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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家星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和合文
化，曾指出“我们的祖先曾创造了无
与伦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这其
中的精髓之一”，并将和合理念、和合
智慧贯穿融入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战略思想。天台作为中华和合文
化的重要发源地，认真贯彻落实习近
平文化思想，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实施和合文化传世工程，推动和合文
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重点聚
焦和合文化全球传播高地、和合文化
理论研究高地、宗教中国化实践高
地、和合文化保护展示高地、文旅融
合创新高地等“五大高地”建设，着力
提升和合文化影响力。

一、聚焦“研何理”，深探和合智
慧源。从理论层面看，和合文化强调
多元融合、和谐共生。如儒家倡导

“君子和而不同”，承认个体差异基
础上追求和谐；道家的“万物负阴而
抱阳，冲气以为和”，以阴阳交感达
至和谐平衡；佛教的“因缘和合”观，
揭示事物相互依存与关联。未来，要
加强和合文化当代价值研究，形成
理论研究、成果转化、宣传阐释全链
条。深入开展古籍文献整理编印工
作，整合历史遗迹、民间传说中的和
合文化元素，构建系统的和合文化
理论体系，进一步提升天台山和合
文化理论研究高度。要联动多方资
源，依托天台山文化研究院、台州市
和合文化研究院、省社科赋能特派
团等力量，汇集全国各个和合文化

发源地的研究联盟及高校、社科机
构，构建和合文化自主话语体系。要
加强与国际文化研究机构交流合
作，以国际视野阐释和合文化，使其
在世界文化之林彰显独特魅力与智
慧价值，为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冲
突与矛盾提供中国方案。

二、聚焦“护何韵”，尽展和合风
采卷。保护与传承和合文化的物质
与非物质载体是展现其韵味的关
键。物质方面，众多历史古迹如古
寺、古村落、文化遗址等承载着和合
文化记忆；非物质方面，民间传统技
艺、民俗节庆、非遗等都是和合文化
的鲜活呈现。要以天台山文化申报
世界文化遗产为总抓手，实施文物
保护和古村落保护工程，加强省级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和开发利用。将
和合元素融入城市规划建设，打造
可感知、可体验的和合文化单元。依
托济公文化、佛道文化、天台宗文
化、浙东诗路文化的影响力，搭好文
化沟通桥梁，紧抓流量经济新风口，
邀请文化名家、影视明星、网红达人
精准推介，全方面、多角度、立体化
传播和合文化，以现象级营销打造
爆款，破局出圈。

三、聚焦“传何音”，广扬和合国
际风。在全球化背景下，传播和合文
化声音，提升国际影响力至关重要。
要借助现代传媒手段，通过网络平
台、社交媒体、影视制作等多种渠道，
以丰富多样的文化产品形式如纪录
片、动漫、短视频等向世界讲述和合
文化故事。举办高水平国际文化交流

活动，如和合文化全球论坛、济公文
化节、诗歌节等，邀请世界各国文化
精英参与，促进文化对话与交融。鼓
励文化企业“走出去”，在文化产品贸
易、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中融入和合文
化元素，以文化产品为载体传播和合
文化价值观。未来，还要构建全方位、
多层次、宽领域的国际传播格局，让
和合文化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中
国精神的重要窗口，在全球范围内凝
聚起和谐共生、合作共赢的文化共
识。推进天台县和曲阜市圣地联盟建
设，互相借助双方优势经验，推动文
化出海。争取参加 2025“北京—东京”
论坛，在更高层次世界级平台上传播
天台山和合文化。

四、聚焦“融何兴”，畅绘文旅富
韵图。文旅融合是基于文化与旅游
在本质上的内在联系，文化赋予旅
游灵魂与内涵，旅游则为文化提供
传播载体与发展空间。和合文化融
入旅游，是将其和谐、融合的理念贯
穿于旅游资源开发、旅游产品设计、
旅游服务提供的全过程。要以打造

“最具浙江辨识度的文化旅游目的
地”为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构建和合文旅综合发展体系，
满足游客对于和谐、宁静、融合的精
神需求，创造独特的旅游体验价值。
开发运营好以和合文化为主题的旅
游景区、特色小镇、田园综合体等；
设计富有创意的和合文化旅游纪念
品，满足游客购物需求的同时传播
文化；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升
旅游服务质量，营造和谐友好的旅

游环境。以“文旅+”创新体验模式，
带动餐饮、住宿、交通等相关产业发
展，促进乡村振兴与区域经济繁荣。
展望未来，要持续创新文旅融合模
式与产品，以国际化视野打响天台
山文旅品牌，打造“近悦远来”国际
知名文旅目的地。

