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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创”实践谱写文化乐章

孔子诞生地尼山脚下，坐落着一
座宁静的小村庄——— 古称“昌邑乡”。
这座位于曲阜市尼山镇的小村庄，正
因“两创”实践而发生蝶变。

由于尼山片区提升，鲁源新村整
体搬迁，村民们离开祖辈守着的泥泞
路、土平房，搬进了曲阜市打造的“别
墅”村。这里青砖砌成一色的仿古建
筑，村口的儒家文化示范街区，与千
年古村气质相得益彰。

孔 府 菜 、孔 子书店 、孔 府 印
阁……传统文化味儿浓厚的各类商
铺入驻文化街区，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村民吃上了“旅游饭”。鲁源新村党总
支书记刘承彪说，这两年村里文旅产
业迅速发展，特色民宿发展到150余
家。

鲁源新村的变化，是曲阜文化建
设示范区发展的缩影。2015年，济宁
成立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以孔子诞
生地尼山为原点，尼山圣境等新兴文
化旅游景区拔地而起，尼山孔庙、夫
子洞等景点修缮一新，吸引大量中外
游客前来观光。今年以来，尼山圣境
景区已接待游客近80万人次。

曲阜文化建设示范区党工委副
书记、推进办主任朱湘华说，近年来，
示范区研究探索核心区推进路径，推
进尼山片区重点项目建设，以文化工
程和产业作为传承载体，建成孔子博
物馆、尼山圣境等牵引性强的文化项
目，尼山片区成为文化“两创”新高
地、对外开放新窗口。

该示范区还积极探索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融入现代社会生活新路径，
打造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引
领新风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赋能
基层社会治理。

“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
方。’”“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
焉得知？’”……每到周六，《论语》诵
读声在鲁源新村“儒学讲堂”准时响
起，孩子们在志愿者讲师的带领下，
齐声朗读千年经典。

2013年起，济宁市实施“乡村儒
学”“社区儒学”推进计划，共建成13
处尼山书院、3016处达标“儒学讲
堂”，开展儒学活动4 . 8万余场，服务
群众280余万人次，“儒学讲堂”经验
入选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案例。

刘承彪说，“儒学讲堂”“和为贵”
调解等“两创”实践让优秀传统文化
在基层焕发勃勃生机，滋养村风民
风，群众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济宁市委常委、副市长董冰说，
济宁通过优秀传统文化涵育新时代
文明实践，将文化“两创”与干部政德
教育、基层社会治理等有机结合，同
时打造优秀传统文化交流与传播平
台，全力推动文化“两创”融入生活、
融入时代。

作为儒家先贤的故乡，济宁推动

“两创”使命在肩。2022年，济宁把实
施文化“两创”战略列为未来五年全
市中心工作“九大战略”之一，成立文
化“两创”推进指挥部，设立美德济宁
建设、“山东手造济宁好礼”推进工
程、公共文化服务、文旅资源整合宣
传等6个工作专班，高标准打造100个
文化“两创”示范点。

今年，济宁将新建200个文化“两
创”示范点，以更高标准办好中国（曲
阜）国际孔子文化节 尼山世界文明
论坛，打造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
加快推进尼山世界儒学中心联合研
究生院等重点项目。

董冰说，济宁重点实施文化“两
创”展示、文明交流互鉴、文脉研究传
承、文旅融合发展、人才和名家培育、
文明实践融入“六大工程”，让孔孟之
乡的文化光芒熠熠生辉，推动文化

“两创”树标杆、作示范。

绿水青山描绘生态乐章

盛夏清晨，走进位于济宁微山县
微山湖的新薛河湿地，清脆的鸟鸣声
不绝于耳，一群白鹭在水中低头觅
食，须浮鸥立在远处木栏上观望。“这
里是鸟类爱好者的‘天堂’。”山东省
摄影家协会会员赵迈说，近几年他在
新薛河湿地拍摄的鸟类达到100多
种。

生态好不好，在微山湖世代繁衍
生息的鸟儿最知道。赵迈说，以前湿
地里鸟类种类很少，摄影爱好者只能
到外地拍摄。随着微山湖湿地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在这里可以看到青头潜
鸭、白琵鹭、苍鹭等珍稀鸟类。

微山湖又称南四湖，是中国北方
最大的淡水湖、京杭大运河枢纽，也
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输水廊道。20世
纪90年代，因为工业生产发展，各类
污水入湖，曾经鸟翔鱼跃的清澈湖水
变成了“酱油湖”。

济宁市生态环境局微山县分局
局长范燕强说，为确保一池清水入
库、一泓清水北上，微山县坚持精准
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微山湖连
续19年稳定达到地表水Ⅲ类水质，局
部水域达Ⅱ类水质，生物多样性得到
全面恢复。

新薛河湿地是山东省第一个人
工湿地水质净化示范工程，微山县通
过改造湿地内部地形等方式，解决湿
地内源污染、过水不畅、植被群落衰
退等问题。如今，微山湖湿地共有鸟
类221种、鱼类78种、水生植物74种，

“碧波荡漾、鱼翔浅底”成为常态。
生态好、生活美，济宁市民在家

门口就能享受到“人水和谐”的自然
美景。亲水桥堤岸周边环境整洁，沿
河景观带花朵正艳，家住济宁市兖州
区泗河堤岸旁的居民孔德娥，每天清
晨都来这里晨练。“以前不敢来，周围
一片荒草，现在环境好了，湿地公园
成了锻炼的好去处。”孔德娥说。

通过河道系统治理、沿河项目综
合开发，兖州区沿泗河自北向南完成
了龙湖湿地、青莲湿地、大禹公园、马
桥湿地、花海彩田、牛楼小镇等生态
工程、景观工程建设，集文化旅游、休
闲观光、生态高效农业于一体的发展
带焕发绿色活力。

