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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相关资源 补齐发展短板

让运河文化“变虚为实”
■文化发展看济宁

□记者 于国鹏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6日正逢周末，不时有外

地游客慕名专程来到大运河枢纽工程汶上县南
旺分水工程遗址参观。按照大运河“申遗”整体

规划，目前，南旺分水龙王庙禹王殿等建筑维修
保护方案已编制完成，获省文物局批复后将立
刻逐步实施，这里有望很快成为一处新的文化
旅游热点。这也将成为济宁市打造运河文化带、

塑造“运河文化”品牌的最新成果之一。
根据济宁市文化发展改革规划，全市未来

将呈现“一园、两带、四区、十大产业”的产业大
格局，其中的“两带”之一即是指“运河文化带”。
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秘书长杜庆在
生11月1日接受采访时认为，充分挖掘、系统开
发丰厚的运河文化资源，“运河文化”将来完全
有可能打造成和“孔子”一样具有世界影响力的
品牌。

大运河山东段主河道全长约570公里，其中
济宁段长达230公里。明、清两代在运河济宁段
兴建的一系列水利设施，更是为济宁市留下了
极其丰富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从运河济宁段
北首至南四湖的南端，依次有汶上太子灵踪塔、
南旺分水枢纽工程遗址、分水龙王庙古建筑群
等80余处重要的历史文化遗存和非物质文化遗
产，成为济宁得天独厚的历史文化资源，也实实

在在奠定了济宁“运河之都”的地位。
运河历史文化资源虽然丰富，但其产业优

势并没有获得系统开发，这也成为济宁市整合
运河文化资源、打造“运河文化带”的初衷。与孔
子品牌相比，运河文化品牌的挖掘、塑造、推广
显然不足，运河文化的品牌价值没有获得应有
发挥。在今年召开的济宁市文化体制改革和文
化产业振兴大会上，济宁市提出要通过科学策
划、资源整合、政策扶持，努力打造一批富有特
色、体现水平、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文化品牌。其
中特别提到，像孔孟文化、始祖文化、水浒文化、
运河文化、佛教文化等，都是一些大题材、“大料
子”，今后要在立足资源的基础上，通过高水平
的策划和包装，“变虚为实”，打造特色品牌，把
文化资源优势真正转化为产业优势。

济宁市文广新局一位负责人接受采访时表示，文
化产业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也有一般产业(下转14版)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
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文化改
革发展带来“黄金机遇”。济宁市按照中央和省委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
产业的战略部署，结合地方工作实际，科学规划，创新发展，不断提出
新思路、推出新做法。本报从今日起开设《文化发展看济宁》栏目，陆
续刊发一批记者采写的有关济宁文化改革发展的新动态、新做法和新思
考，敬请关注。

编者按

11月8是山东省首次实施春季高考的
网上填报基本信息的开始时间，此次信
息填报将一直持续到15日。11月初，记
者通过对济宁市各高中的调查采访发
现，尽管两次高考可兼报，但由于春季
高考主要是高职院校招生，许多高中师
生对此兴趣不大。

对于正在紧张备考的高中生来
讲，参不参加春季高考也许并不是个难
题。(张晓科 摄)

详细报道请见14版《高中师生对春
季高考“不感冒”》

“新形势下，建立
党委新闻发言人制度，
有利于发扬党内民主、
推进党务公开，有利于
畅通信息渠道、密切党
群关系，有利于正确引
导舆论、营造良好环
境。”——— 11月1日，
济宁市召开全市党委新
闻发布工作座谈会，济

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振川表示，党
委新闻发言人制度事关全市大局，不能流于形
式。

“面向海内外加强产学研合作、吸纳积聚先
进要素提升自身创新能力是济宁发展的必由之
路，是济宁实施“创新驱动、主动转型”的重要
着力点，关系到济宁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成
败。”——— 10月31日，济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梅
永红在济宁市与驻天津国家级科研院所合作会谈
上强调，创新能力关系济宁发展和转型成败。

“官员在用车、吃喝等生活细节上一定要有
所节制，按规行事，因为有一双眼睛在背后盯着
我们，这就是新闻媒体的力量！”——— 11月7
日，济宁市委副书记张树平在庆祝第十二个记者
节座谈会上指出，近年来，媒体在发挥监督官员
行为、政府依法行政上的作用越来越大，这是社
会进步的表现，各级官员一定要正确对待。

“我喝的不是酒，是酒水。”——— 10月28日
晚9时许，酒后驾车的司机苏某，面对交警盘查
时语无伦次，洋相百出。交警提醒市民严格要求
自己，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部队是个大熔炉，能增强孩子的意志力和
抵抗挫折的能力，这种经历会影响他今后的发
展。”——— 11月3日，在济宁市市中区征兵体检
现场，一位学生家长表示，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在
部队锤炼成一块对社会有用的“好钢”。

“现在我每天的工资是170，如果这样不间
断工作的话，一月就能挣到4600多元，已经超过
了市区一般工人的工资了。”——— 11月1日，55
岁的农民工陈吉来说，随着国家的重视，奋战在
劳动一线的农民工汗水流的越来越值。

(刘田 杜辉升 整理)

首次春季高考网上填报开始

高中师生如何面对?

为“亚孤儿”
暖心筑梦

“亚孤儿”是特殊的弱势群体，因为家庭
变故等原因，他们往往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抚
养；同时，因为界定难，他们也无法获得相应
的社会福利保障，不少这样的孩子甚至上不起
学。在帮扶“亚孤儿”方面，泗水九巨龙慈善

学校进行了有益探索。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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