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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熊媛媛

金石传拓、韦编三绝、退修诗书……11
月17日上午，来自德州市陵城第七中学的150
余名师生，在曲阜儒家研学旅行基地（以下
简称“基地”）上了一堂从没感受过的传统文
化体验课，让孩子们直呼过瘾。而最让他们
瞅一眼就挪不动腿的，是基地里一排排憨态
可掬的Q版“孔子”。

“原来觉得‘之乎者也’离我们很远，能
背得下却入不了心，算不上枯燥，但确实不
够有趣。”3年级2班的王梓萱摆弄着手中的Q
版孔子手办直言，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基地
里推出的“夫子爷”系列文创产品和制作拓
片、编制竹简、拆装古建筑模型等体验课程，
彻底把她和她的同学们征服了，这也让他们
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更浓的兴趣。

一直以来，济宁都不缺少文化资源，但
资源的利用方式相对陈旧，其中又尤以“创
意”元素的缺位最为严重。基于这一状况，曲
阜市于今年6月22日正式揭牌文化产业创意
中心，并通过委托的形式交由山东中创文化
产业孵化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东中
创”）代理运营。

“儒家文化博大精深，以至于围绕其开
发的文化产品多只是通过书籍、写实雕塑等
形式呈现，很难引起年轻人的兴趣。”作为一

名对文化事业有着执着追求的80后，山东中
创负责人李遵廷有着他自己的思路。他们选
择放大儒家文化中“孔子”和“六艺”这两个
最广为人知的符号性特征，浓缩为更具亲和
力和市场潜力的Q版人物、T恤、笔记本等产

品，精良的创意设计成了系列产品的制胜关
键。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不能脱离时代，远离
了群众生活的文化很难得到有效传播，这也
是文化产业要借力“创意”实现华丽转身的

内在原因。
记者在基地看到，“夫子爷”们有的在玩

电脑的、有的在骑自行车、有的在弹吉
他……萌态十足的Q版孔子正用跨越2000多
年的新道具，重新演绎着新版的“礼、乐、射、
御、书、数”。“看上去有点‘恶搞’，却充满了
创意巧思。”曲阜文化产业示范园党政办主
任孔鹏感慨道，每一个到访基地的小研学者
几乎都会选几样作为纪念品，还会在购买时
询问“六艺”的内涵和渊源，儒家文化因此得
到了一次非被动的有效传播。

“之前有在我们基地孵化的企业设计让
孔子带着大耳机扮DJ，或者穿上NBA篮球服
打篮球，这些都被我们及时叫停了。”李遵廷
直言，“创意”不等于“混搭”，有损孔子形象
或偏离主流价值导向的“创意”注定不会得
到市场认可。现在，基地有26家企业正在接
受孵化，主要项目方向都和文创产品有关，
所以，他们不仅是文创项目的具体参与者，
更是对所有文创项目品质的整体把关者。

李遵廷带着他的团队，持续不断地做着
从文创产品到研学游架构调整，再到产业整
体孵化的一系列“创意”，但始终坚守着优秀
传统文化的底色。如今，公司孵化的项目还
包括可以讲《论语》的机器人，对接景区的动
画移动导览系统等。李遵廷相信，只要脚踏
实地，“创意”就一定能让传统文化与时代接
轨，真正成为中国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记者 王德琬
通讯员 张美荣 丁冰冰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15日至16日，由省高层次人才

发展促进会现代农业专委会主办，济宁市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济宁市农业局、兖州区政府承办的高
端人才助推“乡村振兴”（济宁·兖州）对接研讨会
在兖州召开。

会上，山东省农科院与兖州区人民政府签署合作
协议，将为兖州区建设现代农业示范区、在全市率先
全面实现农业现代化，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
障。开幕式结束后，在主会场，省农业农村厅、省农
科院有关专家、领导作了专题报告；在分会场的高端
人才专场对接会，有关专家介绍研究成果并与企业进
行交流，现场达成合作意向40项，现场签约11项。