据统计，济宁市已建成南四湖国
际重要湿地1处、省级以上湿地公园
24处，全市湿地面积达228万亩、湿地
率达13 . 62%。2022年，济宁市被评为
第二批“国际湿地城市”。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济
宁，生态资源正变为绿色财富。

“家家闻锤响，户户操钎忙”，嘉
祥县自古便以石雕技艺闻名全国。伴
随着对石材资源的无节制开采，采石
场越来越多，山头越来越少。

2010年，嘉祥县委县政府决心对
县域内矿山进行整治，施行“封山禁
采，生态立县”。近些年，“炮声耳边
响，粉尘漫天飞”的采石场改造成了
鸟语花香的生态小镇。

嘉祥县纸坊镇原乡左岸假日小
镇内，草木繁盛，花海连绵，大片薰衣
草、马鞭草等交织成彩色地毯，吸引
大批游客打卡拍照，人气火爆。“家门
口也有网红景点，这里风景好，还能
品尝到地道祥城农家宴。”家住嘉祥
县万张街道的王洋一家三口，成为这
里的常客。

在景区里，纸坊镇马市村村民刘
善伟经营着一家餐饮店。他说，过去
打石头，粉尘漫天，下地干活都得包
头巾、戴口罩，现在环境好了，空气清
新，自己吃上了“生态旅游饭”，每年
收入8万元左右。

微山湖碧波荡漾，运河纵贯南
北，湿地秀美葱茏……生态美、产业
兴、百姓富，一幅高质量发展的“绿色
答卷”正在孔孟故里铺展开来。

产业转型唱响制造乐章

在济宁邹城市珞石智能制造未
来工厂，一台台灵活精密的工业机器
人不断挥舞机械臂，进行稳定性测
试。测试完成后，它们将被应用在医
药、矿产、汽车制造等多种工业生产
场景，实现智能化生产。

打破矿业为主的发展思路，机器
人产业成为新旧动能转换的突破口。
近年来，邹城市打造产业制造集群，
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招引机器人制造
企业17家，机器人年产量达到近3000
台。

邹城市委书记远义彬说，邹城把
制造强市作为首位战略，坚定抓发
展、抓产业、抓项目，力争今年完成地
区生产总值1050亿元。

济宁是传统资源型城市，曾依靠
煤炭资源发展。通过制造强市突破战
略，这座城市正加速替代旧动能，加
快转型谋发展。

在济宁高新区山推工程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内，一块数字
化大屏，记录着某处矿山的实时
生产场景。后台系统通过大数据
分析，为用户提供更全面的技术
指导。

山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推
土机研究院副院长胡英华说，企业在
高端装备技术领域深耕几十载，公司
生产的无人驾驶推土机、新能源电动
推土机等产品均引领技术前沿，900
马力推土机打破了国外超大功率推
土机的市场垄断地位。

聚焦新旧动能转换，济宁高新区
聚力推动先进制造业发展。目前济宁
已形成工程机械及智能装备、汽车及
零部件、医药健康、新材料新能源、数
字经济等主导产业。

2023年一季度，济宁全市地区生
产总值达1 2 2 5 . 3亿元，同比增长
5 . 5%，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11 . 3%，较去年底提高2 . 7个百分
点。

蜿蜒流淌的京杭大运河在济宁
境内长达230公里，“南控江淮，北接
京畿”，济宁恰好位于大运河中段。如
今，大运河济宁段又恢复了往日繁
忙。

在济宁港航龙拱港，自动化轨道
吊不停运转，装卸集装箱，满载货物
的船只由此南下。“太阳纸业的卷筒
纸、华勤的轮胎、泰安东平县的化肥
等都通过我们运往南方城市。”“润杨
集7777号”集装箱货船大副段义超
说，通过内河港航运输的商品越来越
多样化，国内最远可达福建、广东等
省份。

“内河港航物流实现了大运河上
的绿色清洁运输，提高运转效率，帮
助企业节约成本，降低货损。”济宁港
航龙拱港总经理王志国说，今年一季
度，龙拱港有3个泊位投入使用，集装
箱运营达2 . 9万标箱，第二期10个泊
位全部投入运营后，年吞吐量可达80
万标箱。

济宁转换发展理念，从依靠煤、
发展煤再到延伸煤。以济宁能源发展
集团为例，集团主营业务由单一煤电
产业，延伸至现代港航产业、物流贸
易产业和高端制造业等多元化发展
格局，非煤营收占比超过80%。济宁
能源发展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张广
宇说，济宁能源将把现代港航物流产
业做出体量、做大产业、做好品牌、做
优效益，支撑资源型城市加快转型升
级步伐，有力助推地方经济高质量发
展。

2022年，济宁港完成吞吐量5843
万吨，同比增长27%，占山东省内河
航运70%，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
206%。

高端装备制造车间昼夜不歇，货
船汽笛齐鸣驶离港口……济宁坚持
把产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以产
业突破推动发展，全面唱响高质量发
展“最强音”。

(《瞭望》2023年第26期)

济宁：“三重奏”下的和谐发展曲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栗建昌 张昕怡 郭绪雷

这里是孔子孟子的故里，儒家文化由此诞生；大运河从这里穿过，齐鲁腹地经济经此与长三角相融。济宁，山东这个低低调的地级市，近年来以
文化传承、生态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三重奏”，演绎着这块古老土地发展的新乐章。

近期，《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来到济宁，寻找和谐发展“三重奏”的密码。守护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下简称“两创”)在这里先行先试；立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座生态大市变身国际湿地城市；加速经济转型升级，这座传统资源型城城市积蓄创
新动能，持续放大运河港航物流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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