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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视察期间在济宁曲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首善之区的
殷殷嘱托。五年来，济宁市牢记总书记嘱托，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主动作为、勇于担当，加快建设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首善之区，努力在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进程中当好排头兵。

《大众日报 济宁新闻》特推出《落实 落细 落小·这五年》重点策划报道，派记者深入普通人的生活，采访他
们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故事，以展现济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探索和实践。

□ 本报记者 王德琬 姜国乐
本报通讯员 包庆淼

11月13日，泗水县圣水峪镇官庄村的
村民正在吃晌午饭，村里的大喇叭传来了
村党支部书记汤金俊的声音：“乡村儒学
讲堂的志愿者李杜勇老师下午来村里讲
课，请大家互相转告。”虽然正值收获地
瓜的农忙时节，但很多村民都聚在主街巷
上翘首等待，看到李杜勇的车子开进村
子，纷纷上前打招呼；李杜勇也热情地问
候大家。汤金俊告诉记者，“李老师的课
非常受欢迎，村民都积极主动地来听课，
根本不用催促。”

乡村儒学讲堂里座无虚席，不少村民
带着孩子也来了。一开课，李杜勇便和大
家分享了一个故事。北东野村有一位60多
岁的村民庞兴茹，将94岁高龄的母亲照顾
得无微不至，由于母亲身体不好，他一晚
上起来4次给母亲喂水喂药、伺候大小
便。李杜勇让庞兴茹在乡村儒学讲堂上讲
述自己的经历和感悟，他就说了一句话：
“孝敬老，石头路上绊不倒；不孝老，平
地里也能摔倒。”李杜勇深情地说，孝顺
老人能让人心怀坦荡，顶天立地，充满正
能量。听课的村民们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看似顺畅融洽的课堂氛围，却让李杜
勇感慨：“给村民讲课，不容易。”李杜

勇在泗水县老年大学担任教师，2013年
底，来自尼山圣源书院的专家们发起乡村
儒学试点，他们认为，固定的讲师队伍和
能让百姓接受的方式手段，是建立儒学推
广长效机制的关键。2014年年初，中国社
会科学院的赵法生教授来到泗水县老年大
学挑选乡村儒学讲堂的志愿者讲师，经过

多轮培训和筛选组成了一支“乡村儒学老
年志愿宣讲团”，李杜勇便是其中一员。
当李杜勇第一次踏入圣水峪镇法庭教学点
时，偌大的教室里，只有12个老人来听
课，在家的中青年一个都没来，而他们才
是践行孝道的主体。

将村民请进课堂并非易事，但在李杜

勇看来也并不是解决不了的困难。“农村
的文娱生活匮乏，我就借助身边资源，邀
请专业演员或表演爱好者，演绎有关孝道
的节目；农村喜欢唱歌、听歌的人很多，
而我会乐器演奏，课堂上经常由我伴奏，
他们来唱些积极向上的歌曲。”此外，在
讲课内容方面，要多讲孝亲、和家、睦邻
这样和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多
讲故事少讲道理多举身边例子，少说本本
条条；多掏心窝子以情感人，少说空话大
话。如今，李杜勇已跑遍泗水县的13个乡
（镇），讲课200余场，成为讲课最好、
最多的义工。

目前，李杜勇固定联系北东野村，每
周六上午都去村里给村民讲课，由于泗水
县要求每个村每年不少于50堂课，所以他
每周还要抽时间去其它乡（镇）讲课。平
时在家他就研读各类传统文化书籍。“讲
课要有新鲜内容，如果都是老一套就没人
听了，我从书店和网上买了不少书，在家
学习充电。”

泗水的山区位置偏僻，山路崎岖，但李
杜勇始终在坚持，而且由原来每两周一次,
变为每周一次或两次。“四年前，接触到优
秀传统文化，觉得前半生都白活了，老祖宗
留下这么好的精神财富，我们真得好好学
习和传承，我有幸能加入到弘扬儒学的队
伍里，让我感觉无比自豪。”李杜勇感慨道。

□ 本报记者 张誉耀
本报通讯员 张长青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
并把‘仁’的学说提升到治国理政的高度。
我作为孟子后裔，也有责任和担当去传承
孔孟思想、儒家文化。”邹城市干部政德教
育工作办公室讲师孟庆峰，是孟子第73代
后裔，曾是邹城市少先队总辅导员，一直热
衷于研究传统文化。2015年10月份邹城市干
部政德办成立后，他毅然选择了现在的工
作岗位，充分利用干部政德教育的平台，不
断创新，用鲜活的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孟庆峰告诉记者，干部政德教育教学
点的解说词，都是讲师们自己先认真研读

