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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邹城市全面深化“文化突围”战
略进入新常态，文化经济特区规划建设、传统
文化首善之区打造、城乡文化一体化推进、文
化经济融合发展等工作亮点纷呈。

天下邹鲁一脉相承

邹鲁是对文化昌盛之地的代指，邹城市是
邹鲁圣地，全国以“邹鲁”自誉的城市多达56
个，如浙江、福建、安徽、广东一些文明昌
盛、人文荟萃、诗书传承之地，分别冠以“江
南邹鲁”、“海滨邹鲁”、“东南邹鲁”、
“山中邹鲁”等称号。

2014年4月，邹城市召开首届邹鲁文化城市
座谈会，全国23个邹鲁文化城市56名邹鲁文化
城市代表，80余位研究邹鲁文化的专家学者欢
聚一堂、沟通交流、共话发展。与会嘉宾和专
家学者围绕邹鲁文化的渊源与传承、时代价
值、交流合作等主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交流
研讨，并联合发表了以“天下邹鲁、一脉相
传、团结协作、继往开来”为主旨的《邹鲁文
化城市宣言》，唤醒了对传统文化的“邹鲁”
记忆，传达了邹鲁文化城市“邹鲁文化，一脉
相承”的共同心声，开启了共推邹鲁文化繁荣
发展的序幕，也重新擦亮了邹城市“邹鲁圣
地”的文化品牌。

孟子思想“再出发”

邹城市坚持以孟子文化品牌为引领，以儒
家文化资源为依托，推进儒家文化传承创新，
让孟子思想从故里再次出发，在故里发扬光
大、活态传承。

依托孟子研究院的高端平台，邹城积极挖
掘整理、搜集汇编古今中外的孟子及儒学文献
资料，研究提升以孟子思想、邹鲁文化为核心
的传统文化内涵价值。启动了《孟子文献集
成》编纂出版工作，完成并出版《孟府档案》
(前编)。开展了古城区历史文化记忆发掘研究，
聘请浙江大学团队，对古城原貌、历史建筑、
家族文化等，进行抢救性发掘、整理，为邹县
古城复兴更新奠定坚实基础。开展了“邹鲁文
明探源工程”，着重做好邾国历史、峄山文
化、古城文化、明代亲王研究与邹城文化建
设、社会发展的关联研究，提练城市精神，讲
好邹城故事。

2014年6月，邹城市举办了迄今为止规模最
大的一次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
会，来自美国、意大利、日本，中国台湾、澳
门及大陆的40多所著名高校和研究机构的70余
名知名学者参加研讨。研讨会不仅拓宽了孟子
思想与邹鲁文明的研究领域，深刻阐释了孟子
思想的时代价值，而且还初步构建了邹鲁文明
的理论体系，对于进一步推动孟子思想走向前
台，提升邹城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信和
自觉意义重大。

传统文化弘扬推广

习近平总书记在济宁调研时提出，要大
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打造首善之区。邹城
市作为传统文化弘扬首善之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弘扬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恰逢其时、责无
旁贷，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首善之区已成
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和强大动
力。

弘扬传统文化，打造儒家礼仪体系。编排
展演男子成年加冠礼、女子成年加笄礼、开笔
礼、汉式婚礼、冬至祭孟等传统文化仪式，在
两孟景区内进行传统礼仪展示，面向年满18岁
的青年，量身打造“我的成人礼”私人定制活
动。开展“我爱读孟子”、“儒家礼仪推
广”、“读孟子、养政德”廉政教育等一系列
传统文化弘扬活动，让孟子精神得以继承和弘
扬。

开讲孟子公开课，举办邹鲁文化系列讲
座、教子有方系列讲座、公民道德等系列讲
座。目前孟子公开课已举办40余期，听众超过
一万余人次。开展“孟子文化双进”大型主题
活动，让孟子文化走进校园，让中小学生免费
走进文化景区，感受儒家文化的熏陶。在此基
础上，做好优秀传统文化进机关、进学校、进
企业、进社区、进农村、进窗口。

“孟子乡音”温暖人心

邹城市文化系统以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
生活为重点，创新思路，丰富载体，整合资
源，相互配合，组织策划了一系列“孟子乡
音”文化惠民活动。

为民所办十事文化惠民项目全面完成。
“孟子故里求剧目”——— 10个精品剧目征集
项目超额完成，创作的戏曲《断机教子》、
渔鼓《三迁择邻》等优秀作品已在景区以渔
鼓、小戏曲等多种形式进行展演，戏曲《孟
母教子》已完成剧本初稿；“文化示范百村
行”——— 优化提升100个村文化大院、农民健
身广场项目全面完成任务；“孟子故里看大
戏”——— 深入镇街、村居开展1000场次演出
惠民生项目已全部完成；“文艺特长免费
学”——— 万名文化骨干培训项目已培训文化
骨干8000余人。另外，山东京剧院、山东话
剧院来邹城开展巡回演出，带来《瑞蚨祥》
等经典剧目。

