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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传媒记者诸葛晨晨/文 杨 辉/摄
钩沉和合文化历史文脉，标志性研

究硕果频出；加强学术交流，吸引海内
外学者参与交流研讨；搭建专业研究平
台，引进专家人才组成智库……

自被评为“中国和合之乡”，台州加
快打造新时代文化高地，从文化中汲取
发展力量的步伐从未停止过。

一

近年来，台州在打造和合文化研究
的学术高地上动作频频。

弘扬和合文化走出去，需要凝聚更
广泛的共识。“2009寒山子暨和合文化
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天台山和合文
化论坛”“2019中国台州‘文化融’主题
峰会暨天台山和合文化论坛”……通过
一次又一次的研讨交流活动，和合文化
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理解、所认同、所
践行。

聚焦当下，从 2021年开始，“和合
文化全球论坛”会址永久落户天台，为
和合文化的探讨开启了国际视野。

在这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举上，国际
汉学家、海外商会、留学生代表，以及相
关领域专家学者等，围绕“和合文化与
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合文化与促进共
同发展”等主题，同论和合之道，相互碰
撞思想的火花。

不止于此，持续推进和合文化与新
时代同频共振，还离不开文化研究领域
的加持。

早在 2017年，“天台山和合文化”
便正式入选浙江省第二期文化研究工
程第一批重点课题。随后，台州在台州
学院筹建了天台山和合文化研究院。

多年来，该研究院主动承担起传承
弘扬天台山文化任务，助力台州打造

“和合圣地”城市名片，输送了一批优秀
人才，取得了一批研究成果。

踩着时代的节拍，新时代传承弘扬
和合文化的崭新篇章已经开启。

今年 7月，台州市和合文化研究院
正式揭牌。新平台由台州市委宣传部、
台州市社科联、台州学院、天台县委县
政府共同发起成立，以台州学院和合文

化研究院为基础，汇聚全国和合文化研
究人才。台州将立足这一重要研究平
台，以更高维度、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推
进和合文化的溯源研究和创新发展。

二

从上世纪 80年代开始，台州就高
度重视和合文化的研究与挖掘，出版了

《中华天台学通史》《天台三大部选萃》
《天台山和合文化》丛书等一批研究成
果，完成了《天台山文化史》《天台治略》

《名山藏副本》等古籍文献的整理编印。
其中《天台山和合文化研究》丛书，堪称
天台山文化纲举目张之作，获浙江省第
21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
奖），台州市第12届文化曙光奖等荣誉。
和合文化的标志性研究成果与日俱增。

顺应时代的探索，一年一度的和合
文化全球论坛现场，以新书首发仪式为
切入点，向世界展示和合文化的前沿研
究成果，包括《“天台山和合文化”研究

丛书》《和合文化关键词》中英文版图
书、《向天台》以及 2022年度和合文化
优秀论文名单等。

去年，茅盾文学奖获得者王旭烽
新书《向天台》在和合文化全球论坛上
首发。

书中，王旭烽用细致自由且饱满情
感的文字，将天台山的一个个人物和故
事串联起来。历史传奇、古老传说、山间
风物相互融合，别有生趣。这本既通俗
易懂，又不失基本学术立场的读物，自
发行起就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评。

去年 11月，天台作家胡建新的散
文集《和合物语》在 2021年度中国散文
年会奖上荣获年度“十佳散文集奖”。

“文学创作是一场从家乡出发，最
终抵达故乡的漫长历程。”正如作者所
言，《和合物语》历时 10年创作而成，胡
建新把和合文化与天台山独特的风土
人情结合起来，写成了一篇篇散文。

