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钦州市国际门户港城市建设和发展中
海洋思政群体素养提升思路、路径与对策

李金榕

（北部湾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广西钦州港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对外贸易港口，地处中南及西南，是对外贸易的重要衔接枢纽和先行区。钦州市

国际门户港城市建设和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的人才来建设这一港口城市，尤其需要大量的海洋知识型人才来发展经济，这些人才不仅

仅需要具备海洋专业知识的还要具备具有一定海洋文化知识且具有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理论知识。海洋思政人才群体不仅政治坚定、品格

高尚，还能带动全体国民素质的提升。“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人才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民素质和

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高度”。要达到 2035 年的人才强国，提升全体公民素质这一愿景目标，就要提高海洋思政人才群体素养以适应钦州

市国际门户港城市建设和发展。本文就海洋思政人才群体素养做出浅要分析并提出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继承和弘扬钦州地

方民族优良传统、深入认知钦州沿海居民群体以更好开展思想政治工作，这对促进钦州市国际门户港城市建设和发展和提升全体国民素

质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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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海洋思政人才群体，本文指懂海洋文化知识、懂海洋

法律法规，具备一定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理论知识，政治坚定、品

格高尚的，在钦州沿海居住地能宣传、组织、管理带领当地沿海

居民进行高效率从事生态生产活动的海边及海上居民群体。

一、海洋思政人才群体素养提升对促进钦州市国际门户港城

市建设和发展的需求分析

增强国民素质需紧跟受教育者所处的环境，受教育者所处的

背景来进行。对于钦州海边居民，钦州市从 1999 年 314.82 万人

至 2003 年 336.74 万人，净增了 21.92 万人，平均每年以 4.38 万

人递增。

《广西壮族自治区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告诉我们：“钦州

市在 2000 年‘五普’时候，男女性加起来约 32.69 万人…… 由于

钦州的地理位置和国家给予的优惠政策，钦州保税港区的成立更

大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和迁移，作为中国东盟的重要发展据点和北

部湾的新一级城市……国际开放城市，劳动力资源越发丰富的外

在因素……钦州市城市发展迅速，并且城镇人口大幅度增长，五

年时间增长了 40 多万人” 

目前，国民素质存在许多现实制约，“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

设基础薄弱，科学教育与培训资源（包括教师队伍教材和教学设施）

不能满足社会和公众需要。”

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通过宣传、传播国家政

策及海洋法律法规让海边居民得以符合国家的“国民素质”，

而宣传者和传播者要求懂得海洋知识、海洋相关文化和法律法

规，这类高一层次的思想政治教育的工作人员还是比较缺乏的。

因此，海洋类型思想政治人才群体知识的补给、灌输再次成为

必要的因素。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 2035 年远景目标：“构建人才强国、

教育强国，搭建都市圈、城市群建设、营造高质量生态环境，要

完成现代化目标，这些都需要国民素质的提升。” 

新时代海边居民群体需要有新的高一层次的国民素质提升

才能完成 2035 年愿景目标。新的高一层次的国民素质培育和提

升，需要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进行宣传和传播和

带动，海洋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群体需要对海边海洋文化知识关

注和了解，从海边居民的教育环境和背景出发：关注海边居民

的价值观念、情感、态度及心理对海洋的认知、关注海边及了

解海上居民是否秉持了新时代的生态观、是否实现对人与自然

的和谐统一，关注了解海洋文化生命的自然属性、关注海洋文

化的传承与发展。

比如：祭祀典礼与巡安、宫庙修建、民俗文化、学术研究、文创、

多领域、全方位、跨层次的妈祖文化特色、草木灰制作坭兴陶釉料、

贝壳骨粉制成坭兴陶等。“北部湾沿海民众以“三牲”供奉海神祈福，

形成了绞缯、塞网、耥箩以及耙螺等各式各样的渔业生产习俗。”

