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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汪泷

心怀责任感
擦亮文化金字招牌

济宁始终以高度的政治敏
锐性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站
在服务国家文化战略、推动中
华文化走出去的高度来谋划济
宁文化发展。通过不懈努力，拿
到系列国家级乃至世界级的金
字招牌。例如，全球孔子学院总
部体验基地成功落户济宁，曲
阜文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建设列
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组部
支持在济宁设立干部政德教育
基地，山东省委支持济宁打造
独具特色的国家级干部教育培
训基地等。

同时，打造提升“儒学原
乡·文化圣地”品牌，创新推出

“图书馆+书院”、“孔子学堂”、
尼山书院国学公开课等公共文
化服务模式，广泛开展儒学进
乡村、进社区活动，编辑出版

《乡村儒学读本》等传统文化普

及读物，建立儒学研究专家和
民间儒学讲师队伍，健全完善

“四位一体”非物质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体系。

济宁文化中心
今年5月亮美丽身姿

济宁高度重视文化基础设
施建设，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
米的济宁文化中心“四馆一城”
将于今年5月陆续建成并投入
使用，建成后将是全省乃至全
国一流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
并将成为济宁市地标性城市名
片。

进一步完善市县乡村文化
传播交流四级阵地建设，在图
书馆建设“尼山书院”、文化馆
建设国学体验基地和非遗展
厅，全面推进以县级图书馆、文
化馆为主体的总分馆制建设。
依托千场大戏进农村、农村公
益电影放映等文化惠民活动载
体，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传统美
德、最美现象和凡人善举故事。
据不完全统计，全市文广新系

统共举办各项文艺演出1000余
场，各类国学活动3600余期，送
戏下乡4 0 0 0余场，电影放映
50000多场，补充更新农家书屋
1239家。市文广新局已连续两
年在全市群众满意度测评中名
列第一。

就是这么优秀
又揽回一个“群星奖”

济宁市文广新局实施精品
剧目创作工程、优秀剧目保留

工程取得丰硕成果，在大幅压
缩奖项的情况下，全省入围第
十一届中国艺术节“群星奖”决
赛的两件作品均来自济宁，其
中《山东梆子腔》荣获群众文化
艺术国家最高奖项———“群星
奖”，《家有贤妻》荣获优秀奖。

按照“讲好济宁故事、弘扬
地域文化、彰显时代风貌”的创
作思路，围绕仁爱、尚义、和谐、
诚信等思想精华和重大文化事
件、重要历史名人、经典历史故
事，济宁市精心组织文艺精品

创作生产。山东梆子现代戏《圣
水河的月亮》、《河都老店》、杂
技剧《大哉孔子》、原创民俗风
情剧《我家就在岸上住》、山东
渔鼓《孔子试徒》、唢呐板胡《山
东梆子腔》等一批艺术精品先
后立上舞台，大型山东梆子剧

《孟母》正在积极筹备，计划今
年底汇报演出。其中山东梆子
现代戏《圣水河的月亮》曾荣获
第十届中国艺术节文华奖优秀
剧目奖，山东渔鼓《孔子试徒》
荣获群星奖。

济宁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通过不懈努力，拿到系列国家级乃
至世界级的金字招牌。全球孔子学院总部体验基地成功落户济宁，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规划建设列入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组部支持在
济宁设立干部政德教育基地，山东省委支持济宁打造独具特色的国
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等。系列金字招牌，所蕴含的巨大的经济价值、
社会价值、品牌价值，必将对济宁未来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鲁西南鼓吹乐《山东梆子腔》亮相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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