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馆长们组团
到省图书馆“取经”

在许多济南小朋友的眼
中，山东省图书馆(以下简称

“省图”)的公益国学夏令营
已成为他们暑假最想要去的
地方。

“从2014年开始，省图开
始举办国学夏令营，经过两
年多的运作，俨然成了省图
的一个公益文化品牌。”济宁
市文广新局公共文化科科长
刘凤来说。

作为孔孟之乡的济宁，
在国学的弘扬与传承上自然
不甘落后。今年4月，济宁市
文广新局组织部分县市区的
图书馆、文化馆馆长，组团在
省图当了一回夏令营的“小
营员”。刘凤来介绍，此行的
目的一是学习省图在国学夏
令营的方面的运作经验，以
及如何保障小营员们安全问
题，活动既要丰富多彩，还要
有效地避免危害；二是学习
经济账，作为公益性的文化
服务，买服装、教材，户外活
动开支等，图书馆要尽力把
家庭的支出降到最低，“因为
是公益的，就要让家长和孩
子真正享受到实惠。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7
月份，济宁市文广新局出台

《关于充分利用暑期在市县
两级公共图书馆“尼山书院”
集中开展青少年国学传习活
动的通知》。《通知》中要求市
县级图书馆的“尼山书院”要
结合各县市区的自身条件，
围绕本地文化特色开展形式
多样的公益暑期夏令营活
动。

如果不陪读
哪知家乡好玩地

8月初，济宁市图书馆举
办的首期“国学体验夏令营”
开营。原本打算招30人的夏
令营，开始报名后一小时内
报满，在家长们的强烈要求
下，班额扩大到了40人。

“如此受欢迎，有点出乎
意料，这也说明家长和孩子
们越来越喜欢我们的优秀传
统文化，对这样的形式也是
认可的。”刘凤来高兴地说。

在邹城市图书馆的孟子
学堂，第一期国学夏令营举
办得有声有色，开笔礼、非遗
面塑体验、诵读《孟子》、礼乐
编钟体验等内容，让许多小
营员第一次和国学有了“亲
密接触”，“让孩子们玩中有
学，学中有乐。”邹城市图书
馆馆长刘红云介绍，到举办
第三期的时候，学堂有400人
来报名，“国学夏令营的影响
力在不断发酵，夏令营在家
长们中的口碑起到了很大作
用。”

在其他几个县市区图书
馆把馆内的尼山书院打造成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主阵地
时，新馆尚未投入使用的梁
山县图书馆也不甘落后。图
书馆的工作人员挑选了一家
武术学校挂牌成立尼山书
院，不仅在开营仪式上安排
了梁山诸多武术展演，更是
把登水泊梁山、走进美丽乡
村马营、游览黄河滩、参观独
山战役纪念馆等活动穿插到
夏令营课程中，而且许多家
长也陪读。近一周的课程下
来，许多家长高兴地说：“开
眼界了，要不是跟着孩子转
这一圈，到现在都不晓得咱
家乡还有这么多好地方！”

许多图书馆在举办夏
令营的基础上开创性地推
出许多亮点。在高新区科技
图书馆，除了特色夏令营的
精彩的活动内容之外，还贴
心地给小营员们提供午餐
和午休，“这让家长们可以
放心地把孩子放到图书馆，
只要早上、下午来接送一趟
即可。”

兖州区图书馆还借助区
域优势，组织小营员们前往
邹城孟府、孟庙体验了成人
礼、家祭礼，“这样的形式打
破了地域限制，让济宁的文
化资源串联起来。”刘凤来评
价说，汶上县图书馆更是迈

出跨市作业的第一步，让小
营员们去大明湖畔的省图，
当了一天省图国学夏令营的
小营员。

县域馆联动
还推菜单式活动

邹城、兖州、汶上三地图
书馆的国学夏令营首次尝试
跨区域开展活动，取得了不
错的效果。

“如果图书馆不组织，我
们带孩子去邹城两孟参观的
计划只会一拖再拖。”在兖州
区图书馆，家长何先生激动
地回忆说，孩子从邹城回来
后念叨了好几天，和小伙伴
们聊起来经历，让他周围的
小伙伴羡慕不已。

