馆联合主办，以“搭建
思想平台、共享精神财富”为宗
旨，坚持公益性原则，向社会免
费开放。

金元浦，中国人民大学文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为中
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

所所长，兼任中国中外文学理
论学会副会长、中国文化创意
产业研究会会长、北京市科技
美学学会会长、中国创意产业
国际论坛秘书长、北京市政府
文化创意产业顾问等。

金元浦教授指出，人类从
野蛮到文明，靠的是文化进步，
从生物的人到社会的人，靠的
是文化教化。我们千差万别的
个性、气质、情操靠的是文化培
养，人们的欢乐与痛苦、幸福与

悲伤、伟大与渺小等情感表现
靠文化赋予，各种各样的人生
观、价值观靠文化确立。尤为可
贵的是，数千年来，代表中国的
主体民族依然没有变化，主体
语言没有变化，文化的根基没
有变化。

宋代著名哲学家张载有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
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
名句。金元浦教授表示，传统文
化是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

求、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是中
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张载
的话非常明确提出了中国传统
那种高远的志向，所承担的历
史的责任感。

在金元浦教授看来，中华
文化的核心是“和”。“天人合
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国际
观、和而不同的社会观、人心和
善的道德观，无不贯穿着“和”
的思想。

讲座主持人、山东师范大

学文学院教授李红春表示，我
们在学习传统文化的时候，不
仅要知道什么是真的、善的、美
的，而且要从生活中去实践你
所信任的、所认为的真善美的
内容，这才是知行合一，“中国
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可以说是一
种生存智慧的文化，有人说中
国文化是生命之树，而西方文
化是知识之树，希望能够让生
命之树和知识之树同时在我们
身边生根发芽。”

本报记者 崔岩

从“台州制造”
到“台州智造”

“台州民营企业占全市企
业的99 . 5%，创造了台州92%
的税收和77 . 5%的地区生产总
值。”台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芮
宏介绍的一组数据，表明了民
营经济之于台州的重要性。而
其中，制造业又是台州最厚实
的“家底”。

采访团踏足的第一站，是
台州医化行业龙头——— 浙江海
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进人海
正药业厂区，完全没有想象中
医化企业特有的刺鼻气味。戴
上帽子鞋套，穿上“白大褂”，嘉
宾们由展馆辗转厂区生产车
间，所参观的“博世”生产线从
德国进口，实现“机器换人”，节
约了企业人力成本，且比以往
的设备更加安全、高效。用智能
制造代替机械操作走向现代制
药，海正走在国内同行前列。

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展示馆内，一款语音控制的
智能马桶引来众人围观。在该
公司生产车间，每30秒，就有一
台智能马桶完成整机组装下
线，这样的生产效率比行业平
均水平提升了整整一倍。

从模仿制造马桶，到行业内
率先研发出无水箱智能马桶，进
入智能马桶行业第11个年头的
西马科技，犹如一匹骏马，成为
全国智能马桶行业的佼佼者。

“近3年来，西马产值一直
保持翻倍增长，2015年产值5000
多万元，2016年1 .3亿元，2017年
33亿元，产品外销澳大利亚、欧

洲等地。”西马智能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刘日志说，未来3
年内，按照产能规划和布局，完
成“年产500万台智能马桶制造
标准化基地”项目，西马将是国
内最先进智能马桶制造基地。

采访团还探访了智能电视
的“世界工厂”。中新科技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
机器轰鸣，上千名一线工作人
员在120条生产线上作业，一台
台电视正在经历安置、贴密封
线、装箱等程序。

“今年，中新科技又研发了
一 款 厚 度 仅 为 4 . 9 毫 米 的
5SE900超薄无边机智能液晶
电视，采用的是超湖量子点技
术。”中新科技集团董事长陈德
松向采访团介绍，按照规划，一
个占地超过2000亩，投资100亿
元的智能装备小镇即将开建。