《孟子·七篇》等经典传统文化书籍后，再琢
磨出来的，以求生动、通俗、易懂，并和当下
紧密结合，让学员更好地接受、消化、吸收。

然而，来参加培训的干部从中央到基
层都有，职务不同，工作性质也不尽相同，
同样的道理也有不同的领悟，因此孟庆峰
在解说中，讲究活用，“看人下菜”。

“比如讲‘仁政’，中央和国家机关党校
的同志来，会讲孟子‘四心’，即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多制定惠

民利民的政策，廉政为民，等等；基层干部，
像村党支部书记，会讲‘仁政’，简单来讲就
是‘对民好’。民有问题来找，能够帮助解
决。如果不能解决，可以给他指明可以解决
的途径。如果也无法说个好路子，最起码要
有好的态度。”孟庆峰解释，这样，大家都能
更好地理解“仁政”，很多学员在培训班结
束后，找孟庆峰要解说词带回去。

“印象深刻的是有位新疆的基层干部，
回去以后写来了感谢信，他说这辈子到山
东、到孟子故里的机会可能就这么一次，但
这次亲临亲身感受到儒家文化的滋养，会
受益终生。”孟庆峰说，读到这样的感谢信，
讲师们倍感欣慰，深受鼓舞，即便讲师工作
任务繁重，严寒酷暑都在一线，也值了。

除了日常做讲师带学员，孟庆峰还为
单位搭建了“邹城市干部政德教育工作办
公室”网站、开通了“邹城政德办”微信公众
平台，主编了《新时期少先队工作实务》《听
孟子讲故事》等专著，和其他讲师一起学习
四书五经。

在实际工作中，孟庆峰一直在思考：如
何更好地传承、发扬儒家优秀的传统文化？
什么样的形式能让大家手脑并用，学习实
践？思索良久，他意识到：应该把儒家经典

“付诸实践”，动起来、活起来。于是，他创编
了“孟府六艺养生拳”“五德导引术”“《弟子
规》国学操”等健身运动，研发的养生器材

“五行锦”获国家级发明专利。
“现在几所小学、附近小区居民，都开

始学‘五德引导术’，大家说这是‘动起来的
儒家文化’。”孟庆峰说，从诵读到强身健
体，修身养性，应该是儒家文化更好地实践
和发展。

泗水老年大学教师李杜勇：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让我无比自豪

孟子第73代后裔孟庆峰：

我有责任和担当去传承孔孟思想

□记者 王德琬 报道_
部分村民早早地来到教室坐等讲课。

□□记记者者 张张誉誉耀耀 报报道道
孟孟庆庆峰峰（（左左））在在政政德德教教育育培培训训班班教教学学点点授授课课。。

□记者 赵德鑫 姜国乐 报道
11月18日上午，2018“百姓儒学节”“孔子学苑”杯

曲阜文化国际慢城·美丽吴村第三届半程马拉松暨首届徒
步大赛在曲阜市吴村镇九仙山景区举行。来自省内外的600
余名马拉松跑友和2452名徒步爱好者参加了比赛。本次比
赛重在宣传马拉松绿色、环保、健康及公益的运动理念，依
托品牌赛事打造美丽吴村新名片，展示“生态吴村、人文吴
村、富美吴村、文明吴村”民俗特色小镇的形象。

□记者 王浩奇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3日，济宁西二环京杭运河大桥全

幅合龙，主体工程提前完工，向西二环全线年底前竣工通
车目标又迈出坚实一步。

13日下午，记者在大桥施工现场看到，整个桥梁的右
幅已经完工，左幅已大部分完工，在左幅桥梁的中间部位
还有约两米的缝隙，几位工人正在加紧焊接骨架，等待最
后的合龙。晚上8时许，现场展开大桥合龙最后的混凝土
浇筑工作。

