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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续文脉

文明乡风蔚然成风

建设富裕、文明、宜居的美丽乡村，离
不开经济支撑，更离不开和谐稳定的社会
环境。

千年文脉，古韵悠长。自古以来，根植
于曲阜大地的儒家思想就提倡“爱人者人
恒爱之”“内诚于心，外信于人”“见利思
义”“四海之内皆兄弟”等社会理念，诚信
友爱早已成为这片土地最动人的底色。

时至今日，自律助人、谦和尚礼、孝老
爱民的儒韵民风依然在这里生生不息，成
为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乡
村振兴的有益助力。

在阮家村，每周末开展读书分享会、
象棋围棋小课堂、圆桌会议等活动，让孩
子们学习经典文化、国粹精华、心理知识，
陪伴孩子们一路成长。

在后八里沟村，随着村集体经济逐步
壮大，村里为老人和孩子增配了股份，每
月1日，将300元的营养品和生活用品发至
每位老人手中，备齐老人日常所需的米面
油、肉蛋奶等，并定期为老人理发、洗澡、
修脚、查体，根据季节为老人更换新衣。

在大屯村，儒韵亭、儒学广场、家训广
场、信义广场、儒学讲堂、君子墙等文化景
观典雅而灵动，村民们可出门见“景”，在
潜移默化中崇德向善。定期举行的汉服经
典诵读、“儒风润节庆”“喇叭里的儒学讲
堂”“母子传承国学”等系列文化活动，丰
富着村民们的业余生活。

润泽美好心灵，涵养文明乡风。曲阜
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深挖文化

“富矿”，以文化“两创”为抓手，在公共文
化服务方面持续发力，不仅满足了人们对

精神文化生活的新期待，也为构建文明乡
村、稳定乡村、平安乡村、和谐乡村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持。

如今，行走在孔子故里，一批颇具特
色的国学楼栋、国学胡同、文化长廊、文化
墙、村史馆等景观和场馆引人入胜，散落
的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幸福食堂、农家
书屋、“乡村记忆”博物馆、儒学(国学)讲
堂、图书室滋养着村民们的精神，一系列
丰富多彩的知识讲座，生动活泼的文艺演
出，深入人心的儒学课堂，形式多样的美
德评选激发着村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动
力……

一幅社会安定有序、文明和谐，百姓
明理崇礼、精神丰盈的美好生活画卷跃然
眼前。

作为一种深沉、持久的力量，无处不
在的道德风尚，也将为曲阜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示范区迈向更高质量的乡村振
兴，提供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道德支
撑，进而转化为物质文明、文化自信的民
生福祉。

抓住机遇

持续放大示范效应

作为中国“农业第一大省”，山东的乡
村振兴改革对解决全国“三农”问题有着
特殊的样板与示范价值。

2018年3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山东代表团审
议时，清晰描绘了乡村振兴的路线图：推
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个
振兴”。

当年6月，总书记在山东视察时再次
强调，扎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打造乡村
振兴的齐鲁样板。

5年来，山东牢记嘱托，在农村展开了
一场探索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的变革。此次
全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现场推进会观摩
的临沂、济宁两地多个乡村的变化，正代
表着山东这五年来乡村振兴变革的突出
成果。

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一篇大文章。
要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并非一蹴
而就，需要长期的探索和努力。

5月23日下午，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在
全省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现场推进会全体
会议上强调，现在农村的振兴仍然存在着
不少困难和挑战，但只要以建设和美乡村
为重点，用城乡融合为动力，以共同富裕
为目标，乡村振兴就一定能够取得明显的
进步。

同时，林武提出，要健康有序推进“五
个振兴”，努力打造产业特色突出、人才支
撑有力、乡风文明和谐、生态环境优美、组
织功能完善的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推动乡

村振兴齐鲁样板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
进展。

作为儒家文化发源地，曲阜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以文化“两创”引领
乡村振兴，一头连着中华民族的文脉赓
续，一头连着农村经济和农民生计。