曾经的“垃圾村”
变身鲜花王国

乌岩头村始建于清中叶，
村内最老的房子有近300年的
历史。“现在来旅游的人越来越
多了。”陈元彬是土生土长的乌

岩头村人，他说，这个古老的村
庄一度面临凋敝，成为空心村。

转机出现在4年前。2014
年，黄岩区委、区政府与同济大
学合作，对村落进行综合开发
和利用，打造以“民国印象、艺
术村落、慢生活区”为主题的体
验式旅游基地。

今年2月，全国首家以乡村
振兴为主题的干部教育培训基
地——— 同济·黄岩乡村振兴学
院正式揭牌。乌岩头村作为同
济·黄岩乡村振兴学院南校区，
展示乡村振兴“中国路径”。

蜜橘振兴也是乡村振兴其
中一个缩影。中国柑橘博物馆坐
落在黄岩永宁江畔松岩山前，这
是我国第一座以柑橘和橘文化
为主题的大型专题博物馆。

据了解，目前黄岩蜜橘的
种植面积达6 . 3万亩，年产量约
6 . 5万吨，年产值为2 . 95亿元。
黄岩区将通过建设柑橘名品精
品园、观光休闲园、文化博览
园、蜜橘养生园等多功能增值
化产业，最终把黄岩打造成柑
橘产业的科技高地、文化高地、
市场高地。

路桥峰江街道曾是全国最

大的废旧金属综合利用基地，
每年拆解销售废金属材料300
多万吨，当地曾为此付出较大
的土壤污染代价。

美丽的玻璃花房、品种多
样的绿植花卉……面对满眼的
美景，再看看曾经满地都是固
废拆解物的资料照片，采访团
对路桥峰江街道的变化大为惊
叹，“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个

‘垃圾村’。”
2011年，路桥区对涉重行

业、金属熔炼行业、固废拆解行
业全面彻底整治。农民如何寻
找新的增收渠道？那一年，峰江
街道鼓励村民将土地流转出
来，并不断引进苗圃企业，为他
们免费造好道路、沟渠、大棚、
灌溉系统等基础设施建设，让
企业“拎包”入驻。

截至目前，峰江街道已引
进39家花卉苗木企业，年销售
额高达2亿元。

垦荒精神
筑梦“海上桃源”

一望无际的海面波光粼
粼，和煦的阳光折射在两岸青

山间，鼻尖弥漫着海的咸味，耳
畔传来远处的船鸣声。

1956年1月，467名青年响
应团中央“建设伟大祖国的大
陈岛”的号召，满腔热血登岛垦
荒。从那时起，一代又一代垦荒
人用热血和汗水让荒岛旧貌换
新颜，也留下了“艰苦创业、奋
发图强、无私奉献、开拓创新”
的大陈岛垦荒精神。

老旧的战壕、风蚀的碉堡
等战争遗存随处可见，记载了
半个多世纪来的岁月变迁，沿
山道蜿蜒行进，采访团成员陆
续抵达垦荒纪念碑。

“我是一名青年垦荒队员，
我志愿来到伟大祖国的大陈
岛……”在垦荒纪念碑前，几名
成员情不自禁将垦荒誓词轻声
诵读出来。

“在未来一段时间里，大陈
岛将推进‘一区五岛’建设，努力
把大陈岛打造成现代化海岛建
设示范区、中国红色旅游第一
岛、海峡两岸交流合作示范岛、
零排放生态美丽岛、现代化数
字智慧岛、幸福宜居平安岛。”台
州大陈岛开发建设管委会副主
任、大陈镇党委书记倪国正说。

金金元元浦浦教教授授做做客客齐齐鲁鲁大大讲讲坛坛
畅谈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复兴

全国晚报总编“魅力台州山海行”走进企业乡村

空空心心村村变变身身旅旅游游基基地地
还还建建起起乡乡村村振振兴兴学学院院

改革开放四十年，沧桑巨
变。台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先
行区、民营经济重要发祥地、股
份合作经济发源地，书写了一
段传奇般的民营经济发展史。
可以说，这也是中国民营经济
生存、发展和壮大的鲜活样本。

11月28日至12月1日，全国
晚报总编“魅力台州山海行”采
风活动举行，来自61家国内知
名晚报的近百位社长、总编、名
记者齐聚台州，触摸台州美景，
探访台州民营经济。

蜜橘振兴是台州乡村振兴

其中一个缩影。台州还设立了我国

第一座以柑橘和橘文化为主题的

大型专题博物馆。（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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