三

要实现和合之风融入城市、浸润民
心，和合文化还需飞入寻常百姓家。

2017年，台州市委宣传部正式启动
“和合文化百场讲坛”活动，在九个县
（市、区）开展“和合文化”魅力之旅。

六年来，“和合文化百场讲坛”已经
举办 46场，汇集了文化、经济、社科各
大领域 200多名代表性人物，多维度解
读和合文化的魅力。

随着活动深入，我们也见证了不一
样的精彩现场。

一场场高质量讲座走进文博场
馆、本地高校，还有唐诗研究专家即兴
朗诵寒山诗作，带听众重走唐诗之路
的故事。

讲坛还解锁了民营企业的生产厂
区、海岛上农村礼堂等新场景，由企业
家、垦荒队员、基层社会治理工作者等
担任主讲嘉宾，用接地气的语言、真诚
的人生故事，带来“智能引领生活，合
作共享未来”“和合圣地，德润台州”等
主题演讲。

也可以是一场干货满满的高端圆
桌会。众多大咖跨界分享，掀起关于和
合文化更多当代价值的“头脑风暴”。

和合文化百场讲坛还从台州走向
上海、新疆。

2020年以来，为了响应市委市政府
要对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

“和合文化百场讲坛”多次走进上海。
如 7月 4日，“和合文化百场讲坛”

走进上海——探寻中国音乐与和合文
化的共鸣之美，在上音歌剧院·管弦乐
排演厅举行。活动既宣传了台州城市形
象与文化魅力，也促进了两座城市文化
上的交流与融合。

去年，“南疆东海两明珠 万里相聚
共富行”和合文化讲坛走进了新疆生产
建设兵团第一师阿拉尔市，勾连起台州
和合文化与阿拉尔丝路文化美丽的邂
逅，生动地诠释了“和而不同、美美与
共”的中华和合智慧。

“和合文化百场讲坛”还实现线上
线下双互动，借助网络视频、电台音频、
新媒体图文等媒介拓展传播范围。截至
目前，“和合文化百场讲坛”已经累计线
下参与观众上万人次、线上观看超百万
人次。

和合学术之花盛开

台传媒记者单露娟/文 杨 辉/摄

和合教育进校园

10月 23日下午，天台县街头镇中心小学低
段数学教研组开展了一场教研活动。

课上，陈茜茜老师执教人教版二年级上册
《乘法的初步认识》。她通过小游戏将学生引入
课程，之后再通过观察学习、举一反三、巩固练
习等环节，让孩子们对乘法有了初步的认识。

课后，低段数学教师们开展评课活动。大
家围绕单元教学设计的整体性、学科素养的
培养、学生参与情况及课堂延伸拓展等方面
各抒己见，既肯定了授课教师的闪光点，又对
课堂中一些细节的处理提出了建议。

为充分挖掘和合文化的育人功能，街头镇
中心小学一直着力于构建以生为本、师生和谐
的现代课堂，努力提高课堂教学效益，以达到教
学相长、师生共赢的教学目的。

学校是和合文化传播和实践的主阵地之
一。为了促进和合文化与学校教育深度融合，
近年来，台州多所学校通过引入和合教材、创
建和合品牌，开展和合活动，推动和合文化走
进校园。

作为台州地方高校，台州学院为此做出了
诸多贡献。据了解，该校坚持以“思政引领成

‘和’”的理念，由教务处牵头，积极推进和合文
化“课程思政”改革，于2021年出台《通识教育改
革方案》，将和合文化作为全校“课程思政”教育
的主要内容，并建立和合文化“课程思政”顾问
制和导师制，做到和合文化进课程“有人引，有
人教、有人学”。

为了广泛传播和合文化，台州学院积极开
展线下线上和合文化课程建设。“线下，我们依
托台州学院和合文化研究院于 2018年开设‘和
合文化’全校选修课程。线上，我们组建教学团
队，成功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和
合文化在线课程建设’，在‘智慧树’上开通《和
合文化》线上课程，课程共 39个教学视频，学时
330分钟。教学视频在全网公开播放。”台州学院
马克思学院老师杨供法表示。

台州学院还与台州市教育局合作，由杨
供法主编《台州和合文化》小学教材。该教材
在 2018年经浙江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
核通过，成为正式教材，如今已经正式进入台
州各小学四年级学生的课堂。