京杭运河大桥是西二环全线重点控制性工程，桥梁全
长975米，全宽32 . 5米，主桥为三跨结构。其中主跨长130
米，是我省黄河以南同类结构桥梁最大跨径。

济宁西二环京杭运河大桥

全幅合龙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庄亚楠 熊媛媛

从举行入泮礼、拜师礼、成人礼，到开展现场书画、
武术展演、诗词吟诵大会等活动，经过一年多的运作，济
宁市青少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验馆（以下简称“体验
馆”）渐渐摸索出了一套传统文化传承教育的新模式，成
为推动联系、服务青少年工作的崭新平台。

体验馆的活动设计思路主要包括：创设传统礼仪体验
品牌、营造身临其境的体验场景；与青少年兴趣对话，现
代语境下的无缝对接；体验式学习，动手操作；个人、家
庭和社会联动的体验方式；建立传统文化志愿服务品牌等
五个部分。相关工作人员介绍，在活动形式方面，体验馆
坚持定期举办入泮礼、拜师礼、成人礼等古礼体验，同
时，突出体验特色，在馆内志愿者的启发、指导下，青少
年根据兴趣进行分组体验，在详细了解文化背景知识的前
提下，带着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动手操作，手脑并用，让
青少年在参与、体验的过程中激发兴趣，渗透式接受传统
文化的教育。

体验馆里

创新传统文化传承教育模式

□ 本报记者 孟一 姜国乐

又是一年“双11”，时针指向了万众期
待的11月11日零点。虽然对多数人而言，

“争分夺秒”此刻多是被用在“下单”上，但
在济宁市刚刚获批的第一个淘宝村——— 曲
阜市鲁城街道林前社区的孔府印阁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孔府印阁”)的现代
化“生产车间”里却是灯火通明，上百人的
电商团队正绷紧了精神忙“接单”。

24个小时，3万单，销售额突破120万元。
这样的业绩，在其它行业的电商企业中或
许并不出众，但在印章行业，却是个了不起
的成绩，这也是济宁文化遗产，尤其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产业化保护和传承的一个缩
影。

林前社区家家都会书法、篆刻、绘画，
然而，由于粗放经营和落后的产业意识，老
手艺的文化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一个个都是几十年磨出来的好把式，
可刻成印章也就十几块钱一块，还有买一
赠一，买二增三的。”提起过去廉价的篆刻
手艺，篆刻师孔令佳显得很无奈。好在圣人
之地不乏贤才，2008年，孔府印阁总经理张
凯继承了父辈的意志，接手了传承3代的篆
刻技艺，不同的是，他把在大学学到的管理

知识，结合当前最热的“电商”作了一次传
统与时代的融合。

小印章搬上网成就年产亿元的大产
业，渠道的变革之力出乎了很多人的预料，
而这一“创举”的背后，也与篆刻世家的文
化执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亲告诉我，印章甭管在哪儿卖，都
得靠着一刀一刀的精雕细作，一道工序都
不能省。”11月14日，张凯在车间里一边介
绍工艺流程，一边重复着父亲的叮嘱。做成
一件印章成品，要经过切割、抛光、上蜡、印
底篆刻等数十道工序，即使是最简单的也

要经过十几步的打磨，如此复杂的工序，至
今只有切割原石这一项是由机器完成，其
它步骤全都依靠手工。

为迎合新时代需要，孔府印阁在做精
传统印章的同时，积极开发新产品：从刻有
二维码的装饰用玉玺到兼具照明功能的印
章台灯，再到可以把胎毛加入印石的印章
吊坠……“创新”赋予了篆刻新的活力。

为使这门重新受到世人瞩目的老手艺
获得长远稳定的发展，张凯没少在人才储
备上花心思。一方面把社区超过百人的老
篆刻工匠聚在一起，以老带新培育新鲜血
液；另一方面，建起篆刻大师工作室，瞄准
高端发力，并主动与齐鲁理工学院联合开
设篆刻课程，推动传统技艺进校园，从年轻
人抓起，营造“传统即是时尚”的文化产业
发展新氛围。

文化传承如果没有物质证据，不但不
完整，而且很脆弱。虽然有着超前的产业意
识，但值得欣慰的是，作为一名青年创业
者，张凯在创业初期就树立了产业发展与
文化保护并重的思想，他说：“传统手艺的
产业化并不能简单等同商品化，不能粗制
滥造，而要像篆刻一样精雕细琢，只有延续
好传统文化的香火，才能得到市场的认可，
保护好传统手艺。”

双十一证明传统文化魅力

张凯：方寸印石也能雕出亿元产业

□记者 孟一 报道
互联网技术为篆刻技艺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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