这些知识也可以从钦州地方志及历史博物馆查阅，只有对这些地

方文化有了解和传承，才能更好地进行宣传教育和提升海边居民

素质以提升国民素质。 

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素养提升需要用新时代的



080 Vol. 2 No. 10 2020实践探索

眼光看海洋文化的传统与时尚，懂海洋知识、懂海洋文化、懂海

洋法律法规、坚持正确的海洋文化价值、发展海洋的传统资源价值，

这些都需要具备思想政治教育方面的理论知识，政治坚定、品格

高尚，还需具备海洋文化知识，才能带动钦州沿海村里居民进行

社会治理、进一步完善与社会和谐。

“在海洋经济、海洋法律、海洋规划等人文社科专业领域仍

旧比较空缺。”

因此，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尤其是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

教育人才，在帮助钦州海边居民进一步建立宣传和传播党和国家

的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对海洋知识

培养及优良传统的学习，做好带头宣传建设工作为实现 2035 年愿

景做出贡献意义重大。

“积极参与国际海洋事务，努力将我国利益融入到全球海洋

治理进程、融入到新的海洋规则中去，急需一批高素质涉外海洋

法律人才。” 

二、提升高层次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素养的思路、路径

与对策

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宣传学习钦州海边居民

的美德及新时代民族精神可以有效以提升本土沿海居民群众的

素养。关键在于正确处理好过去、现在、未来海洋思政群体的

文化。

学习铭记和宣传远古时期钦州门户区劳动人民的优良民族品

质，这些优良的民族品质扎根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厚土壤里。

还需要有计划地把民族精神元素，让海边居民社会群体在现代实

践活动中，潜移默化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精神的情感认同，积极

发挥现代国民的民族精神。要把海洋知识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相互融合，提升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的身心素质、

科学文化素养。

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对受教育者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进行理想、美德、纪律、法律、国民团结教育，

应当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传统，吸取人类文明发展

的一切优秀成果。”

