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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源小镇“尚礼阁”建筑主体工程完工

首开区预计明年9月底对外运营

一间间免费书屋里，群众手捧书籍、细
细品读；一个个文化广场上，百姓舞步翩跹、
歌声飞扬；一台台群众性文艺演出中，“草根
明星”闪亮登场、尽展才艺……深秋时节，行
走于古城曲阜，随处都可以感受到文化对群
众生活的滋养浸润，人人洋溢着笑容、充满
了活力。

小雪街道阮家村的图书馆，是村里孩子
们节假日最爱去的地方。“没有这个图书馆
的时候，孩子们一到周末和假期，不是到处
乱跑就是看电视玩手机，俺做家长的特别不
放心。自从村里建了图书馆，小孩子们象换
了一个人，都爱上了看书学习。”阮家村村民
孔令军高兴地说。

阮家村图书馆拥有420平方米的阅读室
和100多平方米的辅导室，藏书3万余册，在
这里不仅能读书，还有“守护朝阳”团队的志
愿者为孩子们解疑答惑，平时还常态化举办
国学课堂、亲子读书会、阅读交流会等活动，
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让整个村子形成了热
爱文化、热爱读书的良好氛围。

这是曲阜创新推行“农家书屋+孔子学
堂”模式的缩影。曲阜市坚持把文化阵地建
在群众身边，全面推行了“书屋+孔子学堂”
模式，遵循“四个一”标准，即有统一标牌、统
一儒学形象标识、一个国学讲堂、一个儒学
经典阅览室或阅览区，农家书屋延伸了阅读
空间，服务效能得到了全面发挥。24支阅读
推广志愿者队伍，通过“读、诵、演、悟”等形
式，深入全市318个农家书屋和孔子学堂，广
泛开展“舞前一堂课”国学经典诵读、全民读

《论语》、“儒声乐享”经典诵读、图书流转进
家庭、图书漂流活动等志愿服务线下阅读活
动。同时曲阜还开展了“书香山东·数字阅
读”“新时代乡村阅读季”之我爱阅读100天
读书打卡等线上阅读活动，惠及群众9 . 3万
余人。“线上+线下”阅读的方式，有力推动了
全民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让书香浸润曲阜
的每一处角落。曲阜市组织16支电影放映队
开展公益电影放映3200场，更是点亮了老百
姓的夜生活。

曲阜市不断加大农家书屋和城市书房
硬件建设力度，积极补充更新农家书屋图
书。“我们在全市开展捐赠图书活动，捐赠图
书14 . 7万册，充分利用城市社区资源，精心
打造了16个城市书房，发动爱心企业人士捐
赠城市书房图书15万元；精心策划举办了

‘首届山东省全民阅读暨齐鲁书香节’(曲
阜)启动仪式，开展图书展销活动，发放5万
元惠民书券，拉动文化消费，惠及群众8 . 5万
余人。”曲阜市文化和旅游局文化艺术科科
长王海波介绍。

在曲阜，村村有队伍、月月有演出。白
天，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里丝竹交响；夜晚，文

体广场上舞步翩翩。送戏下乡活动更是活
跃于百姓大舞台、活跃于老百姓的田间地
头。

“为提升庄户剧团演艺水平，曲阜市抽
调120名业务骨干对全市21支庄户剧团、586
支文艺队伍进行业务指导培训，并邀请专业
教师对剧团演员进行现场讲解授课，鼓励指
导各庄户剧团加大创作力度，新创柳琴戏、
天津快板、豫剧、竹板书、山东琴书等各类群
众性小品小剧40余件，大大丰富了群众的文
化生活。”曲阜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张宏
介绍。

论语诵读、太极拳、腰鼓表演等精彩纷
呈的传统文化活动在曲阜各地轮番上演；面
塑、剪纸、葫芦刻画等非遗项目也在这里得
到有序传承；每到传统节日，带有浓厚民俗
色彩的节日活动也让人目不暇接……一个
个题材多样化，群众喜闻乐见的节目，不仅
为群众送上欢乐，提供身心滋养，更让群众
树立新时代美德健康新风尚。

