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岳麓书院创

建于公元９７６年，
至今已有１０００多

年历史， 培养了

大批经世致用之

材， 成为古代著

名的四大书院之

一。今天，岳麓书

院的师生们在这

座古朴的千年庭

院里， 兼顾 “为

学”与“修身”，致

力于继承古老书

院 教 育 传 统 ，将

其融入现代教育

发展， 走出一条

传统和现代兼容

并蓄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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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委书记李强在今年上海“两会”上强调指出，上海今天的

一切成就都是人民创造的，上海未来的发展也必须依靠人民。要
深深扎根人民，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 建设“卓越的全

球城市”，每个人都是主角，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思想，“卓越的全球城市”需要有卓越的市民素质

核心观点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每个人都是主角
顾 骏

最美好的生活是自己创
造的生活

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市” 是今年上

海 “两会” 上代表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市委书记李强指出， 上海今天的一切成

就都是人民创造的， 上海未来的发展也

必须依靠人民。 要深深扎根人民， 问政

于民、 问需于民、 问计于民。
从另一个角度看， 上海地理位置得

天独厚， 对外开放又有种种便利条件。
多年来， 作为先行者、 排头兵， 由此带

来的生活改善， 上海市民最有体会， 所

以， 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市”， 上海市

民最有获得感， 最得利， 最乐意， 也最

踊跃 。 市民的积极主动参与 ， 将 成 为

“卓越的全球城市 ” 建设的最大动力 ，

成为 “卓越的全球城市 ” 最出 彩 的 亮

点 。 正如李强书记所言 ， 每个人 的 心

中， 都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未来

的憧憬， 这种期盼就是改革开放的方向

和潜力， 就是推动改革开放的原动力。
市民的参与 不 仅 是 建 设 城 市 的 需

要，也是市民自身追求品质生活的需要。
最美好的生活是自己创造的生活， 而不

是由别人安排的生活； 最强烈的获得感

是努力得到实现时的当下感受， 而不是

“天上掉馅饼”的懒人之福。所以，上海在

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的过程中，如何

创造条件，让市民发挥能动性、想象力，
不但关乎城市本身能否达到“卓越”的水

平，更关乎城市“卓越”的含金量。 无论

“创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态之城”还是

“品质之城”，最后都可归结为市民“参与

之城”：没有市民的创造，城市创新能力

何来？ 没有市民的心态平和、举止文雅、
礼仪周到，城市如何体现人文？没有市民

的“环境友好型生活方式”，城市怎么实

现绿色存在？城市是市民的城市，卓越城

市是市民表现卓越的城市，让市民在“卓
越的全球城市” 建设中一起甚至略微超

前地成长为卓越，应该成为“卓越的全球

城市”建设的最重要目标和指标。
市民素质是城市发展的重要 “软实

力”。 全国都知道，上海有一个特点，就是

城市管理细致，所以，整个城市整齐有序。
全国也知道，上海市民有规则意识，秩序

感强，所以，城市的整洁和秩序就可以保

持下来。这两样基础条件在过去发挥了不

可替代的作用，在“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

中，也将继续成为基本保障条件。

必须保持强烈的忧患意
识和对标意识

上海市民素以精明著称， 但 “精明

而不高明” 却成为上海市民摆脱不了的

标签， 虽然其中揶揄多于贬抑， 听起来

不那么舒服， 但在城市主要集中力量完

成数量目标的阶段 ， 也不失为 一 种 优

势 ， 毕竟能把活做精做细了 ， 需 要 功

夫。 问题是， 当上海对标 “卓越的全球

城市” 的时候， 只有精明， 缺乏高明， 就