回溯过往，无论是激发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时代活力，坚定文化自信，还是构
筑多元化的经济业态，培育乡风文明激发
内生动力，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
范区已然率先垂范，为全省乃至全国提供
出一份乡村振兴的独特样本。

眼下，随着文化“两创”的全面推进，
示范区日益呈现出文化事业全面繁荣、文
化产业加快发展的良好局面，也为进一步
激活乡村振兴提供了发展新机遇。

站在新的起点上，曲阜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发展示范区将持续释放文化“两创”
的蓬勃动力，赋能乡村振兴再上新台阶，
让先行示范的标杆效应不断凸显。

本报济宁 6月 1 5日讯 6月 1 2日
下午，光明日报社山东记者站站长赵
秋丽带队来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调
研济宁市推动文化“两创”形成的典
型经验和取得的丰硕成果。市委宣传
部副部长、市新闻办主任王磊陪同调
研。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党工委副书
记、推进办主任朱湘华主持召开调研
座谈会。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党工委
副书记、推进办副主任李学斌从坚持
规划引领、推进项目建设、打造示范样
板、促进文旅融合、文化传播交流等方
面介绍了示范区基本情况、重点工作

及成效。
赵秋丽对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推

进办公室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工作进行的探索、取得的成效表示赞
赏。她指出，要切实发挥光明日报的宣
传优势，充分利用好文化宣传载体，通
过理念、机制、模式的系统创新，以创

意、资源和平台赋能文化“两创”发展，
加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大力推
广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工作经验成效，
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
力打造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班子成员和各
科室负责人参加调研活动。

本报济宁6月15日讯(记者 汪泷
通讯员 孔瑞 张胜利) 6月12日，
由国家艺术基金管理中心指导、青
岛黄海学院主办的国家艺术基金
2 0 2 2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
“大河滔滔：黄河文化美术作品展”
(曲阜站)在济宁学院美术学院展厅
开幕。

济宁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王清
明，原党委书记郁章玉，原校长罗家
英，青岛黄海学院党委书记邢桂强，
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马
恩，项目主持人、青岛黄海学院艺术
学院院长马延岳，曲阜文化建设示范
区党工委副书记、推进办主任朱湘
华，济宁市美术家协会常务副主席、
秘书长褚滨，曲阜市美术家协会主席
王心安等出席开幕式。

仪式上，王清明介绍了济宁学院
办学基本情况，并代表学校对各位领
导、嘉宾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和衷心
感谢。他指出，济宁学院根植孔孟之
乡，沐浴圣地儒风，学校将主动融入、
主动服务黄河国家战略，充分利用优

秀传统文化资源，挖掘和运用蕴含其
中的民族审美特质，发挥专业和人才
优势，深入开展文化艺术交流和教学
实践，努力为助推教育事业和社会发
展贡献力量。

马延岳教授介绍项目的基本情
况，邢桂强代表青岛黄海学院对承办
单位的大力支持和倾情帮助表示感
谢，褚滨代表济宁市美术家协会对展
览的开幕表示诚挚祝贺。仪式上为参
展艺术家颁发了入选证书。

本次展览是“大河滔滔：黄河文化
美术作品展”的第六站，于6月12日至
24日在济宁学院美术学院展厅展出。
展览以气势滔滔黄河流向为主线，150
余位书画家带着浓浓的家国情怀和丰
富的生活体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创作导向，以中国画、书法、油画、水
彩、年画、综合材料等为载体，紧紧围
绕黄河流域历史文化、风土人情、自然
风光及发展成就，采用多样化或个性
化语言，讲述有温度的“黄河故事”，为
观众呈现一场“黄河大合唱”的视觉盛
宴。

光明日报社山东记者站一行赴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调研

平台赋能，推广文化“两创”济宁经验

“大河滔滔：黄河文化美术作品展”济宁学院开展

品作品，感有温度的“黄河故事”

与会嘉宾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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