文化即民生，文化惠民不仅是一个响亮
的口号，更是一项实实在在的民生工程。一
组数据就能窥见曲阜文化惠民的力度：今
年，曲阜市图书馆接待读者12 . 6万人次；市
文化馆提升文艺排练室、多功能室设施，服
务群众11 . 8万人次；12个镇街均建有综合文
化站，318个行政村(社区)均建有综合文化
服务中心，孔子学堂、农家书屋、文体活动
室、百姓大舞台、文化广场等文体功能室齐
全；镇村综合文化中心提升更新文化设施，
新建改建文化中心8处、文化广场21处；组织
专业院团和21支庄户剧团全面开展2022年
戏曲进乡村文化惠民演出468场，邀请济宁
市直院团演出45场，惠及群众22 . 7万余人。
举办曲阜市首届“幸福曲阜·戏曲擂台赛”7
场，激发传统戏曲焕发时代生机，惠及群众1
万余人。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创新实施文化惠民工程。”曲
阜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齐祥灿说，“曲阜将
以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体系为载体，多元
开展流动文化服务、送戏下乡、全民阅读等
群众文化活动，全面提升文化设施健全度、
文化活动丰富度、文化服务多样度，大力推
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推广，切实提升群
众文化生活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孔子故里曲阜，这座千年古城，文化是
其生生不息的血脉。在传统文化底蕴的支撑
下，在现代文化的引领下，在文化创新的推
动下，曲阜文化惠民活动生机勃勃，曲阜百
姓尽享丰硕文化成果。在“百姓儒学”“全民
阅读”“送戏下乡”“公益电影”等多彩的活动
中，享受着文化惠民的温度，感受着新时代
礼乐和合之美。

本报济宁11月3日讯(记者 汪泷)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进办公室

高度重视公务员平时考核，坚持“三

突出”做实做细平时考核，不断提升

公务员干事创业能力。

突出业务工作。个人根据示范区

和所在科室的年度及阶段目标任务，

结合岗位职责，制定周期性工作计

划，确定个人阶段目标各科，每季度

根据业务工作目标完成情况进行赋

分，每季度考核，确保各项工作说了

算、定了干、按期完。

突出程序优化。按照“谁了解谁

评价、一级考核一级”的原则，主要领

导对示范区平时考核工作负总责，对

内设机构主要负责人提出初评意见；

分管领导对分管内设机构其他公务

员提出初评意见；纪工委监工委主要

领导对考核初评意见进行审查监督。

平时考核周期为一季度，按照目标确

定、个人纪实、审核评鉴、结果反馈、

汇总上报的考核程序进行。每季度

末，组织人事部门统计汇总公务员平

时考核结果并进行归档，年底形成工

作总结。

突出干部管理，强化结果运用。

将平时考评结果与年度考核、评先评

优结合，既看公务员日常表现，也重

年度任务的完成情况，做到过程管

控、合理考评、奖优罚劣；将平时考核

与公务员培养锻炼结合，根据日常考

核中反映出的问题，有针对性地加强

公务员的培养锻炼，提升公务员队伍

的能力素质；将平时考核与选拔任用

结合，对在平时考核中一贯表现优

秀、领导评价和群众评价比较高、多

年工作绩效突出的公务员，重点组织

培养，符合条件的，适时选拔任用到

合适的领导岗位，从而树立正确的用

人导向，营造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的

良好政治生态，发挥考核工作“指挥

棒”“指南针”和“驱动器”作用。

本报济宁11月3日讯(记

者 易雪 通讯员 曹天一

杨兆锋) 省级文化旅游重

点项目曲阜尼山鲁源小镇尚

礼阁建筑群，经过4个多月的

紧张施工，目前尚礼阁等配

套建筑群主体工程已经完

成。

在工程建设现场，挖掘

机、装载机、吊车等各类机械

设备正在紧张施工，运输车

辆在工地上来回穿梭，许多

施工人员正紧张有序地展开

砌垒、装修等施工工作。作为

曲阜尼山圣境二期工程———

鲁源小镇是尼山世界文明论

坛配套提升工程项目之一，

也是省、市重点推进的文化

旅游项目。

根据规划设计，鲁源小

镇整体工程分为首开区和文

化旅游区，自今年3月31日开

工建设以来，首开区工程昌

平水境的迎客瀑布及广场、

假山瀑布、水景、峡谷步道、

连廊、城墙以及内部的六面

屏各项设备已于6月26日全

部完成。

尚礼阁建筑群首样板段

项目建设作为配套建筑群主

体工程，在项目建设中，施工

人员继续发扬攻坚克难，勇

于拼搏的尼山奋战精神，抢

抓工程建设进度，按照时间

节点高质量高标准地完成各

项工序，确保项目建设成为

精品工程，样板工程。

“尚礼阁等配套建筑群

建筑样板段主要由核心场

馆、情景体验空间、特色文旅

商街和主题住宿构成，目前

主体工程已完成，正在进行

建筑部分屋顶瓦、外墙、木结

构等内部和外部装修和院

落、水景、古桥等景观工程施

工。”鲁源小镇项目建设总经

理白秋生介绍，预计首开区

部分于明年6月底竣工，明年
9月底对外正式运营。项目主

要核心文旅区计划明年10月
开工，2025年10月对外正式

运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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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区平时考核

注重“三突出”

光明日报 记者 赵秋丽 李志臣 冯帆
通讯员 高军锋 陈曙光 魏长徛 姜会银

正在紧张施工的鲁源小镇“尚礼阁”建筑群。


	HC0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