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见习记者 朱熔均 通讯
员 廉士刚 孙业霏

儒学讲堂进乡村
传承从乡风起步

近期，习近平总书记参加
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要深
入挖掘传统优秀农耕文化蕴含
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
范，焕发乡村文明新气象。这为
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推进
乡风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

早在2013年初，以家庭孝
道建设为突破口，在孔子诞生
地——— 尼山脚下的泗水县圣水
峪镇试点开设的“乡村儒学讲
堂”重启儒韵民风。先后投入
300余万元，建成一类讲堂100
个，二类讲堂100个，讲堂示范
点45个，组建了一支以中国社
会科学院儒教研究中心秘书长
赵法生、山东大学高等儒学院
副院长颜炳罡等专家学者为核
心，泗水本地儒学义工团队为
骨干的260余人的乡村儒学志

愿者讲师团。截止目前，全县已
开课2000余场次，受众12万余
人次。经过四年多来的不懈努
力，泗水县已将“乡村儒学讲
堂”打造成为文化传承“主阵
地”、农村文化“综合体”和社会
治理“润滑器”。

依托乡风传承，辐射至全
县，将优秀传承“根深蒂固”的
打进片区。从群众最易接受的

“孝道”入手，采取生活化、故事
化的方式，为村民讲解《论语》

《弟子规》等国学经典，展演传
统文艺节目，播放道德模范微
电影。通过一个个温暖真实的
案例故事，一次次触动人心的
互动交流，潜移默化地受到教
育。鼓励村民“现身说法”，踊跃
登上讲台分享学习成果，讲述
家风、民风、乡风转变的故事，
起到了“让身边人说身边事，以
身边事教身边人”的效果。在开
设“乡村儒学讲堂”的村庄里，
乡风、家风、民风都发生了可喜
变化，该县一位村党支部书记
把“乡村儒学讲堂”的成效概括
为5个“少”：村里不孝顺的少

了，骂街闹架的少了，偷东西的
少了，乱倒垃圾的少了，喝闲
酒、没事找事的少了，他这个书
记也好当了。

利用“乡村儒学讲堂”平
台，“城乡结合”不断拓宽传
承途径，在城区开办广场儒学
讲堂，在社区举办圣源国学公
益大讲堂，在泗水广播电视台
开设“圣源讲堂”栏目，打造
城乡一体的传统文化教育体
系，在贯穿结合融入、落细落
小落实上下功夫，让优秀传统
文化真正内化于心、外化于
行。

依托传统文化资源
传承活力再次释放

泗水历史悠久、文化灿烂，
是伏羲、虞舜的故乡，圣人孔子
诞生地，东夷文化摇篮，儒家学
说发祥地，尼山世界文明论坛
举办地，被誉为“洙泗渊源之
地、圣化融液之区”。经过四次
全国文物普查统计，全县拥有1
处国家级重点文物、13处省级

重点文物、24处市级重点文物，
79处县级重点文物，其中已经
发现的尹家城、天齐庙等古代
遗址出土了大批属于大汶口文
化、龙山文化和岳石文化的稀
世文物。“老桧曾霑周雨露，断
碑犹是汉文章。”遍布全县内的
诸多古遗址、古墓群、古建筑、
石窟碑刻以及馆藏的文物，彰
显着古代文明及历史进化。

依托物质文化资源，文化
传承再次发力，文化活力绽放。
儒家文化、仲子思想、泗河文
化、始祖文化、陶文化以及砭石
文化等特色文化研究挖掘，启
动实施共四卷总计100余万字
的《泗水文史精粹丛书》编撰工
作，开展《天之木铎》、《先师孔
子》、《从优秀传统谈文化自信》
的相关课题专题研究，实施舞
台剧《汉·千年》、微电影《仲子》
和长篇小说《仲子传》等文艺作
品创作，广泛开展镇村志编修，
编辑出版地情资料手册、地方乡
土教材等可读性强、群众喜闻乐
见的史志成果，统筹推进特色文
化系统整理、思想意蕴阐释辨
析、时代价值研究阐发与转化创
新、协同创新体制机制建设为一
体的研究阐发体系。

加大文物保护力度，让文
化遗产世代传承。第六批全国
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卞桥对桥本
体及桥底、桥翅、引桥进行修缮
保护，《卞桥周边环境综合整治
项目》立项已通过国家文物局
批复，正在做整治规划。争取到
省沂蒙红色革命老区文化事业
政策性项目资金670万元用于
建设古卞国纪念馆，现已完成
主体建设，采用汉代建筑风格，
整个建筑庄重大气，彰显了浓
厚的历史文化底蕴，与卞桥的
古朴相得益彰。总投资542万元
的仲庙高明殿修缮工程已经完
成主体建筑，正在进行彩绘油
饰工程，同时启动了二期保护
工程规划编制。加强非物质文
化遗产保护传承，建立项目传
承人名录，通过发放补贴等形
式，充分调动传承人的积极性，
重点支持“大辫子甩三甩”、“泗
水剪纸”、“微雕”、“二喜摔跤”、

“皮影戏”、“柳琴戏”等非遗项

目的传承和发展。
创新传播方式，打造“文明

摇篮·圣源泗水”外宣品牌。发
挥尼山圣源书院平台作用，联
合国际儒联、国家汉办、台湾中
华孔孟学会等机构，开展多种
形式的高层儒学研究交流活
动，积极承办第五届尼山世界文
明论坛———“东亚和平论坛”，创
办“世界华人华侨教师之家”，建
设儒家文化普及高地。

建设与传承相接
让历史“活”起来

泗水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办公
室主任颜世强说，“中华始祖文
化作为中华民族的根源文化和
共同文化信仰，是民族精神形
成的基础。建设中华始祖文化，
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认同感
和凝聚力，为‘中国梦’的实现
注入活力。”

颜世强介绍，始祖文化片
区主要包括泉林泉群自然保护
区、卞国故城和泗河上游两岸
周边区域。重点实施泉林泉群、
古卞城遗址、国宝卞桥、陶文化
等保护开发，建设具有历史文
化古韵的泉水古镇和北方陶
都；实施始祖文化遗迹保护工
程，建设始祖文化寻根地和体
验区，构筑始祖文化景观带，打
造泗河文明带的引擎。

泗水县在做好始祖文化片
区基础上，全力推进文化示范
区核心区建设。加快推进国学
小镇、泉林文旅小镇等规划建
设，提升万紫千红养生度假区
文化内涵，推动“北方陶都”创
意文化产业园、鲁柘澄泥砚制
作工艺保护中心、儒学体验砭
石养生文化产业园、轩辕黄帝
文化园、无限界影视城等项目
加快签约落地建设。启动建设
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博
物馆、剧院等场馆于一体的县
文化中心，打造城市文化综合
体，强化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
系载体建设。将儒家经典文化
融入城市规划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和景区景点建设，打造生
态文化魅力家园。

立体传承之路打造“文明摇篮·圣源泗水”

让让历历史史文文化化遗遗迹迹在在泗泗水水活活起起来来

泉林泉群全景。

2017年12月30日，省政府发布了《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建设规划》。以曲阜、邹
城、泗水3个市(县)为核心区，形成“一轴、一带、九大片区”的文化圣地整体框架。目前，泗水依托

“传承软实力”，通过传承优秀乡风、释放文化活力、盘活历史文化打造出的泗河文明带、始祖文
化片区正在茁壮成长。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会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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