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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媛媛 通讯员 樊丽薇

济宁报道

近日，曲阜市“时·光”

青年夜校开班。首期课程

《汉韵纸艺芳华录》精彩非

凡，吸引了十多名青年朋友

热情参与。

活动特别邀请非遗传

承人——— 常凤英授课剪纸

技艺，青年们身着华美汉服

全神贯注，手中的剪刀灵动

飞舞，纸张仿佛被赋予生

命，变幻出精美图案。这一

过程中，让青年朋友们不仅

学习到剪纸技艺，更感受到

了这一传统艺术背后所蕴

含的深厚文化底蕴。

此外，课程还包含了礼

仪、体态、舞蹈等内容，让

青年们通过身着汉服，在学

习古人的礼仪和体态中，展

现出优雅的风姿，领略着古

人的谦逊与庄重，在古典舞

蹈学习中，尽显青春与传统

的灵动之美。

“现在年轻人群体中，

特别流行汉服和剪纸文化，

这都是我们中国传统文化

的宝藏，我们更应该学习和

继承。”青年夜校学员高玉

冕说。活动中，整个现场充

满了欢声笑语，乐趣无穷。

下一步，曲阜市“时·

光”青年夜校将继续为青年

朋友们带来更多丰富多彩

的文化活动，让青年们可以

利用碎片化的时间提升个

人技能、拓展人际社交、缓

解生活压力，点亮年轻人的

夜生活。

近日，邹城市优秀传统文化

融入基层社会治理座谈会在千泉

街道文博苑举行。

会上，与会人员围绕弘扬和

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推进现代儒

乡建设、赋能基层社会治理等课

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交流，中山大

学哲学系教授、孟子研究院特聘

专家、泰山学者特聘专家、济宁市

里仁书院院长杨海文作点评讲

话，对邹城市积极探索将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所做出

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给予充分肯

定。他表示，要结合儒乡中国社群

建设，进一步健全完善运行机制，

整合现有各类资源，突出邹城传

统文化特色，深入挖掘具有代表

性的人物、故事和观点等，让孟子

思想和母教文化真正走进乡村与

社区，为推动基层社会治理不断

赋能提质，展现更大作为。

曲阜市“时·光”青年夜校开班
白天上班晚上学艺，解锁年轻人别样夜生活

优秀传统文化润民

赋能基层治理提质

学员们身着汉服跟随老师学习古典舞蹈。

8月23日，尼山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
2024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专项研究生开学典礼在邹
城举行。

开学典礼上，与会领导
对2024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专项研究生提出殷切希望。
广大研究生要坚定理想信
念，要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
代声音，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世界意义，勇敢承担
起时代赋予的责任。

近年来，尼山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联合研究生院招生
数量逐年增加，研修学习机
制不断完善，共建共享优势
日益彰显。济宁作为世界儒
学研究传播交流中心、世界
多元文明交流对话的重要平
台，已然成为世界了解中国
传统文化的重要窗口。

典礼上，同学们纷纷表
示，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专项研究生，既是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传承者，更是文

化创新的实践者。不仅要有
扎实的知识积累和严谨的学
术训练，还要有不惧新挑战，
勇于接受新事物的精神。未
来，将以诚敬之心、勤勉之
态，认真研读经典，筑牢学术
基础，努力完成学业，不辱文
化使命与历史责任。

8月15日至28日，尼山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联合研
究生院2024级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专项研究生研修活
动举行，来自全国16所共建

高校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专项研究生齐聚孔孟故里，
在曲阜、邹城、嘉祥等地开
展一场意义非凡的儒家文
化探寻与学习之旅。通过聆
听专题讲座，拜谒圣贤古
迹，开展学术研讨，专项研
究生开启学术旅程新阶段，
同学们从宏观到微观、从理
论到实践，全方位多层次近
距离感受儒家文化的深厚
底蕴和魅力。

(通讯员 张懿程)

研修儒家文化，开启学术新程
2024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研究生开学典礼举行

开学典礼现场。

8月24日，尼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联合研究生院第二届专项博士研究生

学术论坛在山东邹城举行，论坛主题为

“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论坛邀请中国社科院哲学研究所

研究员任蜜林，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

教授田智忠，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

学院教授王新春作学术点评，并为获奖

论文作者颁奖。

代表各共建院校的16名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专项博士研究生依次登台亮

相，为现场领导、老师以及2024级全体

专项博士研究生发表学术报告。

论坛上，同学们旁征博引，逸兴云

飞，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前沿课题，

围绕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推动“两

个结合”“两创”，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儒家典籍学说考辨，历史人文探析等主

题，详尽阐释所学所思，畅谈观点成果。

论坛现场学术氛围浓厚，2024级博士生

与学长学姐热烈讨论、积极互动，就各

自观点进行热烈碰撞，站在不同学科领

域展开深入探讨，充分展现了新时代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项博士生的学术活

力和创新潜力。

(通讯员 张懿程)

传统文化博士研究生齐聚尼山

热议“两个结合”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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