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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山世界儒学中心研究生研修闭营

8月28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究生院2022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专项研究生研修总结会议在邹城召开，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

会秘书处)党委书记、副主任，理事会副理事长、秘书长国承彦出席会议并

讲话。尼山世界儒学中心(中国孔子基金会秘书处)党委委员、副主任刘皓

主持会议。

东北亚青年研习营山东分团开营

8月29日，2022年东北亚青年可持续发展研习营山东分团在曲阜师范

大学开营。今年东北亚青年可持续发展研习营的主题为“文化使者、青年

力量”，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主办，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培训交流中心、山东

省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山东省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曲阜师范大学联合承

办。在为期五天的研习活动中，37位中外青年代表将开展参访和交流活

动。

教育部虚拟教研室建设工作站落户济宁学院

8月24日，教育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认识论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虚拟教研

室建设济宁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工作站授牌。教育部“长江特岗学者”、华中

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欧阳康，党委副书记、校长王清明出席仪式。

党委委员、副校长尹春光主持仪式。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王玉华和部分教师

参加仪式。十余所高校虚拟教研室工作站人员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加了

活动。

6位专家学者研讨孟学创新发展与社会治理

8月28日，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召开孟子研究创新发展与社会

治理研讨会。与会6位专家学者围绕孟学研究重点、孟子治道思想与社会治

理智慧的挖掘、母教文化，孟学学科体系建设、孟学圈层构建、孟学与其他学

科交叉融合，孟子思想文化成果转化、文创产品开发、全媒体传播矩阵建立，

孟学人才队伍建设、机构设置等主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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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济宁9月1日讯 (记者
陈丹 ) 8月25日，济宁市优

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
设现场观摩团抵达邹城，对邹
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大束镇
钓鱼台村、大束镇大洪沟民俗
文化村进行了现场观摩，为打
造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
样板，形成济宁经验和模式持
续赋能。

邹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大
厅入驻部门单位40家，承担全
市1248项审批服务事项的业务
办理工作，并设置税务、商事、

人社、项目建设、社会事务、公
共服务、中介等综合服务专区。

邹城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在
孟子“民事不可缓”思想的指引
下，组建“邹鲁帮办”党员攻坚
突击队，选优配60人的服务队
伍。同时，开展“四看四树”“传
统文化专题课堂”“基层联建”
等活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培
育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新
动能，扎实做好示范单位建设
工作。

在钓鱼台村，观摩团听取
了该村建设经验并走街串巷

参观了村子的建设情况。近年
来，钓鱼台村积极谋划强村富
民路子，通过“党支部领办合
作社+企业+农户”的全新合作
模式，发展食用菌产业，不到1
个月，便建立22栋崭新的现代
化大棚，刨除各种成本后，每
个大棚可为村集体增收2万元
以上。

在精神文明和文化“两创”
方面，钓鱼台村通过加大对传
统节日、二十四节气等传统文
化的挖掘、研究和转化，将丰厚
的文化资源转化为优质的旅游

产品，从而推动乡村发展。今
年，钓鱼台村举办“乡村好时
节·春社钓鱼台”2022年大束镇
春社主题秀活动，通过观社戏、
饮社酒、食社饭、赶社集等具有
传统文化特色的活动，吸引大
量游客前来参观游玩，展示了
优秀的乡村文化基因。

作为坚持建筑自带IP、产
业自带流量原则的代表，大洪
沟民俗文化村融合了产业培
育、高端度假、休闲旅游、民俗
节庆、研学体验5个方面。尤其
产业培育方面，通过梳理邹城

特色产品，开发出“超级乡村-
邹城十宝”的大洪沟品牌，网上
销售已经初具规模，已经基本
实现了不需要依靠游客支撑的
产业体系。“柳下皂”是邹城著
名非遗产品，采用八种中药配
方，具有美容养颜、保湿祛皱的
功效明显，观摩团在其招牌前
纷纷驻足一嗅芬芳。

随后，观摩团进入研学体
验区域，体味匡衡“凿壁偷光”、
韦贤“一经传家”等经典故事，
回味优秀传统文化的绵延华
光。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看邹城

赋能乡村振兴，这里做得挺好

差异化教育理念
融入传统文化“两创”

在济宁二中校园中心道路
东侧橱窗里，济宁二中文化“两
创”示范点建设体系规划一目
了然。规划可概括为“一核三圈
双创”。“一核”，指的是学校“两
创”的文化核心文化———“和”；

“三圈”，指的是要达到“一核”
即“和谐育人”的三条路径，其
中包括环境教育生态圈、礼仪
教育生态圈、心理教育生态圈
三大教育生态系列。

“双创”和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略有不同，济宁二中的
“双创”更多是指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的学校教学教育实践中
的延伸。“双创”中，一创“国学
经典研学品牌”，二创特色教育
教学品牌，最终两者与学校“和
谐育人”特色文化品牌相融合，
是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在实际教育活动中

的体现。
“生源上和城区的高中相

比，我们有很大差距，这就引导
我们在其他方面思考前进的方
向。”学校工会主席王明韶介
绍，二中在教学中不断引导学
生发现自身长处，找寻自己发
展的方向。学校将优秀传统文
化“两创”与课程相结合，通过
设置兴趣小组、社团，引导学生
接触文化、了解文化，最终与学
校较为优势的艺术类学科相结
合，为学生后续的发展指引方
向。

对标升学考试
文化“两创”大放异彩

走进济宁二中博雅楼，学
校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创新
工作室坐落于此，工作室将雅
艺、剪纸、书法、篆刻等传统艺
术做了细化，拓展了内涵。书法
工作室内，和韵飞扬，翰墨飘
香，学生们正在学习篆书笔法，

训练心手合一。在这里，他们学
习书法文化，感悟线条之美，陶
冶了艺术情操，树立了文化自
信。

“学校的兴趣小组、社团不
仅为学生们打开了一个接触优
秀传统文化的窗口，也成了一
种学生选择未来发展方向的平
台。”济宁二中美术教师祝玉川
介绍，相较于传统文化课，济宁
二中的艺术课一直以来都是强
项，近年来学校为各类艺术院

校以及综合院校的艺术类专业
输送了众多人才。

“学校的社团、兴趣小组都
会有本校艺术课老师进行指
导，这样也有助于我们在社团
活动中发现好苗子，让这些学
生可以在高考中凭借一技之长
考一个好学校。”祝玉川介绍，
不仅是学校可以选择学生，学
生也可以通过各类社团进入艺
术课的学习，让这个平台真正
实现了双向选择。“这不仅使得

学校、学生都可以更加便捷地
制定未来规划，也让优秀传统
文化‘两创’在校园里有了一个
可以持续生根发芽的沃土。”

如今，走在济宁二中校园
里，秋风送爽，紫藤架下，文化
长廊正在等待新一批的学生发
现这片适合晨读、纳凉的地方。
学校也将继续以“各美其美，和
而不同”这一主题文化深耕属
于自身的教育沃土，迎来更灿
烂的未来。

济宁市第二中学深耕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差异化教学，学生有美好未来
记者 刘凯平 通讯员 张文光

济宁市第二中学以悠久的办学历史为依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为支撑，秉持“自强不息，超越自我”的学校精神，围绕“和为贵，谐
为美”核心理念，精心打造“各美其美，和而不同”这一主题文化，沿
寻“差异教育，错位发展，多元成才，特色立校”的办学思路，致力于
创办具有精神感召力和文化品位的学校，努力为学生创造值得一生
回味的生态教育，不断推进中华文明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学生们在展演自排自演的历史剧《文成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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