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报记者 姜国乐 吕光社
赵洪杰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
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孕育着中华儿女
崇高的价值理想，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坚实根基。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
视察济宁时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
荣为条件。

孔孟故里、文化资源丰富的济宁，
如何将总书记讲话精神落到实处？如何
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

4年里，围绕总书记提出的“ 四个
讲清楚”重要论断，济宁不断打造出儒
学研究阐发、“ 乡村儒学”、干部政德
教育等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济宁亮
点”。如今在济宁，传统文化的序曲，
正回响成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示范城
的主旋律。

深入研究阐发文化精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植根于中华
文化沃土，弘扬传统文化，首先要深入
研究阐发文化精髓。

每有研究成果问世，孔子研究院院
长杨照明都很兴奋。“ 中华民族几千年
文化创造，最为核心、最为根本、最为
精髓的，可以归结为孝、悌、忠、信、
礼、义、廉、耻八德。”8月17日，他
跟记者说，由他们主编的《 中华传统八
德诠解丛书》3年九易其稿，今年初出
版发行，这是国内首部以丛书形式诠释
中华传统八德的通俗理论读物，共计70
余万字。

前不久，黑龙江省纪委为省管干部
每人购置了一套这部丛书。

在研究阐发文化精髓上“ 登峰”，
需要建“ 高地”、出“ 大师”。杨照明
介绍，孔子研究院已汇集了1个儒学大
家、3个泰山学者和7个尼山学者，这几
年连续出版了《 正本清源说孔子》、

《 儒学精神与中国梦》等一批有影响力
的著作。

上请名家、打造研究高地的还有孟
子研究院，这个2013年才成立的机构，
短短几年间，可谓“ 大咖”云集：北京
大学高等人文学院院长杜维明、山东省
政协原副主席王志民、清华大学国学研
究院院长陈来、中国哲学研究室研究员
李存山、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梁
涛……

去年9月至今年1月，邹城孟子大讲
堂内总是座无虚席。面对干部群众，由
陈来等7位孟子研究大家逐一讲解《 孟
子》全部7篇，这在中华儒学文化史上
是第一次。

凭借这样一个个全国首创活动和成
果，孟子研究院渐趋全国孟子研究最高
地：甄选《 孟子》一书从汉代至民国时
期1200种版本，编纂迄今为止选本最权
威、最全面的《 孟子文献集成》；即将
举办全国孟学组织联席会议，成为孟学
研究“ 带头大哥”；每两年举办一次国
际青年儒学论坛……

儒学强大生命力

涵育核心价值观
让干部回到优秀传统文化的原点汲

取力量，加强道德修养，对于建设高素
质的干部队伍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也
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体现。从
这个角度打量全国干部教育培训体系，
革命文化教育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教育
比较完善，传统文化教育阵地不足。

济宁对此看得准、抓得实：借助
丰富文化资源在全国率先打造政德教
育国家基地——— 济宁干部政德教育学
院已初步形成课堂教学、现场教学、
体验教学、礼乐教学“ 四位一体”的
教学体系，开发了曲阜“ 三孔”、邹
城“ 两孟”等20多处现场教学点，结
合实情实景讲述述儒家仁政思想、孝
道思想、廉政思想、规矩之道等修德
为政智慧。2015年以来，已承接各类
培训班次55期，培训学员3万余人。

融入生产、生活，是儒学内在强
大生命力的根基所在，也必然能更好

地涵育核心价值观，形成向上向善的
力量。

在济宁，有两种做法让人印象深
刻。

一是让儒学走近百姓。邹城市唐村
镇一个村小学，一个班41名学生，竟有7
名父母离异。从这件事上，唐村镇党委
书记高胜感受到农村文化流失的严重
性。“ 乡贤之德风，百姓之德草”，他
们将眼光放到了丰富的乡贤文化上，从
中开掘基层社会治理模式——— 全镇推选
出35名新乡贤，镇党委、政府组织他们参
与各种传统文化培训，让其参与村级治
理。

在王炉村，154户村民家家门口悬
挂家训，标识着每户人家的精神追求，
这正是村里的乡贤王昭柱帮助村民挖掘
的。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向善的力量，
曲阜 4 0 5 行政村全部建设有孔子学
堂，定期开展传统文化教育，每个村
还设有“ 和为贵”调解室。向上向
善，最好的传播方式在于示范引领。
尼山镇圣源村“ 四德”榜令人耳目一
新：小到陪老人多长时间，大到
见义勇为事迹等，都标得清清
楚楚，每半年公示一次。

另一种做法是：大力发
展文化旅游，在繁荣文化
产业上弘扬传统文化。1
年多来，60多个研学游
团队走进曲阜孔子文化
学院，从青岛来的学
生团一次就有千余
人，因为这里一改
以往国学机构“ 坐
而论道”“ 景区+
课 堂 ” 的 陈 旧 模
式，推出“ 跟着孔
子去游学”的省内3
条旅游体验路线，让
参 与 者 沿 着圣人 的 足
迹，实地感悟、品读传统文
化的魅力。

如今，仅曲阜各类文化企业就有
近1000家，儒源儒家文化体验基地、书
香文化创意园等一批传统文化培训机构

快速发展，去年文化旅游产业实现增加
值31亿元。

让历史文物说话

让硬件设施说话
激发传统文化的生机与活力，离不

开“ 硬件”，让历史文物说话，让硬件设
施说话，核心价值观建设更加具象可感。

济宁抢抓建设“ 曲阜文化建设示
范区”重大机遇，加快推进重大项
目，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一期今年
底将实现对外开放。孔子博物馆建成
后，70余万件文物将在此展出，成为
与“ 三孔”相呼应的重要儒家思想体
验中心，而尼山圣境将成为世界级人
文旅游目的地。