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上看，海洋的政策、文化、科技、国

防安全、环境这些都是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组成部分。思想政治

教育人才要熟悉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并且与海洋知识有机相互结

合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加强海洋文化外延学习构建，挖掘海洋知识学习通道。对基

地实践及各博物馆保存有中国海洋文化遗存物品，应多带领群众

学习参观，如：多参观与海洋成果的产业及市场、海洋文化物品

物件遗产、海洋文化创意活动、具有海洋文化元素的产业等；举

办海洋旅游产业与海洋文化旅游节等，增加和扩大思政政治教育

者队伍的海洋知识认知。

开设相关知识学习场所，加深对祖国海域情况的了解和研究。

建设海上丝绸之路为背景的海洋文化研究基地来引导海边居民开

展研究，对思政人才进行有关海洋的知识培训，从而充实群众丰

富多彩生活内容；不定期举办海洋文化类学术交流，如：海洋贝

类研讨会、以海洋为主题的辩论会；电影、艺术节、图书展等。

这些知识学习让思政教育者和普通群众懂得更多海洋领域知识，

讨论更多海洋文化，增强对海洋文化的认同和理解，了解人类与

海洋之间的关系，消除对海洋文化的偏见与误解，利用海洋学科

知识带动海洋类思政开展工作。

如何继承和传扬海边居民群体的优良传统及民族精神呢？

（一）钦州港片区的海边居民从远古时期留下来的勤劳、勇

敢与智慧是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学习、传承弘扬的

地方

钦州地处沿海，自古以来，这里渔民历来就有优良的传统美

德及民族精神：勤劳勇敢、搏击海洋，敢为人先、勇于开拓的精神。

他们勇于开拓新航路，探索海洋事业。

据考究，钦州沿海居民据今约 7000 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就出

现了最早的航海遗迹，最能够说服这一观点的是浦北的汉墓文化

馆，在馆藏陈列的物品中有：贝壳，鱼叉、网等用于捕鱼的多种

工具。

从这些物品物件中可以看出当时的钦州片区沿海居民为了满

足生活的需要，在生产力落后的条件下，就不断探索创造出更多

的劳动工具，来应对生产力低下的环境条件，体现出新石器时代

古时海边居民的勤劳、勇敢与智慧。

钦州港沿海片区的人民不仅在远古时期发明了渔业，而且在

历史的岁月中，经过勤劳劳动和发明创造，人们能够驾驭舟筏，

活动范围从沿海陆地也拓展到了海域，创造出古老的文明，生活

状况也因为海洋有了改善，从渔户慢慢变成渔村。

许多学者从历史研究中，我国在夏朝时期及春秋战国时期，

渔村的地理位置包括有现今的沿海省份，如现今的上海、山东及

北部湾等地的海岸线已经成为海边的渔村，地处北部湾中间段的

钦州也不例外，在夏商时期就已经是个渔村。

钦州港片区渔村的形成是人类对海洋开发文明得以呈现的象

征，也是智慧海边劳动人民勤劳创造的结果。

（二）钦州沿海人民能够保护领海体现出勇保家国情怀的爱

国精神和热爱和平的品格是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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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传承弘扬的地方

在明代时期，钦州海边居民也受到国家政治制度的影响。当

时的钦州已经是北部湾的地区直辖区，归属边境地区，东南亚国

家在北部湾海域对外扩张，海盗猖獗，拦截钦州出海的船只，钦

州沿海居民安全得不到保障。

在这种形势下，当时的明朝政府采取船队调解来缓和各国矛

盾，维护海上交通安全，钦州当地沿海居民为了调解矛盾，平息

冲突，消除隔阂，维护周边的稳定，巩固祖国的边疆，涌现出了

许多英勇的斗争英雄。

在《后汉书·马援传》有记载：“援所过辄为郡县治城郭，

穿渠灌溉，以利其民。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

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 当地民间传颂中间

有伏波将军马援不仅为巩固边疆、安邦定国立下汗马功劳。

（三）钦州海边居民诚实友善精神是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

治教育人才学习、传承弘扬的地方

明初朱元璋时期，刚刚建立，国内还不稳定，集中精力安内，

国防上采取被动的防御战略，在沿海省份设立卫所，试图建立

一个长期稳定的国际环境，派遣郑和下西洋实现及周边的环境

和平。

钦州也是处于繁荣的海上丝绸贸易地段，钦州沿海居民东部

海上粮船，部分武士和浪人为了生存及发展，钦州居民为扩大海

外贸易也结队造船，把货物运到更远的贸易区。

这些货物有如铜钱、丝绸、瓷器等，成交方式双方以击掌

方式，对约定不反悔，友好贸易。体现出钦州沿海人民生产关

系中诚实友善的品质。钦州航海的居民从容温顺，慷慨大方，

从不威胁他人的生存，虽他们全副武装，却从不征服异族，也

不建立要塞。

钦州港沿海片区的居民从远古时期留下来诚实友善精神的品

格是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学习、传承弘扬的又一个

地方。

三、结语

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学习、传承和弘扬的地方

还有钦州市国际门户港片区突显出新时代人不畏艰险、征服自然、

创新精神。现今钦州市国际门户港片区突显出新时代人不畏艰险、

征服自然、创新精神。

这里居民群体在这片区域创造出新时代的繁荣景象：这里的

群体居民紧跟时代步伐，用先进的技术、引导东盟区域各个国家

来创业，他们用数字创意努力把门户港打造成示范性国际都市，

促进数字城市布局与发展。

这里居民群体焦距向海经济，为创造最佳发展生态新环境，

建立钦州北部湾绿色项目，打造新城市发展而努力奋斗着。

至此，钦州港门户区因时代的变革开始了它的巨变：钦州港

从原来的仅有 4 米宽的码头，到如今拥有亿吨大港，钦州港、防

城港、北海港三港合一，成为北部湾港。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迅速崛起是钦州市国际门户港城市建设者

们辛勤劳动、艰苦奋斗带来的新时代景象，体现出钦州人民不畏

艰险、征服自然、创新精神。

高层次的海洋类思想政治教育人才学习、传承和弘扬打开国

门、走向世界进行文化交流的新时代精神。新时代景象突显出钦

州新文化及新时代精神：一种中国沿海居民不断对大海的探索精

神，并且能够响应“绿水青山”的号召，树立新时代生态海洋强

烈意识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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