孟子乡音“文化暖冬”全面启动。“孟
庙孟府免费进”、“剧院大戏免费看”、
“ 文 艺 特 长 免 费 学 ” 、 “ 非 遗 技 艺 免 费

传”、“孟子公开课免费听”、“邹东乡村
过大年”六项惠民活动力求为全市人民送上
文化温暖和艺术享受。去年12月6日起，孟庙
孟府景区对邹城市民实行阶段性免费开放，
“剧院大戏免费看”暨“孟子乡音”千场文
化惠民暖冬演出季系列活动正式启动，亲情
舞台剧《孟子湖畔》首次公开演出，当月17
日，“文化暖冬”惠民系列活动“非遗技艺
免费传”活动正式启动。

文化遗产活态传承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
集体学习时提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
字都活起来”的讲话精神，2014年，邹城市加
大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开展“乡村记忆工程”
专题调研和文化遗产普查，石墙镇上九村被列
入省级“乡村记忆工程”试点单位。同时，开
展城区历史建筑现状调查，确定28处优秀历史
建筑名单并进行挂牌保护，举办庆祝“文化遗
产日”系列活动，子思祠、子思书院遗址等考
古现场面向市民开放。

为着力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非
遗进景区、进校园、进社区、进农村、进公园
等活动开展如火如荼。《孟母教子传说》入选
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
录，邹城市入选2014-2016年度“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省级非遗项目《尚寨竹马》、
《阴阳板广场舞》、《邹东乡宴》等得到重点
提升。

文化项目建设有序推进

大峄山景区开发、明鲁王陵综合提升、古
城提升世界银行贷款项目、生态旅游项目、孟
子湖现代主题公园项目、上九山旅游开发等一
大批重点文化项目加快推进，成为引领全市文
化旅游跨越发展的重要支撑。

峄山景区开发项目中，核心景区优化提
升了山上游览环线建设，白云宫片区遗址恢
复工程全部完工，供水配套提升工程更新安
装，启动了太平兴国寺恢复建设项目。邾国
故城遗址公园项目完成金水河、皇台区文物
本体环境整治方案编制，皇台区大地景观种
植设计已完成，牌坊、内御桥及东山门铺装
提升工程全面完工，全年共争取补助资金3925
万元，启动峄阳小镇规划设计。邹鲁生态园
建设项目完成17 . 4公里的环山绿道及绿化工程
10000亩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林任务，栽植各
类树木48万棵；实施农业综合开发项目6000
亩。

古城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项目，委托中
国美术学院、浙江大学等知名团队开展的产业
业态的策划研究、老城区“三街一区”修建性
详细规划编制方案完成。子思书院遗址和因利

河古河道复建保护工程完成孟母祠等遗址勘探
报告、保护展示方案编制、考古发掘、环境治
理和西部围墙垒砌全面完成。三孟古树保护工
程和孟庙亚圣殿、承圣门、泰山气象门古建筑
修缮工程已完工，孟林游客中心、停车场工程
已完成主体工程。

而上九山村旅游开发项目，则全年投资
8000余万元，建设景区院墙3000余米，完成了廊
桥、老学堂、萧家大院、玄帝庙、六合院等文
化景点的修复与内部物品陈列工作，还完成东
大门建设装修及300余套古民居的修缮，总修缮
面积达45000平米以上，并配套完成游客服务中
心、公共卫生间等基础设施。

领导关怀增添新动力

2014年1月9日，济宁市委书记、市人大常
委会主任马平昌参加济宁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
议邹城代表团讨论时强调，“要在推进曲阜文
化经济特区建设上担当重任，要保护传承传统
文化，做好文化与旅游融合发展的文章，在
‘文化强市首善之区’建设中担当重任、走在
前面”；

3月6日，省委领导来邹城调研，实地查看
明鲁王陵等项目；

5月4日，国家旅游局人事司司长魏洪涛、
综合司司长张吉林来邹城调研旅游产业发展
情况；

7月19日，马平昌来邹城调研指导文化旅游
工作；

8月8日，中宣部副部长孙志军来邹城调研
文化产业发展工作；

9月4日，中华文化标志城专家咨询委员会
主任委员许嘉璐来邹城考察九龙山区域生态环
境建设情况；

9月28日，省文化厅副厅长、省文物局局长
谢治秀来邹城调研指导文物保护工作；

11月11日，国家发改委农村经济司司长高
俊才来邹城调研儒家思想文化建设工作；

12月9日，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文化厅厅
长徐向红来邹城调研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公共
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

一年来，中央、省、市领导多次到邹城调
研指导文化工作，各级领导对邹城文化旅游发
展高度重视，并给予关心支持。

文化自信逐步提高

通过多次召开常委会、座谈会、调度会，
邹城市研究部署深化文化突围工作，并走出去
学习先进地区成功经验，解放思想，提升境界
和眼界，提高工作标准，改革当前文化旅游体
制机制，提升文化旅游建设水平。

