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刘凯平 组版：曾彦红

扫码下载齐鲁壹点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两创”引领，融入时代关切、文化关照、群众关心因子

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济宁“堂前燕”

见贤思齐
城市文明底色更浓烈

文明，是城市发展的灵魂；

文明城市创建，是提升城市品

位、提高百姓福祉的有力抓手。

去年年底，荣膺“全国文明城市”

称号的好消息不胫而走，让济宁

市民倍感振奋。

行走在今天的济宁，随处

都可以看到“礼之用，和为贵”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见贤

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之类的《论语》名句，比起这些

具有警醒作用的先哲智慧，更

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市民开

始按照古训去约束和规范自己

的行为。当运河书屋里常设传

统文化活动，社区邻居节成居

民最期待的节日，市民在排

队、乘车时养成了自觉礼让老

幼的习惯……城市的文明底色

正变得越来越浓烈。

济宁市在统筹推进精神风

貌提升工程、社会治理提质工

程、美好生活共建工程、城市品

质改善工程的基础上，坚持打造

融思想引领、道德教化、文化传

承等多功能于一体的新时代文

明实践中心(所、站)综合平台。

依托“习语润儒乡”宣讲品牌，开

展“小板凳红色宣讲队”“乡土讲

师团”等各具特色的志愿宣讲服

务，把“道德讲堂”“经典诵读”

“民俗演出”等纳入中心(所、站)

日常活动计划，广泛开展大家

创、大家唱、大家演、大家拍、

大家评系列群众性活动，用百

姓喜爱听、听得懂的语言，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中华传

统美德。组织了“全民学礼仪”

教育实践活动。科学吸收借鉴

传统文化中的“礼文化”，大力

倡导文明言行，广泛普及礼仪

知识，引导人们懂礼貌、知礼

仪、守秩序。

立德树人
培育敢于担当的儿郎

走进济宁市明珠小学，优秀

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令校园风貌

焕然一新：思政课堂上，朗朗的

经典诵读开始演化为小话剧、小

竞赛；“家风家训”征文墙上，充满

正能量家族价值准则的美文层出

不穷；师生之间、同学之间，谨信、

亲仁的相处方式蔚然成风。

从传统文化校本教材编撰，

到文旅研学课程体系建设，再到

篆刻、拓片等传统“非遗”进课

堂……近年来，济宁市把优秀传

统文化进教材、进课堂、进校园

持续引向深入，德智体美劳各方

面均融入优秀传统文化元素，各

种校内外活动开展得异彩纷呈、

成果丰硕。

围绕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济宁市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

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艺

术体育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

节，覆盖启蒙教育、基础教育、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各领域，立志

培养足以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

时代新人。

济宁在校园打造“儒雅育

人”品牌。启蒙教育阶段，以创建

全国托育服务示范城市为牵动，

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育儿推

广活动，完善托育课程体系，组

织编写《看图学说话》《看图学识

字》《看图学知识》等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幼儿系列读物，让优秀传

统文化浸润童心；中小学阶段，

全科育人、体验习训、同心共育、

课程融合、名师领航等五大工程

持续推进，构建起“孔孟之乡同

一堂课”体系，打造出1000个特

色典型课堂教学案例。依托“三

孔”“四孟”“五大文化体系”等

资源，确定50处研学基地，指导

各学校建立“数字国学体验馆”

“校园体验互动区”“传统文化

大讲堂”等体验教育平台，遴选

100所传统文化技艺传承示范

学校。

家园共育，是实现科学育

人、文化育人的必由之路。教育

部门专门组建起了1000人的传

统文化教育家长资源库，开设

“家长讲堂”，精心编撰《“十德”

树人》等50种校本课程，每个班

级每学期举办2次以上优秀传统

文化讲座，讲授以儒家文化经典

为核心的内容。“一县一工作坊”

方案同步推进，坚持实施“一校

一导师”制度，每年培训100名中

小学校长、500名专职传统文化

教师、100名中小学传统文化教

学名师。“青年杏坛”公益讲堂持

续开展，学校定期邀请国学专家

及青年学者授课，举办“小小百

家讲坛”“国学小名士”经典诵读

大赛，开展“智雅国学”“小手拉

大手 演绎五禽戏”等经典诵读

和文体活动。

为政以德

锻造忠诚的干部队伍

“古人做官讲究明大德、守

公德、严私德，这三个‘德’放到

今天依旧可以指导为政实践：明

大德是对党忠诚，守公德是为民

担当，严私德是律己干净……”

