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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学术论坛举办线上报告会

12月21日，由山东省教育厅主办、曲阜师范大学承办的泰山学术论
坛——— 政治经济学名家系列报告会在线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民族大学、辽宁大学等多所国内
高校和科研单位的200余名专家学者和学生参加了会议。曲阜师大党委书记
邢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曲阜师大党委常委、副校长刘刚主持开幕式。

济宁学院“两创”研讨会获省十佳

2022年山东社科论坛十佳研讨会、优秀研讨会评审结果公布，济宁学
院承办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理论探索与山东实践研讨会”被评为
十佳研讨会。该研讨会是2022年度3场全省性大型研讨会之一，由山东省
社科联主办，济宁学院、济宁市社科联、《山东社会科学》杂志社承办，来自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人民大
学、山东大学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16位知名学者作主旨报告和专题发言。

“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二十五期开讲

12月25日晚上，由尼山世界儒学中心孟子研究院、曲阜师范大学礼

乐文化研究与推广中心、喀什大学国学院联合主办，洙泗书院、孟子书院

承办的“慢庐·慢读”之《孟子》通讲第25期举行。本期由曲阜师范大学历

史文化学院博士陈岳担任主讲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礼乐文化研究与

推广中心主任宋立林担任与谈人，孟子研究院助理研究员董丽担任主持

人。

泗水两个项目获“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日前，泗水县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中心推荐的《乡村儒学讲堂》和

《微爱·传承》项目，荣获山东省2022年“终身学习品牌项目”(济宁市共3个

项目)。其中《乡村儒学讲堂》荣获山东省2022年“特别受百姓喜爱的终身学

习品牌项目”(山东省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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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口中心小学打造“学校+基地”研学模式

文化润生，记住乡音、热爱家乡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
打造诚信校园文化

今年暑假期间，唐口中心
小学以立德树人为宗旨，以“尚
德致远、笃学达智”为方向，以
培养“诚信”传统文化为主线，
开展了一系列“诚信”教育活
动。

此次系列活动，学校以
“唱、画、写、诵、演、玩”为载体，
通过撰写书法、温习传统文化
典籍、跟着老师体验剪纸技艺
等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从“诚
信”教育里汲取滋养。

校长胡建坤介绍，今年以
来，唐口中心小学充分利用橱
窗、板报和文化长廊等宣传阵
地，大力宣传和弘扬优秀传统
文化，在校园内营造学习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
能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学校
的文化墙随处可见，我们引经
据典，将《论语》《三字经》等传
统文化典籍中的名言警句写上
墙，不仅营造出浓厚的传统文

化氛围，也能让学生在潜移默
化中感受传统文化思想。”

今年，学校依托任城区全
面推进的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示范点建设工作，结合唐口街
道本土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
打造了以“诚信”为主题的校园
文化和班级文化。胡建坤告诉
记者，通过开展书法、绘画、剪
纸等传统文化体验课程，在校
园文化节上举办传统文化展演
等，让学生在明理诚信的环境
中，增强时时讲诚信，事事讲诚
信的意识，努力提高学生的思
想道德素质。

探索“学校+基地”
打造特色研学模式

众所周知，唐口街道的寺
固堆二月古会，历经千年流传
至今，其中商贩买卖的诚信品
质得以传承与发展，是当今唐
口经济繁荣的基石。唐口大流
店村史馆是唐口历史发展的缩
影，它记载了唐口历史的沧桑
演变，又展现了唐口新农村建
设的日新月异，更是对青少年

“记住乡音，感恩先贤，热爱家
乡”的教育研学基地。

为此，今年唐口中心小学
在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
范点的过程中，经过多方调研，
结合唐口独有的文化资源，从
学校实际出发，创设了“学校+
基地”的研学模式，将“诚信文
化育人建设”作为课程资源，通
过课程引领、社团活动带动，德
育基地实践体验，文化品位提
升，打造学校、家庭、社会三位
一体的教育模式，全方位开展

“诚信文化育人”的诺亚方舟。
胡建坤告诉记者，在建设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的
推进过程中，学校多次组织教
师团队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线上教学研讨，在决定以“诚信
文化”作为示范点的主题后，不
定时的带领学生到学校附近的
文化基地研学实践，“在大流店
村史馆，孩子们读背经典、学习
乡史，老师们也借机引导孩子
们读国学、习礼仪、懂感恩、爱
家乡，让孩子们徜徉于国学经
典的海洋中，探寻中国传统古
典文化的深厚魅力。”

