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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济宁市在北京举行专题座谈会，邀请理论界、学术界知名人士深入探讨济
宁如何在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服务国家文化战略上实现更大作为，与
会的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社科院办公厅研究室等有关负责人纷纷为济宁支招，支
持济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首善之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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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创新新传传承承，，提提升升文文化化软软实实力力
本报济宁11月19日讯 (记者

黄广华 姬生辉 ) 18日，济宁市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加快首善之区
建设”座谈会在北京举行，这是该市
继15日在曲阜举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打造儒学研究传播高地”座谈
会之后，再次邀请理论界、学术界知
名人士深入探讨济宁如何在建设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服务国
家文化战略上实现更大作为。

“今天我们来讨论如何让孔子
哲学及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播成为
世界性课题，如何让中国传统文化
在世界文化、世界和平建设中发挥
更加重要的作用，这是我们的幸运，
也是我们的使命。”人民日报副总编
杜飞进肯定了此次座谈会的意义。

“在当下传播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要微观具体、落到实处。”中
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王杰从“君
子之心常存敬畏”、“诚信”、“知行合
一”等角度谈了如何加快建设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

中国社科院办公厅研究室主任
赵培杰认为，济宁首先应该充分利
用优秀文化资源，在考虑经济社会
发展的同时，把文化和经济结合在
一起；其次要充分利用孔子研究院
文化平台。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
济宁考察并发表重要讲话，对推进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德、加强儒学
研究与传播提出了期望和要求，并
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济宁作为儒家文化发源
地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也迎来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春天。

济宁市委书记马平昌介绍，两
年来，全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站在服务国家
文化战略高度谋划文化发展，围绕

“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
目标，在打造“道德建设模范区、文
明和谐示范区、儒家文化传承区”上
迈出了坚实步伐。

专家观点

在谈到首善之区建设时，
王杰表示，要把公务员学习儒
家文化纳入到下一步的考评任
用中，“让他自觉学，不是学他
的专业知识，学习传统文化，只
有这样才能够在全市中带动大
家真正的去学”。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宏观的
倡导上，”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
当下意义，不能说人人皆知，至
少对相当多的人来讲已经认识
到了它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
当下传播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要微观，要具体，要把它落
到实处。

赵培杰说，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加快首善之区建设，济宁
市应该充分利用孔子研究院文
化平台，要把孔子研究院建设
成为世界儒学研究中心，让她
对儒学的研究发挥引领作用。
同时，孔子研究院还应该以开
放的姿态，不仅研究儒家文化，
也要研究道家文化、佛教文化，
还要研究老子、庄子、孙子等，
不仅要研究过去鲁国的问题，
也要研究齐国的问题，不仅要
吸收国内的专家学者，而且吸
收海外知名的专家学者。

“曲师大在1957年就建立
了儒学研究会，现在已经成为
全国此领域唯一的博士点。”戚
万学说，我们把孔子思想和儒
学文化作为学校发展的文化标
签，以此打造学校独具个性的
办学特色，承担具有独特话语
权的重任。同时，儒学的传承和
发展要有一个浓厚的学习环
境，更需要培养一批青年才俊。
他建议，在泰山学者、尼山学者
等人才项目下，增设“青年学
者”项目，鼓励青年学者潜心研
究儒学。

张国祚在座谈会上表示，
要更好更快地“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加快首善之区建设”，济
宁必须深入研究对儒学创造性
转换、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
他建议济宁市委市政府要在保
护好儒家文物古迹和儒学典章
古籍、进一步挖掘和梳理清楚
儒学思想的精华、提升弘扬优
秀传统文化的层次和品位、培
养儒学双语人才，推动中华文
化优秀传统文化更好的走向世
界等方面做好工作和努力。

“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
化，重在实践，重在塑人，应该
放到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范围里，这是
当今时代的要求，是思想文化
领域最大的实践。”陈晋提出，
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两

创，就是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
发展。只有实现了对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
发展，你才可能更好的在治国
理政当中去发挥固本执政和
育人的作用。

王志民认为，我国传统文
化的核心价值观就是仁、义、
礼、智、信，这正是儒学思想的
核心内容。“要振兴一个民族，
首先要振兴文化，从当前来
看，把儒学的弘扬和振兴放在
民族振兴中，从这个的角度我

们感受到习近平总书记弘扬
传统文化的高远眼光。”王志
民提出，文化的软实力是影响
力，让儒学走进社会和文化建
设的方方面面将是实现中国
梦的强大动力。

搭建文化平台

拓展研究领域

中国社科院办公厅研究室
主任 赵培杰

突破宏观倡导

落到具体实处

中央党校哲学教研部教授
王杰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 陈晋

弘扬传统文化 重在创造创新

山师大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 王志民

振兴民族文化 需要儒家文化

培养青年才俊

传承发展儒学

曲阜师范大学校长 戚万学

保护文化资源

提升弘扬层次

中国文化软实力研究中心
主任 张国祚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姬生辉

祭孔大典是儒学标志符号之一(资料图)。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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