公共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同样大手
笔：总投资20亿元的图书馆、群众艺术
馆、博物馆、美术馆和杂技城将于今年
底陆续建成并投入使用，建设水平在全
省乃至全国，堪称一流。

孔孟故里悉心打造儒学研究阐发、乡村儒学、干部政德教育基地

让优秀传统文化“ 靓”起来

□ 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于惠惠

“ 小羊跪哺，闭目吮母液；感念母恩，受乳躬身体……”8月11

日，在曲阜市鲁城街道周公庙社区的“ 东鲁世家”礼堂，为期一个月的

社区暑期礼乐小君子活动迎来汇报演出。随着《 跪羊图》音乐的响起，

来自街道及周边的30多名小学生整齐地把两手抬起，上身向前倾90度，

呈叩拜状。感人的歌词和孩子们认真的表演引得台下父母悄悄抹泪，用

手机拍下孩子成长的重要一步。

父母的眼泪，源于孩子们在学习传统礼仪后生活中的小变化。

“ 过去，孩子见菜上桌伸手就抓，不懂得等爷爷奶奶先动筷；出

门、回家也不知道打个招呼，说话做事都很随性。”谈起在读小学

三年级女儿的变化，母亲孔令霞显得很激动，她说，孩子现在言行

举止稳重大方得体，还主动帮着端茶倒水、洗衣刷碗，想不到传统

文化有这么大的威力。

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的融入上。“ 周公庙

因‘ 元圣’周公得名，孔子‘ 克己复礼’学的就是周礼，所以，哪里不

讲礼仪，咱这儿也得讲！”周公庙社区居委党支部书记吴建营说，社区

日常会组织一些传统礼仪活动。

“ 重阳节小辈给老辈敬菊花茶、表演节目，看上去很简单，但经历

过这些的娃娃们都会有种仪式感，知道要感恩长辈，这就够了。”73岁

的社区居民孔庆香告诉记者，除了开笔礼、成人礼等常见礼仪仪式外，

社区还专门设计了“ 生日礼”。

而在端午之类的大节日上，全村经常会组织大聚餐，你家一把米、

他家两碗豆，聚在一起拉拉家常，图的不是吃吃喝喝，而是为了找回早

年远亲不如近邻的同乡情分。

“ 社区发展讲究的是治而后兴！如果后院杂事不断，去哪发展经

济？”吴建营坦言，过去当个村支书可不容易，既得忙公事又得顾“ 私

事”，很占用精力。现在通过传统文化活动，居民的文明素质普遍提

升：当习惯了在景区门口光膀子乘凉的大爷主动穿起大褂头，3岁多的

孩子拿着冰糕纸不见垃圾桶说啥也松手……社区工作人员终于可以把注

意力放到社区经济上去。

周公庙社区：礼仪复兴开新治

□ 本 报 记 者 张誉耀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盛超

“ 几天的干部政德教育培训班，不可能说学员
的思想和作风齐飞，没那么一蹴而就。但这就像一
个切入点，一扇门，一粒种子，把为政之德传向四
方，生根发芽。”9月15日下午，在曲阜高铁站，邹
城市干部政德教育工作办公室培训部的教员贾守旺
把来自国家民航局空中交通管理局的60名学员送上
高铁后，如释重负地笑了，“ 下周空管局会来第二
期班次，不能放松呀！”

运用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干部政德教育，是党
中央关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部署要求的重要举
措，也是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现实需要。济宁作
为中华文明重要发祥地、儒家文化发源地，打造

国家级干部教育培训基地，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邹城在此布局中，突出“ 气养浩然 行守规

矩”品牌。
贾守旺是邹城市干部政德教育培训班的带班

“ 班主任”之一，任务是全程统筹、陪同培训学
员。“ 我们和预约来培训的单位对接，了解培训学
员的培训需求，为他们量身定制课程和生活安排，
确保培训既合理又舒适。”他介绍说。

“ 我们开发设计了30多种课程，打造了20多
个现场教学点，专题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
学 、 情 景 教 学‘ 四 位 一 体 ’ ， 非 常 有 针 对
性。”贾守旺告诉记者，比如这次空管局来培
训，希望增加“ 两学一做”和“ 警示教育”的
内容，就增加了党性廉政专题讲座和邹城监狱
的现场教学。

“ 2015年我们主要接待本地学员班，从去年
春季班开始，我们开始接待外地的学员。这两三
年的时间，我们的培训形式和教学内容一直在丰
富、完善。”贾守旺说，从最开始，讲师们背诵
讲解词，到后来读通读透《 孟子》等著作，有更
深入的理解，也有更新的实事结合，学员们更愿
意听，更能记得住，教学效果也就更好。

“ 今年前8个月，邹城接待了340个班次，1 . 4
万多人。”贾守旺告诉记者，如果现在预约，要
排到12月份了。

贾守旺觉得现在的工作非常有意义：“ 这些学
员可能没系统学习过儒家文化，但他们认为，培训
把传统经典和现实工作结合得那么好，没想到，觉
得受益匪浅。西藏日喀则的村干部培训班结束回去
以后，专门发来感谢函。”

政德教育培训班预约到12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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