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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耕文化“两创”，济宁交出十年亮眼答卷

走新亦走心，这城市可亲可近

文旅产业提档升级
景区集群渐具规模

“真没想到家乡的变化这么
大。”11月12日，北京市朝阳区东
亿美术馆，济宁籍老乡高明在

“新时代新济宁 书画篆刻名家
作品邀请展”上流连忘返。他20
多前到北京上大学，随后也一直
在此工作生活，尤其近10年，事
业繁忙，回济宁的次数屈指可
数。高明说，当看到鲁源新村、尼
山圣境等画作时，他计划回家看
看。“千百年来，孔孟文化一直是
济宁的符号性存在。”高明兴奋
地说，以“孔府、孔庙、孔林”为代
表的“老三孔”经过历代扩建重
修，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
产，每年有很多游客到此参观朝
圣。在游览过尼山圣境、孔子博
物馆、孔子研究院“新三孔”后，
更令高明和其女儿高琳琳惊喜。

“高大巍峨的‘大哉孔子’、
趣味十足的‘夫子问答’、美轮美
奂的《金声玉振》，在优秀传统文
化的加持下，这些旅游项目好
玩、有趣，令我受益匪浅。”高琳
琳说。作为济宁籍在外游子，再
次回家的高明颇为感叹，“在孔
府、孔庙、孔林，红墙黛瓦、石碑
古木，点点滴滴彰显传统文化的
深厚底蕴；而尼山圣境、孔子博
物馆等处，又体现传统文化与数
字技术的‘珠联璧合’，令人大开
眼界。家乡的巨变真的了不起。”

其实，巨变的不只有三孔。
近年来，济宁市高能级、系统化
开展文旅融合。微山湖旅游区国
家5A级景区成功创建、2022山东
省旅游发展大会、中日韩文化部
长会议、中国·济宁研学旅行创
新发展大会……济宁的文旅产
业能级不断得到提升，“文化济
宁”的声音愈发响亮。

阅湖尚儒研学基地研学部
总监王灵延表示，“阅湖尚儒研
学基地的研学游包含非遗项目、
自然教育、拓展板块等，主打文
化游、乡村游。近几年基地接待
的研学游团体、个人越来越多，
我深深地感受到济宁的文化游、
乡村振兴游越来越火。”

文化旅游协同推进
阐释经典融入生活

济宁的文化“两创”事业在
赋能文旅产业的同时，也融入人
们的生活、影响生活。这种影响

既有对品格行为的塑造，也有真
金白银式的增收致富。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
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
乎。”近日，一套名为《尼山丛书·
国学经典音注》的丛书，在济宁
各中小学校颇为风靡。丛书共分
5册，内容节选自《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诗经》《道德经》。
济宁学院第二附属小学，五年级
2班王乐妍说，“最令我印象深刻
的一句话是‘温故而知新，可以
为师矣’。生活中我们只有不断
积累与理解所学过的知识，才能
从中获得更多新的启发。”她说，
该书相比其他读本不仅标注拼
音，方便阅读理解，对章句的阐
释更深入浅出，她和同学们都非
常喜欢。

此外，《至圣孔子》《复圣颜
子》《宗圣曾子》《述圣子思子》《亚
圣孟子》等“儒家五圣”丛书也于
近日出版，分别阐述5位圣贤的生
平事迹、思想观点及时代价值。

“今天的我们要树立文化自信，便
必须要从文化自知入手，而要做
到文化自知，就要先了解圣贤身
上的文化承载，这意味着‘儒家五
圣’的选题非常重要！”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
明，对孔孟之乡这十年来的创新
举措赞不绝口，“百姓儒学节、背

《论语》免费游三孔乡村儒学讲堂
等，都是让传统文化‘接地气’的
好举措。”杨朝明说。

重磅丛书的推出，既是济宁

文化“两创”的标志性成果，也是
经典通俗化、普及性的显现。“优
秀传统文化正逐渐成为村民生
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如今村
子里儒风蔚然，矛盾少了，村里
更加和谐。”时任鲁源新村党总
支书记刘承彪说，不止于生活方
面，鲁源新村还以文化“两创”为
抓手，推进旅游民宿、乡村旅游、
文旅服务等三大主导产业，走出
了一条优秀传统文化强村富民
发展之路。

在村子里的“儒源乡集”，村
民们正动手制作仁义礼智信的
弦丝画，手指游走间勾勒出别样
的文化内涵。“自从家门口有了
这个文化项目，我们平时没事就
来学习编制技巧，现在很多姐妹
都已经能够独立上手有自己的

