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30 专题
2018年3月21日 星期三

编辑：李蕊 组版：曾彦红 校对：朱熔均

本报记者 汪泷

以核心价值为引领
培育孔子故里新风尚

近年来，曲阜市实施的
“爱诚孝仁”四德工程，先后设
计开展了“爱聚孔子故里”、

“诚播文化名城”、“孝传千家
万户”、“仁撒和谐社会”4大主
题64项系列教育实践活动。通
过培养选树1500余名来自基
层的“新乡贤”、“曲阜好人”、

“最美人物”、“圣城楷模”、“十
佳儒学讲师”等先模人物，实
现善行义举榜全覆盖、主题活
动全覆盖、示范创建全覆盖。

同时，实施“诚信曲阜”建
设工程，立足曲阜实际，突出

“文明指数、旅游诚信、师德建

设”三大特色指标，特别是针
对教师、导游及旅游从业者等
特殊人群制定专业标准，凸显
曲阜孔子故里、文化名城的特
殊性。

目前，全市已搭建起“自
然人诚信信息、法人诚信信
息、基础诚信信息、征信诚信
信息、行业诚信信息和资金投
入“六个全覆盖”的一体化工
作平台，归集基础信息8 . 2万
条、征信信息2 . 4万条，月月发
布“诚信红黑榜”，“守信激励，
失信惩戒”机制已初步形成。

以“百姓儒学”切入
让传统文化融入生活

曲阜市实施的“儒学六进
工程”，首先在村居、各中小学
校和企业统一按照“孔子学堂

门牌、孔子学堂章程、儒学讲师
公示、培训计划公开”的“四个
一”标准设立了453所孔子学堂，
招募500余人的儒学讲师志愿
者队伍，编印《论语精粹》等教
材。对全市65万人民进行全方
位、无缝隙教育轮训。

在农村，则着重突出孝老
爱亲、邻里守望等传统美德教
育，讲老百姓身边的故事，说
老百姓爱听的话，实现了群众
由被动接受到主动参与的快
速转变。

特别是坚持“百姓设计、
百姓组织、百姓参与、百姓评
判”的原则，已连续四年成功
举办“百姓儒学节”，超过9万
人次进行经典诵读，25万人次
参与朝圣祭孔，49万人次参加
文明礼仪大培训，50余万人次
融入到百姓大舞台惠民展演，

百余项市级层面活动和千余
项群众性活动相继开展，儒学
从庙堂之上走入寻常百姓家。

同时，实施了家风培树工
程，以“诵国学、唱国学、舞国
学、演国学”为载体，在基层广
泛开展“母子传承国学”主题
活动，培育孔子故里好家风。

创建儒家特色品牌
探索德法兼治新模式

试点建设“乐和家园”，其
在党支部带领下，充分发挥国
学社工作用，激活乡村“文化
基因”，激发村民参与公共事
务和村庄治理的积极性，实现
以社会建设促文化复兴、助乡
村发展。

记者了解到，乐和家园实
行党支部+“一站”+“两会”+

“三院”+“六艺”的运行管理模
式，即以村支两委为主导，以
社工站为技术支撑，以互助会
和联席会为交流平台，以文化
大院、乐和书院和百姓庭院为
活动阵地，以“耕读居养礼乐”
新六艺为主要内容，探索传统
文化与社会治理相结合的新

模式，有效淳化改善了民风，
逐步探索建立起自治、法治、
德治与群治相结合的乡村治
理新体系。目前，“乐和家园”
在全市15个村居进行了试点，
带动群众10万余人，工作经验
入选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示范社区100例。

此外，村村建立了“和为
贵”调解室。通过继承和发扬

“礼之用、和为贵”等儒家思想
精髓，在405个行政村和部分
民生部门广泛建立“和为贵”
调解室431家，引导群众通过
非诉讼途径调解矛盾纠纷，树
立知礼明理守法理念。

调解员由村“两委”干部、
新乡贤、“五老人员”或本村德
高望重的村民和法律工作者
担任，保证了“以理服人、以礼
相让、以德化人”，增强了调解
公信力，用“教化为先，以和为
贵”取代了以前“赢了官司却
输了人情”的两难局面，被称
为“孔子故里的农村版小法
庭”。目前，“和为贵”调解室共
调解矛盾纠纷4000多起，调解
成功率达98%，获评全国社会
治理创新最佳案例。

积极探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曲阜实践”

打打造造““东东方方圣圣城城··首首善善之之区区””

曲阜千人齐诵《论语》。

曲阜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在传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2013年11月26日，习
近平总书记视察曲阜并提出“使孔子故里成为首善之区”的殷切希望。四年来，曲阜市以坚定文化自信、弘扬传统
文化为己任，用儒家优秀文化涵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快建设“东方圣城·首善之区”，积极探索弘扬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曲阜实践”。

四德榜建设遍地开花。

尼山圣源书院讲师孔为峰在泗水县椿树沟乡村儒学讲堂
为农民讲授传统文化，受到农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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