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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姬生辉 汪泷

文化传承
儒学进入百姓生活

“在曲阜生活几十年，到
孔庙来按照传统礼仪行礼朝
圣还是第一次。”到孔庙参加
朝圣祭孔活动的曲阜市民王
先生难掩心中的激动。今年10
月26日，为期一个月的曲阜市
第三届“百姓儒学节”拉开帷
幕，曲阜围绕“儒学让百姓更
幸福”这一主题，举行全民学
礼大朝圣等六大主题行动，旨
在全市上下广泛掀起百姓学
儒学、用儒学热潮。

作为闻名全国的“乡村儒
学”现象发端地的泗水县北东
野村位于尼山脚下，是孔子的
出生地。“听课听得有良心了，
再也没有打骂公婆的声音了，
孩子们都会背《弟子规》，大人
做错了，小孩都知道提意见。”
泗水县圣水峪镇椿树沟村党
支部书记渠井萍颇为感慨地
说起村里的变化。自2013年3
月第一期“乡村儒学讲堂”在
这里开课后，每月两次的“乡
村儒学讲堂”成为村民的必修
课，他们欣然接受着儒学的滋
养和教育。

近三年来，济宁充分发挥
优秀传统文化的教化作用，在
城市社区和广大农村推广“乡
村儒学讲堂”“一村一名儒学
讲师”等做法，确定了在市级
层面做好一个书院、一处讲
堂、一个舞台、一批精品“四个
一”工作；在县级层面，图书馆
建“尼山书院”、文化馆建国学
体验基地；在镇、村层面，建设

“乡村儒学讲堂”，广泛组织开
展“百姓学儒学”活动。

截至目前，全市建成乡
村、社区儒学讲堂903处，中小
学 诵 读 活 动 普 及 率 达 到
100%，济宁市农村、社区“善
行义举四德榜”基本实现全覆
盖，全市开展“善行义举进企
业”活动的企业已近6000家，
涌现出了“齐鲁时代楷模”陈
新宁、“齐鲁最美职工”魏立
新、“全国特别关注乡村医生”

刘庆民等一批全国、全省先进
典型。曲阜市则被中宣部确定
为全国文明礼仪教育普及活
动试点。

政德教育
“三孔”开设现场课

“中国有句古话叫百善孝
为先，那么作为党员干部应该
怎样为父母尽孝呢？”11月9日
10点，来自广东佛山丹灶镇的
35名学员在曲阜孔庙孔氏家
庙前停下脚步，身穿黑色立领
中山装的张健正在上一堂以
孝为主题的现场课，“我们应
该做到‘四亲’：养亲、敬亲、安
亲、祭亲，如因贪腐等问题锒
铛入狱，家中老人怎能心安？”
短短八分钟的授课，在学员的
掌声中结束。

记者了解到，作为济宁干
部政德教育基地现场教学的
重要部分，“三孔”景区内共有
七堂类似的现场课。参训学员
进入“三孔”景区后，经过专业
培训的导学将带领大家参观，
并进行专业的讲解。七堂现场
课便穿插在景区之内，每一堂
现场课都有经过专业培训的
教员授课，去年以来已承接全
国11个省的培训班306期，培
训学员1 . 72万人次。

“来过三次曲阜‘三孔’，
这次的收获最大，感触也最
深。”作为本次的参训学员，麦
永权告诉记者，他最大的收获
是党员干部要懂规矩、有规
矩，“知道何所为，何所不为。”
说起这种全新的授课方式，麦
永权竖起大拇指，“‘三孔’景区
转了一圈，上了七堂政德教育
课，现场教学让人印象深刻。”

同样作为儒家文化的发
源地，亚圣孟子的故乡邹城也
始终紧抓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的思路，早在2013年4月便成
立了孟子研究院。“成立之初，
孟子研究院便确立了以山东
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院
长、孟子研究院特聘院长王志
民，以及清华大学国学院院长
陈来等17位国学专家共同组
成研究院的学术委员会。”孟
子研究院副研究员殷延禄说，
今年孔子文化节期间，孟子大