成为一个明显的弱项。 在衡量风险和收益

之后， 市民可以当 “打工皇帝”， 却不愿

自 主 创 业 ， 城 市 何 来 新 兴 产 业 和 “500
强 ”？ 在比较工作辛苦和生活安逸之后 ，
可以留洋过小日子， 不愿在国内打拼， 城

市不会遭遇精英流失？ 在盘算个人权益和

公共利益之后， 可以 “自扫门前雪”， 不

愿参与公益活动， 城市不会缺失有质量的

公共生活和公共文化？ 如此等等。 精致而

不大气 ， 城市仍然可以上 “全球 ” 的榜

单， 但很难言 “卓越”。 瞄准了 “卓越的

全球城市” 的上海， 尤不能忘记 “他山之

石， 可以攻玉” 的道理， “必须保持强烈

的忧患意识和对标意识”， 从其他城市汲

取长处， 尤其是市民气质上的长处， 是让

上海更快地 “卓越” 起来的捷径， 事半而

功倍。
城市本是人口构成的生命之河， 人员

素质是城市之河的水质， 人员优秀了， 城

市才能优秀， 市民整体卓越了， 城市才能

卓越。 不够 “高明”， 看似市民自身素质

问题， 其实未必。 从祖上算起， 上海市

民大多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后代， 而移

民一定是最大气的， 因为没有摆脱地域

的束缚， 安土重迁的中国人不会背井离

乡 ， 寻找发展空间 ： 家 乡 的 笼 子 太 小

了 ， 走 出 去 才 有 一 片 新 天 地 ！ 所 以 ，
一个移民城市在城市和市民之 间 一 定

存在双向选择 ， 城市的气质和 市 民 的

气 质 一 定 是 高 度 同 构 的 。 这 意 味 着 ，
建设 “卓越的 全 球 城市 ” 应该是一个

城市气质和市民气质正向反馈的互动过

程。 大力弘扬 “海纳百川、 追求卓越、
开明睿智、 大气谦和”， 小市民就能变

为大市民， 城市本身也会变得更大气，
进而吸引更有创造力的人才和更有综合

素质的人员， 来到上海居住、 工作、 学

习和访问。
建设 “卓越的全球城市”， 每个人

都是主角， 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 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卓越的全

球城市” 需要有卓越的市民素质。
（作者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

山东成我国第二个人口过亿省份
据新华社济南 ２ 月 １ 日电 （记者

余孝忠 潘林青 张志龙） 山东省统计

局 公 布 的 最 新 数 据 显 示 ， ２０１７ 年 末 ，
山东省常住人口超过 １ 亿， 成为继广东

之后我国第二个常住人口过亿的省份。
据山东省统计局数据 ， ２０１７ 年底

山东常住人口达 １０００５．８３ 万人 ， 仅列

广东之后。
常住人口过亿， 与出生人口增加直

接相关。 山东省人大代表、 省卫计委主

任袭燕介绍 ， ２０１６ 年国家全面二孩政

策实施后， 山东出生人口 １７７．０６ 万人，
约占全国的十分之一， 新出生人口数量

及出生率均明显超过常住人口数量第一

的广东和第三的河南。
山东出生人口之所以全国最多， 山

东社会科学院人口所所长崔树义认为，
除人口基数大之外， 传统家庭观念相对

较强、 妇幼保健和医卫条件相对较好也

是重要原因。
尽管人口总量大、 增量多， 但山东

人口老龄化问题也很突出 。 截至 ２０１６
年 底 ， 全 省 ６０ 岁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达

２０５６．９７ 万人， 占总人口的 ２０．６８％， 比

全国高出近 ４ 个百分点。 山东省老龄办

主任丁希滨说， 山东已经进入中度老龄

化社会。 据预测， 到 ２０２０ 年， 山东 ６０
岁以上人口占比将升至 ２２．３％， 高龄 、
失能、 空巢老人数量和比例还将大幅度

增加， 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十分繁重。
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今年山

东将新建改扩 建 幼 儿 园 ２０００ 所 以 上 ，
新增幼儿园学位 ５０ 万个以上； 实施就

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 多渠道增

加居民财产性收入； 加强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 促进人口均衡发展。

千年岳麓书院再现当年兴盛
兼顾“为学”与“修身”，走出一条传统和现代兼容并蓄之路———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 ”岳麓书院