近年来，兖州坚持把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相结
合，设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实施企业家素质提升工
程、民营企业“家业长青”工程，实施高技能人才素
质提升工程，设立平台建设专项资金，建设省级海外
培训基地，为兖州新旧动能转换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
了强劲动力。兖州将以此次研讨会为契机，抓住招才
引智不放松，进一步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优化人
才队伍结构、提升人才发展环境，为实现高质量发展
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

□ 本报记者 尹彤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孙欣 海波 文博

“当年，皇帝问岳飞，‘何时得太
平’，岳飞答，‘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惜
死，天下太平矣。’这句话是我们岳氏家
族最早的祖训，发展到今天，涉及祭祀礼
仪、父母长辈、子孙教育、生活学习、为
人处世等方面，是岳氏后裔的传家宝。”
11月14日，在嘉祥县孟姑集镇岳楼村的岳
飞纪念馆里，岳飞纪念馆管委会成员岳彩
俭为远道而来的游客讲解“老爷爷”的事
迹，语言通俗又充满感情，直引得现场游
客频频点头。

领导干部、教师学生、村民工人……
作为岳飞的三十三代孙，56岁的岳彩俭从
没想过会有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这里
参观学习，更没想到自己一个土生土长的
老农民，能像个文人一样把老祖宗的故事
分享给那么多人。

早年，岳楼村只是孟姑集镇东北部的一
个普通小村落。虽然村民都知道自己是岳飞
三子后裔岳峰秀的后代，并深以为傲，但若
细问下来，即使像岳彩俭这样年过半百的
人，也不能详述，甚至无法捋清家族的各种
辈分关系，更不用说村里的年轻人。

2013年，岳楼村开始打造美丽乡村旅
游景点，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紧

接着开始修建岳飞纪念馆，挖掘岳氏家族
的家风家训。一想到祖祖辈辈传承下来的
“忠孝德廉”思想能传播给更多人，村民
们十分兴奋。

为尽一份力，岳彩俭联合村里的几个

老人为纪念馆搜集资料，为《岳飞颂歌》
提供资料线索。纪念馆建成后，包括他在
内的9名热心老人每天轮流值班，帮助打
扫、整理，为前来参观的人员答疑解惑。
一来二去，竟成了临时讲解员。后来这里

成为嘉祥县廉政文化教育示范基地、家风
引领示范基地后配备了专门的讲解员，但
身为值班人员，岳彩俭们也没闲着，主动
帮那些单独来参观的村民讲解，他们略显
“土气”却更接地气的介绍很受欢迎。

从前几年开始，每五年逢清明节，就
会在岳楼村举行“弘扬忠孝文化、发扬爱
国精神”为主题的大型祭祀活动，岳氏族
人从各地赶来祭拜，接受家族文化的熏
陶。有不少父辈就离家漂泊的岳氏族人，
也专程回岳楼村寻根。而在村里，凡是年
满10岁的小学生每个学期开学第一堂课便
设在这里，请老师讲讲“忠孝传家远，诗
书济世长”的祖训、讲家规、讲岳飞精忠
报国、讲岳峰秀亲民清廉。每年的7月份，
凡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岳氏子孙都会不
约而同前来祭拜报喜。

几年来对岳飞精神的挖掘和弘扬，让
岳楼村从内到外重新焕发出新的生机。孝
廉文化墙上图文并茂的《满江红·写怀》、
家族祖训、礼仪故事、村史村情……村里
上至耄耋老人、下至小孩，家族祖训都能
脱口而出，“茅根开荒”“智审马连墩”
等先祖故事也都如数家珍。多年来，村里
没有打架骂人的，治安状况也很好。不仅
如此，岳楼村的好家风也带动着全镇的好
风气，让全镇人民在潜移默化中悄然发生
着可喜的变化。