迈出第一步，刘凤来打
算顺水推舟，明年开始真正
建立起县域公共文化服务单
位的联动机制。“省图的尼山
书院建立联盟，咱们济宁的
图书馆、文化馆也可以这么
干。”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联动
机制，将三孔、两孟、宝相寺、
微山湖、泉林、大运河等历史
文化资源串联起来，通过各
县市区图书馆的国学夏令
营，带着孩子们领略家乡济
宁的最美风土人情。通过这
样的联动，促进图书馆、文化
馆之间的馆际间交流，彼此
学习，共同推动公共文化服
务体系的发展。

明年各县市区图书馆
的国学夏令营还会推出“菜
单式”的文化服务内容，“针
对不同的年龄、学段，甚至
家庭的消费能力，打造不同
内容的国学夏令营，从而满
足不同人群对国学文化的
需求。”刘凤来还盘算着，国
学夏令营要与精准扶贫结
合起来，联合相关部门、学
校等，邀请低收入家庭的孩
子、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
等免费参与国学夏令营，

“我们要给孩子们建立起尽
可能多样的文化环境，让他
们感受到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所带来的温暖。”

这个暑假，小伙伴们都在谈图书馆的国学夏令营

孩孩子子不不去去不不知知道道，，一一去去忘忘不不了了
本报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张媛媛 蒋琰

这个暑假，全
市各级图书馆火
了，国学夏令营也
火了。济宁市文广
新局提出打造“儒
学原乡·文化圣地”
文化品牌后，市、县
两级图书馆利用

“尼山书院”把国学
夏令营办得热火朝
天，公益国学夏令
营已成为孩子们暑
期最想去的地方。

本报济宁8月18日讯(记者
汪泷) “济宁画家画济宁、

美丽济宁画家画”活动日前启
动，活动组织全市热心公益事
业的美术家、书法家以书画的
表现形式，在宣纸上描绘出美
丽济宁的别样风采。

13日至14日，活动的重点
作者来到邹城市“美丽乡村”
示范点峄山镇大庄村湿地公
园、留驾庄社区乡村记忆博物
馆、香城镇小莫亭村、北齐社
区、石鼓墩村等地，开启“济宁
画家画济宁、美丽济宁画家
画”采风的第一站。

在采风活动中，谢长伟、
程传新、张爱惠、张涛、褚滨等
济宁知名书画家们不仅感受
了济宁市美丽乡村风貌，还在
随后的座谈中对活动征集作
品标准、要求进行了详细了
解。

此次采风活动属于艺术
采风阶段，今后重点作者集中
进行创作，市文广新局将继续
组织重点作者进行创作思路、
草稿的点评、辅导，并选取优
秀作品举办全市巡展。

在活动期间，还将组织广
大书画家通过各种渠道对接
基层，确定一批“美丽乡村”点
和“精准扶贫”点并通过书画
的方式帮助其美化家园。

济宁市文广新局公共文
化科科长刘凤来介绍，今后

“美丽济宁画家画”活动将每
年确定一个主题，“今年以美
丽乡村、精准扶贫为主题，今
后还会拟定旅游、教育、卫生
等主题。”此后除了济宁本土
知名书画家之外，包括旅居济
宁的外地书画家、在外创作的
济宁籍书画家都会邀请参与
进来。

“我们将利用3至5年的时
间，积累一批艺术创作精品，
然后集中组织推介活动，通过
画布将济宁的人文风情推介
出去，进一步提升济宁市的知
名度。”刘凤来说，作家们的作
品创作完成之后，将集中在这
些美丽乡村的文化大院、文化
广场印制成展示板，“用咱们
济宁艺术家们的毛笔和画笔，
在美丽乡村中展现出别样的
家乡美。”

本次活动由中共济宁市
委宣传部、市农村工作领导小
组、市扶贫办、市文广新局、市
文联联合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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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家们在美丽乡村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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