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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舟运河，感悟文化魅力

俄罗斯国家古典模范芭蕾舞团走进任城区

详见C02版

凝聚合力，协同并进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召开座谈会

◎6月7日上午，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

召开座谈会，欢迎曲阜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孙景亮一行前来对接交流工作。

◎6月7日下午，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

开展每周五集体学习活动。

传承文化基因

涵养文明乡风

拾阶而上，一座座古朴别致
的庭院映入眼帘，红色的瓦片在
阳光下闪闪发光。漫步在鲁源新
村儒学美德示范街，青砖灰瓦的
建筑、古色古香的牌匾，道路中
间是一条流动的儒家文化文字
长廊，不禁让人感叹，“入目皆经
典，步步皆风雅”。

鲁源新村地处曲阜市东南部
的尼山镇，北接孔子诞生地，南邻
孔子湖。近几年，因尼山圣境落成
开园，加之夫子洞、尼山孔庙等景
点修缮一新，鲁源新村端起“文化
碗”，吃上了“文化饭”。不少村民看
到了乡村民宿的前景，纷纷做起了
民宿生意。“不仅如此，在鲁源新村
儒学美德示范街上，也开起了手工
作坊，一方面作为村里文化项目，
一方面还能增加村民收入。”鲁源
新村党总支书记刘承彪说。

2022年，曲阜文化建设示范
区将鲁源新村纳入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两创”示范村庄，持续深
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时代
内涵，让美德健康新生活在全村
蔚然成风。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设置了尼山书屋、书法室、红色
纪念馆等8个功能室，常态化开
展经典诵读、非遗技艺培训、家
风家训分享等活动，传承文化基
因，涵养文明乡风。

每当夜幕降临，鲁源新村示
范街区流光溢彩，村民编排演出

《射礼舞》《礼仪之邦》等舞蹈，“不
仅能锻炼身体，还能弘扬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村民孔凡玲说。

文化沁润人心

示范效应凸显

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明
尼山对话、青年导演创作扶持计
划第二季、第九届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诸多盛会举办期间，无
论是尼山脚下的鲁源新村，还是
一山之隔的泗水县龙湾湖艺术
小镇，这些示范点，都给海内外
嘉宾、游客留下了难以忘怀的

“尼山印象”。
这样的盛况，自然离不开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的

建设。
示范点建设初期，曲阜文化

建设示范区便明确了各级各类示
范点创建运行的制度机制和保障
措施。两年来，在阵地建设方面，
注重对各类示范点文化设施建设
做好科学规范，对文化景观、符号
标识体系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
而在传承普及方面，则结合济宁
文化建设实际，丰富拓展人才
队伍建设、文化教育培训、特色
活动开展等方面的内容。行为
养成方面，坚持把弘扬优秀传
统文化与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
机结合，积极倡导践行新时代美
德健康新生活。

在示范点建设的有力推动
下，从村民到学生，从党员干部
到企业职工，飞入“寻常百姓家”
的传统文化沁润人心，群众的精
神面貌不仅发生了巨大改变，被
纳入示范点建设的社区、村居、
学校等单位也激活了深埋已久
的文化底蕴，文化元素随处可

见，文化氛围空前浓郁，一批文
化示范形象品牌借势打响了知
名度，同时也形成了示范效应，
为全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支撑。

坚持立德树人

深化国学教育

“子曰：‘德不孤，必有邻。’”“大
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
至善”……6月4日一早，漫步在尼山
孔子博雅学校内，书声琅琅。

“学校在尼山设教，是离孔
子最近的学校，推进国学经典教
育，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
养学生中华底色，是学校义不容
辞的责任担当。”尼山孔子博雅
学校执行校长陈效军说，自2022
年创建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
范学校以来，学校扎实开展经典
诵读活动，每天一节经典诵读
课，每大周4节国学经典教育课，
保障小学阶段学生全文诵读《四
书》100遍以上，小学和初中阶段

亟需学习《周易》《老子》《诗经》，
诵读诗词古文300篇。

在开展经典诵读的同时，学
校还通过组织学生进行圣地访
学、圣迹寻根、古都览胜等系列
活动，到尼山孔庙、开封、洛阳等
地访圣寻古，感受历史文化，从
而在体验、探索和感悟中将社会
的需要转化为个体成长的需要。
陈效军表示，弘扬传统文化任重
而道远，今后学校还将围绕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深入探索育
人方式，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为教师发展和学生成长
提供精神指引。

文化产业融合

赋能乡村振兴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始终
注重突出不同种类示范点的文
化功能性，一方面，对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幸福食堂、农家书
屋、“乡村记忆”博物馆、儒学(国
学)讲堂、图书室、文体广场等硬

件设施进行科学规范。另一方
面，对各类文化场馆、场所的功
能定位、特色主题、设计规划等，
充分考虑差异性和实用性，做到
与各点位特点和资源特色有机
结合。

同时，坚持将优秀传统文化
与推动产业发展深度融合，结合
美丽乡村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
盘活现有古村、古井、古树和特
色民俗，突出自然生态与历史人
文有机融合，充分发挥文化元素
功能，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在实
现乡村产业振兴、生态优美的同
时，让传统文化华丽转身，形成

“传统文化+乡村旅游+特色产
业”于一体的乡村发展新模式，
推动乡村全方位振兴。

以泗水县为例，圣水峪镇小城
子村民风淳朴，传统文化底蕴深
厚，当地儒学讲堂开展得有声有
色，在以王春为首的多位儒学讲
师带领下，定期走进儒学讲堂聆
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了村
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文化食
粮；距离其不远的龙湾湖艺术小
镇，搭上了文化“两创”示范点建
设的快车，成为了泗水县乃至济
宁市乡村振兴的典范，数十位艺
术家相继将工作室落户于此，让
当地尝到了产业发展的“红利”。

不仅如此，示范点立足文化
传播新形势、新任务、新特点，突
出文化活动的带动引领作用，科
学研究主题活动内容，创新活动
形式，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
教育、主题实践、文明创建等活
动，结合春节、端午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节点，常态化
开展优秀传统文化宣讲、习德、
习礼、习艺等活动，推动优秀传
统文化落地落实，焕发优秀传统
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2024年，曲阜文化建设示范
区聚焦推动优秀传统文化融入
青少年教育和基层社会治理两
个领域，在曲阜市、泗水县、邹城
市、任城区确定了42个村居(社
区)、学校，开展文化“两创”示范
点巩固提升工作，推动优秀传统
文化进学校、进村居(社区)、进
家庭，不断筑牢立德树人、和谐
邻里、孝善传家、向上向善的根
基，从而形成文化“两创”工作逐
年上台阶的良好局面。

以文化人，示范效应凸显
儒家文化融入基层治理，济宁文化“两创”释放蓬勃动力

丁安顺 汪泷 济宁报道

6月2日，央视《新闻联播》栏目头条播发报道，点赞济宁市将儒家文化精髓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全市300个文化
“两创”示范点将优秀传统文化与新时代文明建设、学校教育等相结合，滋养民风民俗，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2022年以来，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立足文化底蕴深厚、资源富集、人才聚集等优势，以打造优秀传统文化
“两创”示范点为突破口，积极探索新时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机制和模式，通过以文载道、以文化人、以
文传声、以文兴业，让优秀传统文化春风化雨般融入时代、走进生活，文化“两创”示范效应不断凸显。

鲁源新村内新中式婚礼展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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