高端人才助推“乡村振兴”

对接研讨会在兖州召开

岳飞第33代孙岳彩俭：

岳飞后人传忠孝

80后小伙李遵廷：

“夫子爷”来了，研学游火了

□ 马文青 吕光社 闫琼予

11月15日上午，第二节课的下课铃声刚
一敲响，济宁市任城区南池小学四年级二班
的学生们就争先恐后地涌进语文老师张晓
静的办公室，围在她的办公桌前，有的向张
老师借书，有的排队给她背诵诗词古文，这
一幕自南池小学开展语文课程实验改革以
来，每天都在张晓静的办公室里上演。

《小学生必背古诗80首》要求小学五
年掌握，学生们只用一年时间就会背；二
年级学生们就用吟诵的方式学会了《蒹
葭》和《鹿鸣》；到了三年级，全体学生
都熟背《扁鹊见蔡桓公》和《夸父逐日》
的原文，有的孩子已开始阅读《古文观
止》《黄帝内经》等中国传统文化作品。

这些在常人看来属于“超纲”的内
容，正是张老师用她“不安分”的教学理
念，“搞事情”的教学方式，将中国传统
文化的种子播撒进孩子的心田，让文化在
小小少年们的心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老师，电视上的九尾狐和青丘古国
《山海经》里面都有啊！”一个孩子捧着
一本《山海经》告诉张老师他的发现。

这本涉及神话、山川、民族、物产等
内容的中国古代志怪典籍，成为了孩子们
心中的宝藏，一本探索兴趣之书。女娲补

天、夸父逐日、精卫填海，一个个神话故
事激起了学生们的学习兴趣。

“古时候私塾先生教学生就是要先会
背，书读百遍其义自见，所以现在传统文

化进课堂的时候很多人也选择这种教学方
式。但是对现在的孩子来说，能够吸引注
意力的东西太多了，单纯的背诵就会让孩
子觉得很枯燥，即使一时强迫孩子背会

了，很快也会忘记。”张晓静对学生们学
习传统文化的情况深有体会，“兴趣，才
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沿着这个思路，张老师在教授一年级
的孩子时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手段，比如小
组竞赛制，每天率先整组会背的四人小
组，每人会得到书签一枚，集齐三枚书签
即可兑换相应的奖品；鼓励学有余力的优
秀学生超前背诵，用即时反馈的方式增加
学生的成就感，让学生从“要我学”转化
为“我要学”；二年级的时候受到央视诗
词大会的启发，在班里举办首届古诗词大
会；而到了三年级的时候，面对一些古代
故事，她带领学生追根溯源，收集整理了
对应的古文原文，让孩子们主动背诵。

正是深入了解到孩子们年纪小、好奇
心重等特点，张晓静顺势而为，将文化学
习穿插到学生生活中去，把学习变成一场
快乐的游戏，不给学生增加一点负担。

谈起传统文化教学，张晓静提出自己
的观点，“我们要跳出国学学国学，要对
国学有个清醒客观的认识，这样才能保证
我们的孩子既能够领略传统文化的魅力，
又能够养成正确的价值观。所以在编写校
本教材的时候，学校的老师们都非常谨
慎，每一课的内容都反复讨论斟酌，保证
学生们真正接受到传统文化的精粹。”

语文教师张晓静：

巧计讲国学

□记者 吕光社 报道
张晓静带领学生学习传统文化。

□记者 尹彤 报道
岳彩俭(左一)给前来参观的村民讲解碑刻的内容。

□马文青 吕光社 王超 报道
本报金乡讯 11月15日上午10点，接到家人的电

话，金乡学院附属小学的夏海霞老师放下手中正在批
改的学生作业，走出办公室，向一楼的哺乳室走去，
“我第四节有课，回家喂孩子再赶回来时间上来不
及，就让家里人把孩子送来了……”途中，夏老师遇
到了刚从哺乳室给孩子补充完“能量”的牛巧玲老
师，俩人亲热地打了个招呼。

