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遗产传承弘扬绽放异彩

文化旅游做强做大释放商机

文化事业扎实发展惠及百姓

国家级非遗项目楷木雕刻颇受参观者青睐

第十九届全国书博会盛况空前

孔子文化节开幕式

380 余处文化大院、181 个文化广

场相继建成使用，405 个农家书屋成

为农民求知娱乐的新天地，150 多个

群众性文艺队伍长期活跃在村街、社

区……一个个文化设施工程，一项项

文化惠民举措，一张覆盖城乡、优质高

效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网络，已在圣

城大地全面铺开。

文化设施建设是一个时代经济社

会发展的表征，也是一个地方文化事

业发展的标志。近年来，曲阜市不断

加大公益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力度，

文化惠民举措层出不穷。

在城区，先后规划建设了文化馆、

图书馆、杏坛剧场、文化休闲广场、曲

阜游客集散中心、孔子美术馆、孔子文

化会展中心等儒家文化风格浓郁的地

标式建筑，以孔子博物馆为代表的一

批文化项目建设今年也即将启动。

农村公共文化设施建设四年迈出

四大步。2009 年，12 个镇街全部建成

了符合省一类标准的综合文化站，并

挂牌青少年文化艺术活动中心。2010

年，借助第十九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

会曲阜会场的成功举办，购置 2000 多

万 元 图 书，农 家 书 屋 建 设 实 现 全 覆

盖。2011 年完成文化大院 95%的建设

任务。2012 年继续充实设备、提升档

次，探索创新“校地联合”模式，聘请驻

曲高校艺术特长生担任文化站站长助

理，不断推进文化站挂牌图书馆分馆、

城区数字电视转换和广播电视村村通

工程，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村级覆

盖率达 100%，为农民群众搭建起享受

文化权益的良好平台。

据统计，4 年来全市各类文化设施

建设累计投入近 20 亿元。目前曲阜

市、镇、村三级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已基

本健全，并全部面向社会免费开放。

在曲阜，农民看书有去处，学画有人

教，跳舞有团队……文化设施的建设

和利用让百姓的文化幸福指数显著提

升，群众文化水平不断提高，农村基层

文化繁荣发展。

公共文化设施的利用，直接关系

到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质

量。曲阜市委副 书 记 、市 长 杨 凤 东

说：“ 随 着 经 济 社 会 的 发 展，公 共 文

化设施建设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

过 程，当 前 如 何 有 效 利 用 各 类 文 化

设施搞好文化活动是摆在我们面前

的重大课题。”曲阜市打破活动的单

一模式，力求文化活动形式多样、节

目 丰 富，把 基 层 文 化 阵 地 真 正 变 成

群众的文化活动中心。

节庆文化活动常规化。每年一度

的国际孔子文化节、春节联欢晚会、大

型元宵灯展等品牌活动成为曲阜老百

姓的节日大餐。

夏秋广场文化活动系列化。文艺

演出、文艺赛事、电影放映、健身健美、

书画摄影展览精彩纷呈，有声有色。

文化下乡活动常态化。常年开展

送戏、送电影、送文艺、送书画下乡活

动，每年为基层图书室送书达 1 万余

册，送戏、送电影 3000 多场；坚持变

“送文化”为“种文化”，组织市文化馆、

图书馆、剧团及社会团体中优秀艺术

工作者为群众开展演出、文艺指导、图

书阅览和读书指导，受到农民群众的

欢迎和好评。

群众性自办文化活动经常化。全

市组织腰鼓、书法、象棋等文艺队伍

150 多支，群众文化活动协会 55 个，各

类社团组织活动频繁、辐射范围广、社

会影响大，成为群众文化活动中一道

亮丽的风景。

主题文化活动特色化。全国书博

会、省文博会、科博会的隆重举办，满

足了人们群众的文化需求；一年一度

的农民文艺汇演、农民书画大赛、农民

“十佳读书之星”评选等活动成为群

众文化活动集中 展 示 的 平 台 ；庆 祝

建党 90 周年红歌大赛鼓舞了全市人

民奋力推进“2711”工程建设的士气，

新京剧《孔圣母》曲阜专场演出激起

更多市民对京剧艺术的喜爱。丰富

多 彩 的 文 化 活 动，把 文 化 阵 地 的 惠

民 作 用 发 挥 得 淋 漓 尽 致，受 到 热 烈

欢迎。

文化雨露遍洒圣城，覆盖城乡的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曲阜市

连续多年保持文化馆和图书馆“国家

一级馆”称号，并先后荣获山东省“全

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示范市”“基

层文化建设先进单位”“农家书屋建设

先进单位”“农村文化市场管理先进单

位”等荣誉称号。

山东省文化产业博览会以文化促经济，以文化惠民生

建党 90 周年大型红歌比赛气势磅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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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是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祥