经宋、元、明、清四朝，历时千年，弦歌不

绝，一代代人才从这里走出。
今天，岳麓书院的师生们在这座古

朴 的 千 年 庭 院 里 ，兼 顾 “为 学 ”与 “修

身”，致力于继承古老书院教育传统，将
其融入现代教育发展，走出一条传统和

现代兼容并蓄之路。
岳麓书院院长肖永明介绍，１９ 世纪

末 ２０ 世纪初，岳麓书院千年的宁静被打

破。 ２０ 多年里，书院先后改名为湖南高

等师范学校、湖南公立工业专门学校，直
到 １９２６ 年正式定名湖南大学。在现代大

学教育体制下，传统书院的教学内容、教
育组织方式被舍弃， 岳麓书院本身也逐

渐分割成为职工宿舍、 办公室和小学校

舍，不再是开展高等教育的场所。
改革开放以后， 为了重振岳麓书

院， 湖南省开始对书院进行多次修复。
古代建筑修复已经不易，而古代书院的

教育精神与理念要在现代社会得以实

现，更是不易。 “交流密切、感情笃厚的

师生关系是书院精神的核心。实施本科

生导师制，是我们传承书院精神的重要

切入点。”肖永明说。以师生密切互动为

核心的本科生导师制，可以将以课程为

中心的现代大学教育和以人为中心的

书院教育优势有机结合起来。
师道兴、教育兴。 岳麓书院副教授

殷慧说，千年学府秉承人格培养、务实

治学、博学多思的教育传统，追求的是

“求学”与“求道”的统一。这种厚重的书

院传统文化注重因材施教，融德行与学

问为一体， 注重老师对学生的言传身

教，更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这些都是

当代岳麓书院正在继承和弘扬的。

“导师以自己的学识与修养来影响

和感染学生， 引导学生进步和成长，这
正是我国古代‘教育’的意义。 ”岳麓书

院副教授陈仁仁说，这种导师制既回归

传统的人格教育， 又有西方的知识教

育， 使学习西方与回归传统并行不悖。
但当代大学教育不能止于此。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党

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

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
在实施导师制的基础上，岳麓书院

进行了将传统文化教育全面融入当代

大学教育的各种探索。学校的课堂里总

是不乏这样的画面：年近七旬的经学史

专家姜广辉教授把《易经》讲得出神入

化；年轻帅气的陈岘博士在《春秋》研读

课程中将现实社会和古代社会种种生

活场景进行对比，生动而易懂……
如今的岳麓书院开始再现当年的

兴盛之貌。每年 １００ 余位海内外著名学

者登坛讲授传统文化，国学网络直播创

下了单次讲座在线听讲 １１０ 万人次的

纪录。 “岳麓书院师生们在以传统文化

滋养自身精神生命、造就‘明道济民’之
材的同时， 努力将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辐射到全社会，努力为民族文化的复兴

作出贡献。 ”肖永明说。
新华社记者 白少波 谢樱 张千千

（据新华社长沙 ２ 月 １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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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视协征集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本
未来4年将遴选资助100部，每部20万元

本报北京 2 月 1 日专电 （驻京记

者周渊） 1 日 ，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

在京公布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征集

方案 。 据悉 ， 中国视协将在未 来 4 年

内， 遴选和资助 100 部以讴歌党、 讴歌

祖国、 讴歌人民、 讴歌英雄为主旨， 以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七十周年、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

