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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年来，山东省济宁市落实文化“两创”

方针，聚焦“打造文化‘两创’先行示范区、建

设世界文明交流互鉴高地”目标，立足文化沃

土，厚植发展优势，以更高站位、更大格局、更

深层次谋划推进文化传承发展的思路布局。

示范点亮文明地“两创”处处生异彩

位于济宁曲阜市的鲁源新村，迎来了一

批又一批前来研学和游玩的游客。在观看儒

家文化方队表演过程中，大家对儒家文化中

的礼有了更深层次的感悟。非遗传承人带领

村民创作的泥塑等文创产品，卖相好、寓意

新，广受外地游客欢迎。鲁源新村充分挖掘

传统文化资源和非遗技艺，打造“儒源乡集”

文化街区，游客们在这里体验古琴、线编、弓

箭等传统技艺，感受孔子故里的风土人情。

2023 年，鲁源新村被纳入济宁文化“两

创”示范点，打造了儒学美德示范街，成为游

客和村民共享的公共文化空间。“鲁源书房”

里有文化书店、孔府印阁、孔子邮局、汉字空

间，汉风艺术馆里可以体验“仁、义、礼、智、

信”儒家五常的弦丝画线编技艺，孔府小吃可

以品尝传承千百年的孔府美食，非遗制作技

艺徐弓坊里可以体验投壶、射箭，文化礼堂展

示传统中式婚礼，礼乐雅集和手造集市里可

以祈福、观展。

国庆假期，鲁源新村成了远近闻名的网

红村，游客不仅可以住民宿，还可以感受孔子

故里的风土人情。2019 年，鲁源新村经统一

规划，建成面积 23 万平方米的别墅村，2800 余

人搬进了 788 套新房，摇身一变成为远近闻名

的“明星村”。

像鲁源新村这样面貌一新的传统村，济

宁还有很多。济宁聚焦文化“两创”，编制《曲

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范区建设规划》，

实施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提升工程 3 年行动计

划，建成孔子研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

（一期）等一批重大标志性牵动性文化项目。

制定《济宁市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

设 3 年行动计划（2022—2024 年）》《济宁市优

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设指南（试行）》，

按照“1 年试点先行、2 年逐步推开、3 年提质扩

面”的工作思路，打造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

范点 100 个。创新沉浸式、互动式、活态传承

模式，连片打造尼山片区优秀传统文化“两

创”示范点。秉持“一村一特色、一村一品牌、

一村一亮点”原则，对曲阜市夫子洞村、鲁源

新村和泗水县东仲都村、北东野村等村庄进

行整体提升。打造儒风体验区、文化旅游区、

特色美食区、耕读休闲区，常态化开展经典诵

读、非遗展示、手造展示、“六艺”体验、中医药

现场体验等活动。

济宁加快文化资源转化利用，高品质、高

标准打造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中华手造·山东

手造·济宁手造”展示展销活动、“山东手造·

济宁好礼”展示（济南）中心、泗水龙湾湖手造

街区及线上展厅。连续举办 7 届“创意济宁”

文化产品设计大赛，参展深圳文博会、山东文

博会（文化旅游博览会），主办“孔子文化”创

意设计大赛，努力打造国际范、中国风的文旅

全产业链条。先后承办 2022 山东省旅游发展

大会、中日韩文化部长会议等高层次重大文

化旅游活动。2023 年，济宁在全市范围内再

布局打造文化“两创”示范点 200 个。

300 个文化“两创”示范点，将传统文化与

精神文明、学校教育、基层社会治理、乡村振

兴等相结合，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时代、

融入生活、融入济宁发展。

“五章”精编筑经典“八融”入心尚美德

济宁拓宽实践路径，打响“五章”“八融”

济宁样板。挖掘提炼儒家文化所蕴含的精神

标识、道德规范，努力做好研究阐发、普及教

育、传承创新、文旅融合、传播交流五篇文章，

推动优秀传统文化基因全方位融入精神文明

建设、学生教育、干部政德教育、基层社会治

理、文化旅游高质量发展、城市规划建设、乡

村振兴、网络建设八个领域，形成可学习、可

复制、可推广的济宁经验。

搭建高端研究平台，打造儒学高地。济

宁按照“四个讲清楚”要求，围绕建设世界

儒学研究高地、人才集聚和培养高地、普及

推广高地，依托清华、北大等 16 所知名高校

挂牌成立分中心，初步构建起“一个中心、

若干分中心、N 个研究基地”的儒学研究体

系。开展中华传统文化与两岸社会发展研讨

会、孔子形象与两岸一家亲研讨会、《孔子

家语》 与中华文化新认识学术研讨会等 200

多 场 学 术 交 流 活 动 。 结 集 形 成 《四 书 解

读》，出版 《儒典》《曲阜儒家碑刻文献集

成》 等著作 160 余部。推出一批儒学民间故

事、论语智慧等精品力作。

济宁高标准、常态化

开展普及教育，培育系列

品牌，发挥孔孟之乡传统

文 化 优 势 ，夯 实 文 明 根

基。擦亮“儒学讲堂”普

及教育品牌。实施优秀

传统文化“六进”工程，深

化乡村儒学、社区儒学推

进计划，广泛开展百姓儒

学节、善行义举“四德榜”

等 系 列 群 众 性 文 化 活

动。全市共特聘乡村儒

学高级讲师 33 人、乡村

儒学志愿讲师 400 余人，

建成达标儒学讲堂 3700

余处，开展儒学活动 4.8

万余场，服务群众 280 余万人次。

擦亮“五堂”志愿服务品牌。打通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百姓生活的最后一公里，全市建