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周广慧

济宁市任城区唐口街道坐落在古老的京杭大运河西畔，文化底蕴浓厚。悠久的历史文化、得天独厚
的自然资源，孕育了唐口朴素的乡情民风。近年来，唐口中心小学坚持把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校园
与校园文化建设相结合，在校园文化建设中通过突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资源，营造浓厚
的校园人文教育氛围，打造特色文化品牌，让师生在审美中受到传统文化熏陶。

曲阜民宿串点成网，村头孵化“网红”

“文化+数字”赋能乡村振兴

“这次旅行出门比较急，没
有提前预订住宿。没想到，到达
鲁源新村后，村里在多数民宿
已经被预订的情况下，通过内
部自建的民宿管理网络很快协
调出一栋符合我们要求的小
院，真的很贴心。”日前，谈起这
次有点出乎预料的订房体验，
来自济南的游客王若琳说，今
天的曲阜村庄不仅有文化、还
很智能。

游客口中的民宿管理网
络，是由尼山镇鲁源新村“民宿
联盟”今年新搭建的、覆盖全村
200多家民宿的一站式管理服
务平台，“数字芯片”的植入，快
速提升了全村民宿的管理和运
营水平。

“因为毗邻尼山圣境，爆火
的文化夜游激发出了旺盛的住
宿需求，我们村也因为有着优
质的住宿条件很快涌现出了
200多家民宿，‘文旅饭’顺理成
章地端上了手。”民宿联盟服务
队队长孔凡玲直言，快速的发
展也加速了阵痛期的到来。因
为缺少经营经验，各民宿间的
管理手段、营销方式、服务能力
参差不齐，直接影响到了区域
民宿的整体口碑，而以联盟化
为基础的数字乡村建设成了最
终的破题思路。

记者在鲁源新村智慧管理
大厅看到，数字加持下，域内民
宿除实现了分层统一定价、统
一管理和房源统一调配，平台
团队还会定期在各大民宿和旅
游类App上发布房源信息、宣传
小视频和满意度回访等，专业
化的品牌推介和精细品控，让

“鲁源民宿”得以抱起团来、提
质聚力打市场。

数字乡村是乡村振兴的战
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
重要内容。对此，曲阜市在今年
的乡村振兴工作中，不断尝试
以“两创”为抓手，推动“文化+

数字”对乡村振兴的深度赋能。
从乡村民宿到旅游演艺，

从电子商务到直播带货，数字
技术应用不仅带来了乡村文化
旅游的新体验，也打开了地方
特色文化产品和农副产品的新
销路。在陵城镇，新启用没多久
的曲阜电商“网红”直播孵化基
地里热闹非常，“书香故里书画
院”直播间内，一场书画大师现
场创作的直播活动正在进行，
挥毫泼墨间，主播耐心向网友
讲解了书画中的曲阜文化特
色，实现了经济和文化的双重
收益，而像这样的直播间在基
地内共有72个，取“孔门七十二
贤”之意。

记者了解到，这一投资1 . 2
亿元建设的基地建筑面积3000
平方米，配有10000余平方米的
物流仓库，现已进驻楷木雕刻、
刻印、面塑、特色农产品等电商
项目50多个。“我们专为进驻企
业和个人提供了免费的会议
室、培训室、摄像棚以及产品线
下展示等公共设施，实时发布
政府电商政策及行业热点，同
时免费提供电子商务培训及基
础运营指导，让商家放心进驻、
舒心工作、安心发展。”基地负
责人孙兴华说，曲阜特色村、文
化村、手艺村特别多，现在，这
些闪光点正在网络上汇聚为

“阜藏天下”的区域品牌，迸发
激活乡村的旺盛生命力。

“网络流量不仅能够发光
出彩、变现造富，更可以成为乡
村发展的增量。”曲阜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李芳表示，曲阜
将围绕数字乡村建设目标，持
续巩固创建成果，丰富数字化
赋能乡村振兴在更多领域的应
用场景，逐步探索出一条可复
制、可借鉴、可推广的数字乡村
建设新路径。

(转载自《大众日报》2022年
12月26日期)

唐口中心小学书法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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