‘作品’了，制作完成后还能直接
通过店内渠道销售，收入也不
错，大家都喜欢来。”村民胡享享
说。

立足丰厚文化资源
助力治理赋能工作

“礼之用，和为贵”，作为孔子
故里和儒家文化发祥地，近年来，
济宁市将儒家文化精髓“和为贵”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构建市县乡
村四级“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体
系，以优秀传统文化引导群众定
分止争，及时把矛盾纠纷化解在
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前不久，曲阜市小雪街道前

苗营村发生了一起纠纷。村民王
玉真在农作时发现地头的界石
往她家地里挪了20公分，怀疑是
邻居动了手脚，于是找到对方理
论。其邻居表示没有动，双方因
此产生矛盾，争得面红耳赤。前
苗营村党支部书记陈长雨将双
方叫到“和为贵”调解室，他指着
墙上张贴的“儒家劝和箴言”引
用“劝和典故”耐心劝导，双方情
绪慢慢缓和下来。

“‘和为贵’调解室里张贴的
都是睦邻友爱的内容，在此熏陶
下，双方当事人气已经消了三
分，调解工作也会顺畅很多。”陈
长雨说。在到现场观察后，陈长
雨认为是在种玉米时，机械操作
不当将界石碰歪，随之又被错误
掩埋。他说，“事也不大，发现错
了咱就及时挪正。都是老邻居
啦，就别赌气啦。”书记说得在
理，双方解开了心中的疙瘩。

目前，济宁全市县市区(功
能区)、156个镇街全部建立“和
为贵”中心和“一站式”矛盾纠纷
调处化解中心，6500个村居全部
建立“和为贵”调解室。济宁市社
会治理中心常务副主任李福东
介绍，今年1-10月份，济宁全市
共受理群众诉求240 . 67万件，按
时办理率99 . 99%，一大批群众、
企业的“急难愁盼”问题得到解
决。

在推进文化“两创”融入社
会治理的同时，济宁还持续推进
优秀传统文化赋能干部政德教

育。设立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
建成全国第一家以“政德”为主题
的教育基地，成为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的现场教学点、中国浦
东干部学院的教学研究基地。

“弘道门始建于明代，清雍
正皇帝赐名‘弘道’，取《论语》中

‘人能弘道’之意，意思是每个人
都应该发挥积极的主观能动性，
将道发扬光大。”在孔庙弘道门，
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导学孔
繁鹏十几年如一日地讲解孔子
弘道精神，借此提升研学干部们
的为政之德。“作为导学，我们的
讲解努力将优秀传统文化的价
值理念转化为领导干部修身立
德、执政为民等方面的精神动力
和思想源泉。”孔繁鹏说。目前，
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已打造
30多处现场教学点，累计承接各
类培训班次1700多期，培训学员
10万余人。

交流互鉴搭台唱戏
加深理解激发活力

文化“两创”要落地化人，也
要展开深度交流互鉴，从而美人
之美，美美与共。2019年，尼山世
界儒学中心落户尼山圣境，标志
着全球儒学研究实体平台的诞
生；与清华、北大等16所顶尖高
校共建联合研究生院，面向海内
外选聘23名儒学研究高端人才，
组建12个儒学研究高端学术团
队；举办9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成为全球多元文明对话交流的
重要平台、世界各国了解体验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山东社会科学院国际儒学研
究院院长刘云超，参加了第九届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他表示，“论
坛设置基于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集中展示了中华民族
现代文明所蕴含的生机与活力。
随着该论坛对话领域不断拓展，
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中华文明和各
国不同文明的了解，激发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的活力。”

同时，济宁积极推动文化
“两创”成果走出去。从青年导演
创作扶持计划到无伴奏合唱套
曲《〈论语〉节选》唱进北大，再到

“新时代新济宁 书画篆刻名家
作品邀请展”的在京举办……不
仅展示了济宁当地文化艺术特
色，同时也完成了以艺术为载体
的城市推介，对讲好济宁故事、
传播济宁好声音产生深远影响。
长河浩瀚，历久弥新，站在文化

“两创”的新起点，济宁牢记嘱
托，坚持守正创新、深耕人文沃
土，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扛牢新的文化使
命与担当。

记者 陈丹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济宁视察曲阜时发出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召。这10年，济
宁深入践行文化“两创”，迅速起势、全面成势、立标示范，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彰显了担当与作
为。这10年，文化“两创”落地开花，优秀传统文化在济宁可亲可近、可知可感，与现代生活相互融合、交
相辉映。这10年，济宁传承文脉、固本开新，为坚定文化自信、为新征程凝聚了奋进之力。

曲阜尼山圣境创新文旅产业，声光电结合让旅客流连忘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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