周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基本内容而

创作的优秀电视剧剧本。
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视协主席胡

占凡介绍： “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剧本

征集活动为广大编剧提供了一个报效祖

国、 服务人民、 实现自身价值的舞台，
为创作者、 投资方和播出机构搭建了一

个合作共赢的平台， 携手为现实题材电

视剧创作， 在新时代呈现新气象、 实现

新作为。”
记者从中国视协获悉， 仲呈祥、 刘

文锋、 李京盛、 李准、 张德祥、 欧阳常

林、 易凯、 周振天、 赵彤、 胡恩、 高满

堂、 程蔚东等 12 位业内专家受聘成为

首批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本审阅专家。
“当代中国作家面临着时代发展的

巨变，以丰富的生活为底蕴，现实题材电

视剧创作大有可为。 ”著名作家、编剧程

蔚东结合自己多年来的创作经验表示，
从生活中提炼而来的现实题材 精 品 剧

作往往能获得收视率与口碑的“双赢”。
而年逾七旬的著名编剧周振天 仍 孜 孜

不倦地深耕军旅题材创作，这位恪守创

作必须源于生活的老编剧坦言， 艺术家

理应成为时代风气的先觉者、先行者、先
倡者。

据悉 ， 报送剧本受理工作自 2018
年 3 月 1 日开始。 通过评审的优秀剧本

将获得中国视协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创

作专项经费资助人民币 20 万元， 具体

申报程序可关注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官

方网站 （www.ctaa.org.cn）。

■本报驻陕记者 韩宏

沸腾的照金镇
———“文化进万家”走进陕西革命老区

今天上午， 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照

金镇北梁红军小学的孩子们格外高兴。
80 多 名 小 学 生 戴 上 “八 角 帽 ”、 穿 上

“红军服”， 迎来了中国文艺志愿者协会

主席、 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姜昆等 30
多名艺术家。

北梁红军小学 1955 年创建于照金

镇北梁村陈家 坡 会 议 旧 址 ， 2000 年 6
月迁建到新址。 冒着零下 15 摄氏度的

严寒踏进校门， 艺术家们戴着红领巾，
来到孩子们中间嘘寒问暖。 随后， 姜昆

以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姜昆公益基金会

的名义， 向师生们捐赠了 5 台手风琴和

550 册书籍。 艺术家们列队将这些物品

一一赠送给师生代表。
一台台手风琴， 琴声悠扬动听； 浓

浓的书香， 孕育着未来的希望。 此次捐

赠活动， 饱含着艺术家们心系老区、 帮

扶老区的深情厚谊。 耀州， 是红色革命

的摇篮； 照金镇， 是革命老区， 是先辈

们浴血奋战的红色热土。
捐赠仪式上， 看到孩子们脸庞冻得

发红 ，姜昆便带着他们 “搓手 、蹦腿 、跺

脚”。 他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今天我

们这些文艺志愿者到这里来慰问大家，
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成为一个好的接班

人。今天给大家送来手风琴，希望你们在

学校里、在生活中，唱起高兴、愉快的歌。
我们送的书中有一本书， 就是为了让你

们在健康的环境里健康地成长， 防止意

外伤害。 ”
艺术家们亲切地提醒孩子们： “现

在下雪了， 走山路的时候要注意， 下面

有冰不能像平时那样快走 ， 结 冰 的 地

方， 不要到上面去。” “希望你们好好学

习， 天天向上， 将来， 让你们胸前的红

领巾、 帽子上的红五星， 闪出更美更亮

的光芒……” 艺术家们还带领孩子们唱

了歌曲 《太阳当空照》。
捐赠活动结束时 ， 80 多名师生代

表与艺术家们合影留念， 照了一张大大

的 “全家福”。
严寒挡不住北京艺术家送温暖的步

伐。 “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
中宣部、 中国文联文化文艺小分队慰问

演出第一小分队， 今天冒着严寒来到照

金镇， 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给这里的父

老乡亲。
今晚， 在晚会现场， 为助力耀州区

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宣部向耀州区赠送

了 200 台电视机， 为乡镇赠送了 8 台电

脑， 中国文联为耀州区赠送了 1100 套

台历和挂历 。 这次活动共为群 众 送 福

字、 送春联 500 副， 为 50 户贫困户拍

摄全家福照片。
（本报铜川 2 月 1 日专电）

完善宅基地使用权助力乡村振兴
去年义乌共颁发农村住房不动产权证2万多本，多项成果位列全国第一

日前， 在义乌市城西街道流下村

委会广场不动产权证发放处， 工作人

员正在细心为前来领取不动产权证的

村民进行登记、发证、拍照。 村民楼荣

建拿着刚刚领到的不动产权证， 笑着

夸赞：“村里办事效率很高， 我家一个

月前才开始房屋测量并登记办理，今

天就拿到了不动产权证。有了这个证，
心里踏实多了。 ”