10月19日上午听过讲师深入浅

出的讲解，日照市审计局机关党

委专职副书记陈常森直言，为政

之道、以德为先。

2000多年前，孔子讲，“为政

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

共之”。新时代下，领导干部同样

要讲政德、立政德。济宁以干部

政德教育学院为重要平台，通过

现场教学、主题教学等创新型的

授课方式融会古今，引导学员重

新思考“为什么为政、如何为政”

基础性问题，将中华文明和智慧

有效转化成了涵养“为政之德”

的不竭源泉。

突出“为政以德”思想，要立

足讲清楚“立政德就要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的精髓要义，打

造独具特色的干部政德教育体

系。济宁将优秀传统文化内容纳

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

学习安排意见，在全市干部大讲

堂开设专题课程。编制干部政德

教育教学大纲，持续完善提升课

堂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学、礼

乐教学“四位一体”教学模式，扩

大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的培

训规模和品牌影响力。

为提高讲授内容适配性，济

宁干部政德教育学院常态化开展

教师培训，开发打造精品教学课

程，“线上+线下”全渠道教育培训

矩阵同步构建，打造了政德教育

主题微课堂，拍摄制作网络教学

视频，建立专题课教学片视频库；

市委党校推动“云课堂”终端在市

县乡全覆盖，实现“云端授课”“云

端管理”“云端研讨”，推动党校系

统政德教育课程资源共享。“十四

五”期间，济宁将对全市处级以下

干部和村居党组织书记进行政德

教育全员培训。

以和为媒

提升社会治理的效能

日前，一起因建房引发的邻

里纠纷点燃了邹城市郭里镇两

户村民的“火气”，激动的柏某非

要把邻居李某告上法庭，事态大

有愈演愈烈之势。接到预警后，

镇调解员马上通知双方到村“和

为贵”调解室里坐下来慢慢聊。

没想到，通过优秀传统文化“六

尺巷”故事的讲解，看上去棘手

的麻烦事在调解员慢条斯理的

讲事实、谈道理下，一个“和”字

降住一堆“火”味。

孔子故里素来民风淳朴，为

人处事总是讲究个“和气”“和

美”“和谐”。在建设优秀传统文

化首善之区过程中，济宁同样倡

导“以‘和’为媒”，将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社会治理之中。

从最初的“和为贵”调解室，

到逐步完善起政治、德治、自治、

法治、智治的“五位一体”科学架

构，覆盖全市的“和为贵”基层社

会治理体系，正逐步显现出聚

和、立和、促和、保和、助和等五

大功能。

按照深化治理内涵、健全

治理机制、明晰治理路径、融

合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的

目标，济宁市一方面加强村居

“和为贵”调解室规范化建设，

推行“五老”调解、“平安周例

会”、法治大讲堂等做法，建立

完善起人民调解、行政调解、

司法调解等有机街接、相互协

调的多元化矛盾纠纷解决体

系，用好“平心态、诵经典、读

家训、评公理、和为贵”的“以

儒促调五步调解法”，建设“以

礼让人、以德教人、德法融合”

的人民调解文化。另一方面推

进网格化管理，实行“网格+网
络”的精准治理，加快“多网融

合”“一网统筹”，设立市县乡

网格化服务管理中心，推进

“民意5来听”活动与网格化服

务管理深入融合，及时收集民

生民意、回应群众诉求，推动

矛盾纠纷妥善化解在基层，实

现刑事治安发案率、信访总

量、诉讼案件收案数量、民转

刑案件“四下降”和群众获得

感、幸福感、安全感和社会文

明程度“四提升”。

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

记在视察山东时强调，一个国家、一

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

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

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号角

已经吹响，面对着这样一道极具历

史和时代意义的“考题”，坐拥丰富

传统文化资源的“孔孟之乡、运河之

都”究竟该如何作答？为此，济宁市

坚持以“两创”为引领，不断尝试将

优秀传统文化与精神文明、学校教

育、基层社会治理、政德教育等“时

代关切”“文化关照”“群众关心”相

结合，让优秀传统文化因创新、创意

一步步飞入了寻常百姓家。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通讯员 步瑶 张伟光
记者 汪泷

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活动，令校园风貌焕然一新。

济宁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传统文化体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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