五、聚焦“创何治”，巧筑和合善
治基。和合文化融入社会治理有着
深厚的理论依据。儒家的“礼之用，
和为贵”思想，强调社会秩序的和
谐有序应建立在礼义规范与和谐
精神之上。社会治理中的“协同治
理”与和合文化相契合，倡导多元
主体通过合作、协商实现社会事务
的有效治理，有助于促进社会各要
素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在其实践
中，倡导以和为贵、协商合作的理
念，鼓励民众积极参与村社自治，
通过“和合调解”让“小事不出村，
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成为常
态。在企业管理中，和合文化促进
企业间“传帮带”，传承“合作共赢”
和合理念，建立“链长+链主”发展
机制，营造和谐劳动关系与团队合
作氛围，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在
公共服务领域，以和合精神优化服
务流程，提高服务质量，增强民众
获得感与幸福感。未来，要不断完
善和合文化融入社会治理的制度机
制与实践模式，培育和谐社会风尚
与公民文化素养，以“和合善治”为
基石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
新格局，为社会和谐稳定与文明进
步提供坚实保障。

实施和合文化传世工程
提升和合文化影响力

叶 畅

近年来，经济社会不断发展，机动车保有量迅速
攀升，与之相对应的固定停车位数量有限，成为制约
城市发展的一大顽疾。椒江区聚焦破解停车供需矛
盾，挖掘社会潜力，合理利用停车资源，实施机关企
事业单位内部停车位错峰开放政策，缓解居民“停车
难”问题，获得了群众的点赞和支持。

科学谋划，促进深度开放。一是继续提升开放数
量。按照“应开尽开”的原则，除涉密和重点安保单位、
企业生产区域等以外的停车场，鼓励其向社会开放内
部停车场，最大限度提供停车资源。二是持续扩展开放
对象。当前主要面向周边社区居民和学生家长，在车位
有富余的前提下，也应对其他有临时停车需求的办事
群众开放，例如在节假日期间对外地游客免费开放。三
是灵活掌握开放时间。各单位结合自身工作特点设置
不同的对外开放时段，如遇重大活动、重大会议等特殊
情况需要临时取消对外开放，要提前公告并告知车主。

建章立制，执行标准管理。一是制订标准化的停
车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开放车位的停车秩序，按照

“方便群众、安全有序”的原则建章立制，提醒车主文
明开车、规范停车，并做好车辆防盗的安全措施。对于
超时停车、违规停车、携带危险物品、损坏停车场设施
的行为按照相关规定处罚。二是规范标准化的办理
登记流程。各单位严格审核停车服务申请对象，通过
统一的入口办理登记、调整、取消业务，并及时对外
公示。三是设置标准化的停车指示标识。在停车场入
口处放置统一醒目的共享停车指示牌和停车须知，
在场地内部划定停车区域，统一停车方向。

提升硬件，完善充电设施。充电桩作为城市中重要的基础设施，是推进
绿色低碳出行、打造智慧城市建设的前提。加快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
逐步提高充电桩数量意义重大。一是节省电动车车主的时间和精力，提高
电动汽车的使用体验，有助于推动电动车的进一步普及。二是带动新能源
配套产品的需求增长，促使企业加大投入，提高产能。三是为开放内部停车
位这一行动引流，借此提升市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为打造宜居、韧性、智慧
城市作出重要贡献。

优化体验，上线数智平台。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通过在停车场出入口加
装余位相机等方式实现车位信息联网，破解各场地因后台管理系统差异而造
成的数据隔离问题，实时采集各场地空余车位信息，帮助各单位更好地管理内
部停车场，为公众提供停车信息引导服务。从需求侧的角度来看，市民可在移
动端进行线上即时登记，省去繁琐的线下申请环节，同时可通过APP、公众号、
小程序来查询、预约就近区域的空余车位，停车区域也可扩充至全区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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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
思想理论博大精深、常学常新。”深入学
习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不断从中
汲取智慧，才能把马克思主义立场、观

点、方法学到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历史考证版第二版）已由中央编译出
版社出版发行，该书收录了马克思、恩
格斯的文献和手稿等大量资料，为学习
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重要参考。

该书有三大特点。一是尊重原文原

貌。最大程度呈现马克思、恩格斯的手
稿原貌，保留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原
汁原味。比如，首次呈现了马克思为《资
本论》撰写的全部手稿，完整展示了创
作过程。二是有新资料新信息。除了收
录已知的著作、文章、书信以及第三方

写给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外，还收录
了一系列过去未曾发表的新资料。三是
资料翔实。完整收录了马克思、恩格斯
发表的文献，遗留的手稿、草稿及书信
等资料。该书的出版发行有助于进一步
推动马克思主义学习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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