哺乳室配备了小桌、小冰箱、消毒柜、靠背椅、
婴儿床等设施，鹅黄色的窗帘、靠背椅上铺着的柔软
坐垫、小桌上的装饰花给房间平添了些温馨。据了
解，每一位哺乳期女教师都配发了一把钥匙，而类似
的哺乳室在每个学校至少有一间，并且全部于本学期
投入使用。仅此项开支，金乡县就投资1320万元，总
面积达1100平方米。

此外，为重点解决乡村教师特别是新入编教师、
县外考入教师、交流轮岗教师及实习支教师范生的生
活问题，金乡县还先行启动了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
整合教育资源，投资2205万元，在城区集中改造420
套教师周转房，总面积达14700平方米；同时，将政
府投资新建的160套保障房作为农村教师周转房，并
进行了统一装修改造，面积共计5600平方米，投入使
用资金840万元，改善了长期在农村工作且县城无房
的教师住宿条件。

金乡“教育为本”落在实处

校园内建哺乳室

为乡村教师建周转房

□记者 孟一 报道
李遵廷和他的“夫子爷”。

□记者 吕光社 王德琬
通讯员 王洪玮 报道
本报济宁讯 11月9日，济宁市城市基层党建暨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现场推进会在兖州区举行。会
上，兖州区的一项经验做法引起与会者极大关注：他
们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充分发挥下派“第一书记”
作用、10多个“软弱涣散村”都“摘了帽”。“组织
振兴是基础，依靠选派的39名‘第一书记’抓党建强
基础、理路子促发展、办实事惠民生，全区406个村
中‘软弱涣散村’全部‘清零’。”兖州区委副书
记、区下派工作团团长韩利峰说。

第一书记到村后，坚持先把散乱的村班子拢起
来，把服务群众的能力提上去。手把手教提高服务发
展、服务群众、服务党员的本领。下派工作团推行
“N+村支部”合作共建活动。济宁广播电视台驻颜
店镇后张海村第一书记工作组促成村党支部与台属支
部、慈善总会、企业家协会等公益组织、社会团体等
建立联系，举办了一系列主题党日和支部联建活动，
将产业项目、致富信息等带入村内，帮助发展农村集
体经济、推进村民致富奔小康。目前，共有26个先进
党支部与第一书记村党支部结对子。

兖州区有序引导第一书记所驻村的产业布局，围
绕“一村一品”“一村一特色”，着力打造“专业
村”“特色村”，引进、培育一批符合村情实际、群
众容易接受、收益快的产业项目。采取“1+1+N”，
即：第一书记+贫困户+村干部、党员、致富能人、
爱心人士、企业经营者、惠农部门人员的办法，对建
档立卡贫困户逐户找准症结，将扶贫与扶智扶志相结
合，不断激发贫困户内生动力。

兖州：

软弱涣散村全部清零

□记者 尹彤 通讯员 陆开勋 报道
本报济宁讯 自济宁创城工作开展以来，任城区

金城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创城，注重发挥党组织战斗堡
垒和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发动党员干部冲在创城第一
线，有力地推动了街道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开展。

街道按照网格化文明城市创建工作要求，构建了
街道大工委、社区大党委、网格党支部、楼宇党小组
四级创城架构，建立上下贯通、全面覆盖的创城工作
体系，形成社区党委书记包保社区、党委成员包保小
区、网格党员包保网格楼栋创城责任体系，明确任务
到位，确保责任到人，通过党员模范带头作用，带动
身边更多的群众支持创城、参与创城。

结合“三会一课”，开展居民说事话创城、市民
文明巡访等活动，深化推进“两学一做”教育实践活
动，深入学习市民文明公约、市民文明出行公约等文
明知识，畅通民意反馈通道，培养社区居民主人翁意
识，营造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的良好氛围。

金城街道

以党建引领创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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