除了关注学生“和合品格”的养成，台州学
院还聚焦教师“和合素养”的培育。“我们相继申
报了‘品味和合：中华传统文化精髓体验教育’
和‘优秀传统文化进《道德与法治》课程培训班’
两门浙江省中小学教师培训班课程。开班前，我
们团队认真研学中宣部、教育部出台的《完善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进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等文件，钻研中小
学《道德与法律》等教材，梳理和合文化与教材
内容可以结合的契合点，根据这些契合点，研究
合适的教学方法，集体备课，制作教学课件。”杨
供法介绍，6年来，台州学院一共举办了 16期培
训班，培训师资近千人。

和合家庭促和谐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近年来，台州市妇联联
合相关单位，立足家庭主阵地，聚焦“家庭文明、

家庭创富、家庭教育、家庭平安、家庭服务”新时
代家庭建设五大关键环节精准发力，持续擦亮

“和合家庭建设”品牌，将和合文化融入家庭建
设中，在全社会营造好家风带社风促民风的浓
厚氛围。

在“家庭文明”建设环节，台州市妇联持续
开展“家庭家教家风宣传月”“千村万户亮家风”
等活动，常态化开展“最美家庭”寻找；温岭市妇
联以“好家庭示范村”创建试点，推行家风文明
积分机制，从四个维度 17项指标进行量化赋分
家庭文明建设；三门县妇联组织开展移风易俗
全国试点，对高价彩礼、大操大办等重点领域的
突出问题进行专项治理，传承发展中华优秀婚
姻家庭文化。

在“家庭创富”建设环节，台州市妇联在全
省首创巾帼“家门口创业圈”。“我们还定下全年
培训十万人次妇女目标，围绕适合‘家门口’就
业的家政服务、电商直播等培训课程，推进巾帼

‘家门口’巡回培训工作。全市线上线下累计开
展各类技能培训1000多班次，覆盖妇女6.5万余
人次。”市妇联权益家儿部部长陈杨说。

在“家庭教育”建设环节，台州市妇联不
仅在下属事业单位妇女儿童服务中心增挂台
州市家庭教育指导中心，成立家庭工作部，还
依托台州开放大学，成立全省首家台州市社
区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培训家庭教育指
导师近 500名。

在“家庭平安”建设环节，台州市妇联不
仅协同公安、检察、法院、司法等职能部门，整
合社会资源，开展普法宣传活动，并在全省率
先制定了《婚姻家庭纠纷调解工作室规范化
建设手册》。

在“家庭服务”建设环节，台州市妇联组织
开展了“和合姊妹志愿服务进万家”行动，集结
各类特色家庭组成家庭志愿联盟。

经过多方努力，截至目前，全市已成功培育
全国最美家庭46户，省级最美家庭205户，地市
级及以下最美家庭5000余户。

和合法制暖人心

崔某是一家装修工程公司的老板,这几年，
崔某在外地的工程款较难收回，加上投资其他
生意出现亏损，导致个人流动资金十分紧张，在
台州银行的贷款开始逾期。

如果银行不再给予贷款支持，对于公司来
说，很可能是致命一击。让崔某更发愁的是，他
没办法给跟着他打拼的工人发放工资。

银行在深入了解崔某情况后，向路桥区人
民法院金融“共享法庭”提交了调解申请，旨在

帮助崔某的同时也能控制风险。
在申请提交后的第二天一大早，人民调解

员和银行工作人员便来到崔某家中，双方就续
贷重组方案达成一致，并于当日重新发放贷款，
崔某也在第一时间给工人们结算了工资。

这是发生在路桥的一起真实案例，也是
路桥区“和合金融”纠纷多元治理模式的一
个缩影。

作为全国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改革创新试验
区，小微金融为路桥民营经济发展注入活力的
同时，也滋生了大量金融纠纷。针对金融纠纷体
量大、实质解纷难、解纷成本高等突出问题，路
桥区人民法院结合和合文化，创新“和合金融”
纠纷多元治理模式，给予受困市场主体更多的
司法帮扶以及金融支撑。