成“五有”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14 个、实践所

156 个、文明实践站 4158 个。印发《关于倡树

新时代美德健康生活方式的实施方案》，在农

村、社区、学校、机关、企业打造美德健康生活

方式试点 263 个，成立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志愿

宣讲队 62 支。推广儒学讲堂、蒲公英讲堂、幸

福食堂、雏鹰课堂、结婚礼堂“五堂”志愿服务

模式，累计开展宣讲活动 3600 余场次，组织志

愿 服 务 活 动 18 万 余 场 。

擦亮全环境立德树人系

列品牌。围绕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把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

化知识教育、艺术体育教

育 、社 会 实 践 教 育 各 环

节，形成以“课程开发为

载体、课堂教学为渠道、

经典诵读为形式、系列活

动为平台、专题研究为引

领、师资建设为保障”的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育

人路径。建立 200 余人的

济宁市家庭教育讲师库，

组建“齐鲁好家风”宣讲

团，打造家庭家教家风实践教育基地 45 处、亲

子阅读教育实践基地 100 处。以济宁古今优

秀人物家教家风故事、家训家书为主要内容，

编撰完成《济宁市青少年教育系列丛书》。开

展“春蕾助学”活动，救助困难儿童 200 名，发

放助学金及物品合计 200 多万元。创新典型

引领环境，擦亮“美德济宁”“诚信济宁”“孝养

济宁”名片。近 10 年来，打造文化主题公园广

场、主题街巷、主题小区 260 多个，推选“山东

好人”517 名、“中国好人”66 名、全省道德模范

62 名（含提名 31 名），济宁市、曲阜市被评为第

六届全国文明城市。

文物激活文化新 今古同框齐惠民

保护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济宁立

足 文 物 大 市 丰 厚 资 源 ，编 制《大 运 河（济 宁

段）文物保护导则》，实施鲁国故城、南旺枢

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等重大文物保护工程，

曲阜孔府西路建筑群修缮工程、孔庙建筑群

维修工程分别入选全国十大文物维修工程、

全国十佳文物保护工程。《济宁创新实施非

遗传承“三三制”模式》入选 2021 年度全省文

化和旅游工作典型经验做法。全市共建成

拥有 2 处世界文化遗产、41 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260 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数量居

全省前列；登录可移动文物 130 多万件，居全

国地级市前列；列入国家非遗项目 19 项、省

级 86 项。

济宁加快构建全域博物馆体系，让文物

“活起来”、让历史“会说话”。济宁市被列入

全省博物馆之城建设试点，加大资金投入和

争取力度，实施河道总督府遗址博物馆、大运

河微山湖博物馆等 21 个总投资 389 亿元的重

大文旅项目。6 个项目纳入国家“十四五”规

划项目储备库，数量居全省前列；2 个博物馆

项目获得政府预算内资金 4200 万元；争取大

运河微山湖博物馆建设项目预算资金 2000 万

元、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相关文旅项目地方

政府专项债券 1.2 亿元。嘉祥武氏墓群石刻

等重点文物保护和展示利用工程顺利推进。

成 功 承 办 2021 年 全 国 文 物 职 业 技 能 竞 赛 、

2022 年山东省文物职业技能竞赛暨全国文物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全市拥有三级以上博物

馆 12 家，济宁市博物馆、孔子博物馆获评“国

家一级博物馆”。

与此同时，济宁市高标准、系统化开展

文旅融合，聚合资源优势、释放发展动能。

出台 《济宁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发展文化产

业的实施意见》《济宁市“十四五”文化和

旅游发展规划》 等系列文件。组建孔子文旅

集团，统筹儒家文化、运河文化、水浒文

化、始祖文化、红色文化等丰富文化资源优

势，高起点、宽视野对文化产业进行布局优

化，构筑涵盖曲阜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示

范区、大运河文化产业带、文化科技创意创

新引领区、水浒文化产业片区、红色文化传

承片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发展新格局。提效文

旅名城建设。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整

合三孔、两孟、大运河、微山湖、梁山等优

势资源，设计研发儒家文化、黄河文化、水

浒文化、运河文化、红色文化、汉碑文化、

山水文化、始祖文化、美食文化、美丽乡

村、祈福康养 10 大旅游精品主题路线；推出

拜 圣 习 儒 、 运 河 访 古 等 6 大 体 验 性 游 览 活

动；打造文化圣地体验游、国学经典研学游

等 4 大精品旅游线路；济宁儒乡慢境文化体

验之旅入选国家相关部门推出的“乡村是座

博物馆”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三孔、两

孟 2 个景区入选黄河寻根问祖之旅和黄河世

界遗产之旅，微山湖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 5A

级景区。

济宁高标准建成全国领先的市文化中

心。运营以来，开展文化惠民活动 1700 余场，

接待量突破 500 万人次。全市累计打造 16 处

国家图书馆、文化馆，建成 200 多家城市书房，

镇、村综合文化服务中心实现全覆盖。

济宁市坚持以群众需求为导向、以创新

服务为手段，打造“政府搭台、百姓听戏，激情

广场大家唱”“百场戏曲进校园”“千场大戏进

农村”“万场演出惠民生”、农村公益电影放

映、广场舞大赛、青年歌手大赛等一批创意

优、接地气、反响好的公共文化服务品牌。持

续开展“送万福进万家”“走百村入千户送万

照”等文化志愿服务活动，9 年走进 300 多个村

庄。打造线上文化服务平台市民学习中心、

公共文化云平台，引入海量学习资源，其中公

共文化云平台实现了活动报名、场馆预订、文

化直播、非遗文化、云阅读、文化慕课等功能，

拥有 400 余门课程共计 2 万集视频。

（数据来源：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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