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让城城市市精精神神驻驻进进每每个个人人心心底底
代表、委员畅谈城市精神打造，深挖传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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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省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用1800余字、近15%的篇幅
阐述齐鲁文化，足见对挖掘和弘扬齐鲁文化的重视。而在济宁，去年
也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文明首善之区摆到非常重要的位置
上。近年，济宁市加大文化投入力度，百姓对文化的需求不断增加，
济宁市在文化方面不断绽放出新的光彩。如何深度挖掘、弘扬济宁
优秀的传统文化？如何让济宁的城市精神深入人心？在本届济宁的
两会上，代表、委员纷纷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曲阜在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方面取得了一些成效。百
姓儒学家、乡村儒学讲堂、背

《论语》免费游三孔等，不仅
在本地刮起了一股儒学风，
甚至也将这股风吹到了全国
各地。

陈冬晖觉得，为什么这
些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
就是因为老百姓的参与、
体验度非常高。她以去年10

月份曲阜开展的“百姓儒

学节”为例，这个活动几乎
做到了曲阜全民参与。百
姓朝圣祭孔、论语进万家、
师生节等十余项主题活动，
让市民在“玩”中就“学”了儒
家文化。

同时，曲阜电视台推出
《一起学〈论语〉》节目，邀请一
些热爱国学的普通教师走上
讲台，和观众一起分享对《论
语》的感悟。还有像在曲阜已
经推广的成人礼，陈冬晖认为

这些活动均可以推广，“完全
可以推广到全市。”陈冬晖说。

近几年，乌镇专门邀请
了刘若英担任城市形象代言
人，陈冬晖认为这种形式也
值得借鉴。她说：“当然，并不
一样也邀请明星，我们完全
可以邀请身边的道德楷模、
凡人善举来成为我们的城市
代言人，将曲阜、将济宁传承
于儒家文化的城市精神传播
出去。”

近年，济宁市依托丰富
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针对
青少年开展了形式多样的传
统文化教育。一直关注青少
年健康成长的杨楠坦言，从
目前的情况来看，还有很多
地方需要强化。

从一些社会反馈来看，
许多青少年不仅对中华传统
文化基础知识认知欠缺，而
且理解也很片面。“对所学的
传统教育多是为了应对考
试，但在生活、学习、工作中

难从其中借鉴优秀的一面，
这也导致了许多违背优秀传
统道德、诚信丧失等不良现
象的发生。”杨楠说。

为此，杨楠针对青少年
的优秀传统文化道德教育提
出多条详细的建议。“我认
为，传统文化教育不能一概
而论，应该针对不同年龄阶
段的青少年，进行不同程度、
有针对性的教育。”杨楠举例
说，小学、初中可以侧重“德”
的修养和“行”的方法；到了

高中则是价值观形成的阶
段，进而把“道”的教育跟上。

“此外，学校作为教书育
人的基地，更应该发挥纽带
作用。”杨楠认为，学校应该
努力推进让优秀传统文化走
进课堂，将优秀的传统文化
教育内容糅合进丰富多彩的
团队活动当中去，在辅以学
生社团活动、兴趣小组、课外
实践等形式，可以在校园内
外都形成热爱优秀传统文化
的良好风气。

“济宁，是一座因运河而
兴的城市，她所处的地理位
置，使其自古就成为了南北
经济、文化交融的地方。”赵
建刚说，推开窗户向南看，便
是著名的“小土山”，“那里曾
被称作‘曲乡艺海’，‘小土
山’是古代中原艺人们沿运
河而行的集散地。”

赵建刚直言，习总书记

说要记得住乡愁，多推出
有老济宁味儿，又接地气
的节目，才能触动济宁人
的乡愁。

所以2013年，济宁艺术
剧院推出大型历史舞台风情
剧《我家就在岸上住》。一经
公演，便取得了热烈反响，许
多老济宁人仿佛在那不大的
舞台上，重游儿时记忆里的

老济宁城一般。
步入2015年，艺术剧院

也准备围绕“政德教育”打造
一台新剧目。“不仅要有教育
意义，而且还要把咱济宁的
山东快书、山东琴书、山东渔
鼓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也
都融入进去，要体现出咱济
宁最原汁原味的人文历史风
貌。”赵建刚说。

本报记者 马辉 汪泷

节目有济宁味才能勾起乡愁
政协委员、济宁艺术剧院总经理 赵建刚

传统文化教育要丰富多样
政协委员、济宁九龙贵和商贸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楠

好文化得靠代言人传播出去
人大代表、曲阜一中语文教师 陈冬晖

曲阜百姓儒学节的礼乐表演(资料图)。本报记者 李岩松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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