“‘和合金融’纠纷多元治理模式，将‘和合
司法’理念融入金融纠纷化解的每一个环节，
协调解决金融机构‘不敢贷’‘不续贷’等问
题，为受困的市场主体提供更多的司法帮扶与
金融支撑。”路桥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
符跃红介绍。

近年来，台州不断探索在基层社会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中融入和合文化，将和合文
化优势转化为社会治理优势，以和合文化基因
助推社会善治。

除了在法院推行“和合司法”理念外，台州
还坚持党建引领和合善治，构建“和合善治”调
解模式，推动建立非诉综合化解体系，实现社会
矛盾纠纷调处化解“最多跑一地”，并成功获得
全国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合格城市称号。
2020年至今，全市共受理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案
件 19.66万件，调处成功 19.63万件，调解成功率
99.85%，调处金额达101.72亿元。

比如，天台建立“和为贵”东部调解中心，通
过建立跨乡镇联合调解“1+4+N”工作模式（1即
东部和合调解中心，4即 4个乡镇和合调解团，
N即各村和合调解队），发挥专职人民调解员、
行政调解员、教育行业调解员、园区调解员、新
乡贤调解员等 5 类主体调解力量，创新“点单
式”调解、“1890”响应等机制，今年以来实现民
转刑案件零发生，平均缩短跨乡镇矛盾纠纷调
解至1周内。

临海市创新探索创建联村调解工作站，推
行“两定、三联、四化”模块化管理，强化基层网
格联动、法治资源联合、三级纠纷联调“三联”模
式，达到闭环处置系统化、多元调解法治化、高
效运行规范化、社会协同品牌化的“四化”目的。
截至目前，临海市 19个镇(街)共建立 86个联村
调解工作站，辐射650个村（社区）。今年以来，联
村调解工作站直接调解或指导调解各类纠纷案
件2966件，占全市调解总量27.4%。

和合·浸润浸润

和合文化在台州②

林 立

无形的和合，滋养着台州社会的各行
各业、各个角落，这种内在的养分，让台州
的“气色”越来越好，和合文化为何能如此
深入而自然地影响台州人？

因为和合的种子，一直在人们心里。
在困境中，人们以和合的态度面对，

就会发现自己本来就具备很强大的抗压
能力、应对能力。对困境的恐惧，会消解这
种“本自具足”的能力，而让人在各种强烈的

情绪中迷失自我。
顺境中，人们采用和合的态度去思考，

又会发现其实幸福感、成就感一直就被
我们储存在心里。大多数人都有一样的
天 赋 ，那 就 是 我 们 的“ 共 情 能 力 ”。只 要
良好地运用这样的天赋，就可以获取相
应的成果。

和合思想最终要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
自己内心本来的样子，它是一泓清泉，是一片
森林，是无垠的草原。

这些年来，作家提供了关于和合的文稿，

社会学家提供了与和合有关的研究成果。了
解、探讨这些和合文化的产物，我们会发现，
在思想学术、校园教育、家庭生活等方方面面
取得的研究实践，都体现出了人最可贵的品
质——和合。

当和合文化通过不同渠道在社会上
取得成就时，正是人们认识到“无形的和
合”在哪里之时。如果没有种子，再无可
挑剔的灌溉、耕种都不会起作用。

和合的种子每个人都有，本自具足，它
就在我们的心里。

和合种子，在你心里
深一度

和合文化百场讲坛还走向上海和合文化百场讲坛还走向上海。。 台传媒记者台传媒记者潘侃俊潘侃俊//摄摄

和合文化根植于
台州，润物细无声般浸
润着这片热土。学校
里，师生其乐融融；家
庭里，家人团结和睦；
社区里，邻里暖心互
助；基层治理中，执法
人员公正暖心……

和合文化理论研究著作。

天台和合街。基层妇女儿童驿站开展服务活动。（采访对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