2014年4月13日，邹城市召开“加快旅游业
发展，推动文化突围”座谈会，分析文化旅游
产业存在的问题，研究推进措施；4月21日，邹
城市党政联席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张胜明强
调，要加快文化旅游发展，制定实施文化旅游
一体发展规划，通过加速旅游发展来加快文化
突围。

2014年11月13日，深化“文化突围”战略加
快文化旅游发展大会召开，集中观摩了文化旅
游重点项目后，会议下发《邹城市扶持文化旅
游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就文化旅游企业和文
化产业园区发展、景区创建和乡村旅游建设、
产业要素和市场培育、旅游从业队伍建设等方
面提出了9条切实的扶持政策。

邹东生态“深呼吸”引来四方宾朋

邹城市以“邹东深呼吸”品牌打造为生
态旅游目标，着力在景区建设、特色镇村、
精品采摘园创建、农家乐示范户授牌等吃住
行娱旅游要素上下功夫，取得了生态旅游新
突破。

A级景区创建实现新突破。中心草莓观光
生态园、铁山公园、蓝陵桃花源成功创建3A级
景区，鸿山景区、梨杭景区、越峰山景区、三
仙山景区、狼舞山景区、绿鑫春生态庄园、金
钢山酒文化旅游区成功创建2A级景区。

邹东深呼吸乡村游产品逐渐成熟。邹城市
推出“邹东深呼吸”乡村游精品线路，推出邹
城旅游手绘攻略图，推出孟子故里旅游年卡，
参加山东国际旅游交易会，召开旅行社推介
会，深入开展旅游市场营销；推出旅游特色餐
饮名店、地方特色小吃评选活动。

乡村旅游节庆活动异彩纷呈。中心草莓
节、峄山桃花节、老龙湾生态梨园赏花季、张
庄镇樱桃花节、看庄镇大樱桃节暨“爸爸去哪
儿——— 乡村游”活动、“邹东深呼吸、美丽乡
村游”五宝庵山清凉季、熊孩子掰棒子亲子收
获季等乡村旅游节庆活动接连开展。

旅游要素逐步完善。邹城汽车站旅游咨询服
务中心正式运营，乡村驿站在响泉沟饭店、峄山
滑雪场饭店、田黄火凤凰饭店正式成立，改厨改
厕工作全面完成；开通邹城旅游全国统一服务热
线；“邹东人家”农家乐示范户挂牌；设计安装
新东外环、新南外环、新西外环、新北外环等16
条道路旅游标识牌；乐游邹城手机APP全面上
线，邹城旅游网站上线试运行。

品牌引领内涵丰富

以“孟子修学游”、“邹东深呼吸”为引
领，提升文化旅游品牌，赋予文化旅游宣传推
广新内涵；扎实开展城市文化形象推广工作，
展示邹城文化旅游发展新形象。

以“孟子修学游”为引领，提升文化旅游
品牌。利用孟府“习儒馆”、山青世界、峄山
度假村等修学游基地，策划了孟府国学夏令
营、山青国际修学营两个暑期主打修学产品。
以“邹东深呼吸”为引领，打造提升生态旅游
品牌。推出乡村旅游七大精品旅游线路，在时
空上构建乡村旅游四季格局，打造“春赏花、
夏采摘、秋收获、冬体验”四季产品。

在不断挖掘孟子思想、邹鲁文化内涵价
值的基础上，邹城市坚持“孟子故里·儒风邹
城”的城市文化形象定位，借助户外媒体、
传统媒体、新兴媒体资源，宣传推介孟子文
化品牌及邹城孟子故里文化形象，先后实施
了四期城市文化形象推广工程。一期工程在
邹 城 城 区 重 要 路 段 打 造 “ 孟 子 文 化 一 条
街”，悬挂孟子思想文化标语，营造城市文
化氛围。二期工程以推介“孟子故里”为主
题，在京台高速及城市主干道出入口，投建
城市出入境文化地标门户，在曲阜高铁站、
济宁、邹城公交站亭等重要位置，投放以孟
子思想、邹鲁文化为主题的文化公益广告。
三期工程以推广“孟子修学游”、“教子有
方·游学邹城”为主题，在京台高速重要位置
跨线桥、泰安高铁站等重要节点，打响传播
“孟子修学游”旅游品牌。四期工程以“由
孔子到孟子，儒学从此再出发”为主题，在
济南高铁站、泉城广场、经十路、机场高速
等重要位置投放了公益广告。另外，对接山
东工艺美术学院开展了城市形象标识系统设
计，完成城市新 l ogo设计，并广泛应用于对
外城市形象的宣传推广。

传承孟子思想 绵延邹鲁文脉
——— 邹城市“文化突围”战略呈现十大新常态

孟子思想的当代价值高端对话孟庙孟府面向市民免费开放

孟子思想与邹鲁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现场山东省“共赢中国梦 欢庆幸福年”文化惠民活动启动仪式在邹城举行

展演女子加笄礼 非遗项目“独杆轿”

非遗技艺免费传 非遗项目“吹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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