“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义乌

坚持维护农村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固

化宅基地资格权，完善宅基地使用权，
既保障了农民的基本居住权利， 又最

大限度促进了宅基地的增值， 增加了

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
在义乌召开的 深 化 农 村 土 地 制 度 改

革、推进乡村振兴工作会议上，义乌市

委主要负责人表示，2017 年义乌共颁

发了农村住房不动产权证 2 万多本，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多项成果位列全国

第一， 为全国的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提

供了鲜活典范。

守住底线，率先进行探索

作为浙江甚至全国经济相对发达

地区，义乌较早面临了农村发展“人往

哪里去、钱从哪里来、空间在哪里”的

难题。 2015 年，义乌被列为全国农村

土地制度改革试点地区，在守牢“土地

公有制性质不改变、耕地红线不突破、农
民利益不受损”三条底线的基础上，在全

国率先进行探索。同年 4 月，义乌市就在

上报审批的 《义乌市农村宅基地制度改

革试点实施方案》中，提出了“完善‘以集

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和家庭农户为控制

标准， 以多种方式实现户有所居和财产

权益’的宅基地分配模式”。 2016 年 4 月

26 日，义乌市委、市政府印发《关于推进

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在落实宅基地所有权和保障

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权的前提下，允

许宅基地使用权通过合法方式有条件转

让。由此，基本确立了义乌市宅基地制度

改革中的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

“三权分置”制度体系。
“两年来，义乌市以‘三权分置’结合

当地实际设计了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

点 ‘1+7+9’的制度体系 ，从宅基地的取

得置换、抵押担保、入市转让、有偿使用、
自愿退出、 明晰产权及民主管理等七方

面进行了制度创新，简称‘一意见、七办

法、九细则’。”义乌市国土资源局相关负

责人介绍， 该体系探索出农村宅基地未

来的方向， 为发达地区农村宅基地制度

改革提供了样板。
“过去房子规划不合理，房屋问题一

直是村民们的一大心结。 通过这次土地

改革，不仅圆了村民们的新房梦，还盘活

了闲置的房屋，促进农民增收，是件一举

两得的大喜事。”义乌市城西街道里界村

支书吴璀云介绍，里界村于 2016 年启动

旧村改造工作，在完成第一批 39 户农户

的建房后，村内已没有可建设用地，但全

村 400 余户村民改善居住环境的愿望非

常迫切。
“义乌通过‘三权分置’制度改革，农

村土地除了可以置换、 宅基地可以用来

抵押担保、自愿退出，村集体经营性土地

也可以进行入市转让、有偿使用、民主管

理。 ”义乌市国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去
年 12 月 5 日，义乌市柒益果疏专业合作

社以 619 万元的价格， 竞得义乌市城西

街道东河菜市场 3381.67 平方米集体经

营性土地的使用权， 使用年限为 40 年。
该地块原为七一村菜市场， 由于设施较

为落后、环境脏乱差，拆除后一直处于闲

置状态。 通过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方式进行挂牌出让， 不仅实现了集体土

地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 让死权生出活

钱，还吸引了工商资本入驻，推进农村现

代化发展。截至去年年底，义乌已有 5 宗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 ， 成 交 价 款

2314.88 万元， 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近

2000 万元。

产权明确，盘活沉睡资产

“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完善宅基地使

用权的同时， 我们也对农村住房历史遗

留问题进行及时处理， 对于一些轻微违

规的农户，经村集体收取有偿使用费后，
允许办理不动产权证。有了产权证，原有

不动的资产就可以‘活起来’。”义乌市国

土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义乌已完成

农 村 住 房 历 史 遗 留 问 题 处 理 128 个

村， 累计 33694 户农户交纳有偿使用

费 9.39 亿元，占全国试点地区总量的

2/3 以上。
该负责人介绍，2017年6月12日，

义 乌 建 立全国首个农 村 宅 基 地 基 准

地价体系并正式公布了 《义乌市宅基

地基准地价》。宅基地基准地价体系分

为九大均质区 片 ， 区 片 价 格 从 最 高

25870元/平方米， 逐步过渡到最低的

2870元/平方米。该体系也让银行在办

理宅基地抵押贷款时有了准确的价值

评估标准。截至目前，义乌当地24家金

融机构累计发 放 农 民 住 房 抵 押 贷 款

6763笔 ，贷款金额32.23亿元 ，贷款余

额30.30亿元，占全国试点地区总量的

1/3以上。
“通过农村土地改革，优化了城乡

土地资源配置，让城市更像城市、乡村

更像乡村， 义乌走出了一条乡村振兴

的特色之路。”义乌市国土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2017 年义乌市 732 个村集体

经济年收入全部达到 10 万元以上，农
民人均收入从改革前的 2.60 万元增

加到 3.32 万元，新增各类经济主体 20
余万户。 “义乌全市共有宅基地 20 余

万宗， 土地制度改革后按农民住房财

产权抵押贷款平均每宗 50 万元推算，
理论上全市可盘活资产 1000 亿元，撬
动了农民沉睡的巨额资产， 为农村发

展提供了新动能。 ”
（本报杭州 2 月 1 日专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