讲堂启动“《孟子》七篇解读”，
每个周末都有一位国学大家
来到邹城。

融合发展
旅游借文化创品牌

说起孔子，人们往往只是
在各种文献资料中见过形形
色色的孔子画像，直到去年，
在孔子的诞生地尼山，一尊高
达72米的世界上最高的的孔
子铜制巨像展露尊荣，让人们
第一次对孔子的宏伟身影有
了一个直观的感受。孔子巨像
是尼山圣境一个重要项目。尼
山圣境文化文创活动部部长
张磊告诉记者，作为山东省发
展文化旅游产业的重点工程、
国家重点旅游推介项目，尼山
圣境的总体定位为“文化修贤
度假胜地”和“世界级人文旅
游目的地”。

为做好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文章，济宁将着力点放
在打造优秀传统文化创新发展
示范区上。以曲阜文化建设示
范区、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
和干部政德教育基地建设为牵
动，努力将独特文化资源优势
转化为经济优势、产业优势和
发展优势。今年3月，“曲阜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项
目”被正式列入国家“十三五”
规划，今年先期启动了鲁国故
城考古遗址公园、孔子国际文
化交流中心等一批先导性、基
础性重大文化设施项目。教育
部、国家汉办在曲阜设立孔子
学院总部体验基地，其先期项
目——— 孔子研究院提升改造工
程基本完成。济宁将利用孔子
学院总部体验基地平台，加强
与全球500所孔子学院的联系
交往，积极申办东亚文化之都，
打造“一带一路”中华优秀文化
起点城市。

同时，济宁以融合发展为
抓手，努力推动传统文化与旅
游融合，实施旅游业转型升级

“三年行动计划”，着力打造拜
圣习儒修学之旅、孔子圣迹体
验之旅、中华成人礼之旅等文
化旅游品牌，尼山圣境、孔子
博物馆等重大文化旅游项目
加快推进。

传传统统文文化化现现代代嬗嬗变变的的济济宁宁样样本本
乡村社区儒学讲堂建成903处，中小学诵读普及率100%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期间在孔子研究院发表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孔子及儒家思
想的重要价值、重大影响和时代意义。三年来，济宁以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做在前、走在前为使命担当，让孔孟之乡经历历了
一次深刻的文化嬗变。

乡村儒学讲堂座无虚席。

“四德工程”建设遍地开花。

在济宁人的记忆里，提起“万通”最先想起的是建设路上的科
技市场。如今，在济宁的艺术圈里，“万通”二字的出现频率越来越
高，那个曾经搞科技市场的济宁人李善良，历时一年多精心打造
的“万通文化艺术城”，现在已经升格成了“济宁文化大市场”。

“一楼、二楼进驻了20多家画廊、美术馆，济宁籍的书画名家的
作品，在这里几乎都能见到。”谈及为什么要成立艺术城，李善良
十分感慨地说，在老百姓的直观印象里，一提起文化往往最先想
到的便是“书画”，“济宁自古便有‘天下汉碑半济宁’的说法，这更
说明了济宁在书画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努力，建立一个有规模、有影响力的咱济宁人自己的书画
交流、交易平台。”

三年来，作为孔孟之乡儒家文化的最直接传承者，济宁人不
断地发散思维，把最优秀的传统文化，变着花样融入到现代人的
生活、工作、学习当中去。在一些像李善良这样的企业家，不断推
动济宁的书画、艺术品市场走向繁荣的同时，山东美猴文化创意
集团、豆神动漫等济宁本土动漫企业，则融合了现代技术等手段，
打造出了一部又一部寓教于乐、老少皆宜的优秀传统文化动漫作
品。

本报记者 黄广华 姬生辉 汪泷

文文艺艺名名家家进进入入““文文化化大大市市场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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