地，是国家首批历史文化名城，素有“孔

孟之乡，礼仪之邦”“东方圣城”之美

誉。曲阜市委、市政府立足建设“文化

强市”，加大投入、强化措施，取得良好

成效。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尼山

省级文化旅游度假区成功获批；中国国

际孔子文化节、全国科博会、全国书博

会、奥运火炬传递等重大活动在此圆满

举办；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日臻完

善，人民群众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文化，已成为推动曲阜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要力量。曲阜连续多年保持

了“全国文化先进县（市）”“山东省社

会文化先进县（市）”等荣誉称号。作

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化窗口，曲阜文

化建设重任在肩。

继承昨天的文化，发展今天的文

化，规划明天的文化。千年古城曲阜，以

备战第十届中国艺术节为契机，以文化

惠民生、以文化促经济、以文化塑城市，

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蓬勃活力。曲阜

市委书记李长胜意味深长地说：“一座城

市因创新而伟大，因文化而永恒。”

以尼山圣境、孔子博物馆、明故城

恢复改造工程为龙头的重大文化项

目；以世界儒学大会、中国国际孔子

文 化 节 为 代 表 的 特 色 文 化 品 牌；以

舞剧《孔子》、祭孔大典、鲁国古乐为

代表的文化演艺；以孔府菜、楷雕如

意、《演 说 论 语》等 为 代 表 的 系 列 文

化产品，以金龙阁、御书房等为龙头的

文化企业……丰富的文化资源，对于

曲阜来说，不仅仅是一张张精美的名

片，更是一个个蕴藏无限商机、正在开

发的富矿。

近年来，山东省委、省政府相继作

出了“实施孔子文化品牌带动战略”和

“建设经济文化强省”的重大决策，济

宁市重拳实施文化建设“突破曲阜”战

略，为文化产业科学跨越发展指明了

方向、搭建了舞台。

借 助 得 天 独 厚 的 资 源 优 势 ，曲

阜 市 加 快 文 化 产 业 发 展 步 伐，不 断

在 项 目 建 设、品 牌 打 造、园 区 发 展、

改 革 创 新 上 下 功 夫 ，做 文 章 ，努 力

将 曲 阜 打 造 成 济 宁 文 化 产 业 核 心

区 、鲁 文 化 产 业 聚 集 区 、东 方 文 化

产业高地。

全力推进新项目。将尼山圣境、

孔子博物馆、全球孔子学院文化体验

基地 3 个项目作为曲阜文化产业发展

的加速器和引爆点，抓好鲁故城大遗

址公园等 10 余个重点项目，以项目突

破推动文化产业发展。

全力打造“ 新品牌”。大力实施

孔子品牌带动战略，着力构建特色文

化产业体系，孔子文化旅游业、孔子

文化复仿制品业和孔府美食、节庆会

展等逐渐凸现出来，具有浓郁孔子文

化元素的商品销售收入已占整个曲

阜旅游产业收入的 35%以上。

全力建设新园区。用足、用好国

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金字招牌，按

照“一区多园”的思路，优化文化产业

布局，以孔孟文化中轴线现有孔子研

究院、会展中心、杏坛剧场等文化基

础设施为依托，加快孔子博物馆及一

批重大文化产业项目的规划建设，形

成约 10 平方公里的具有儒家文化特

色的曲阜文化产业核心区。

全面建立新机制。深化文化企业

改革，加快文化文物旅游管理体制改

革创新，健全文化产业发展考核体系，

在财政、土地、基层设施建设、融资等

方面出台系列文化产业扶持政策，全

力打造“马上就办”“四零工程”等政务

品牌，为文化建设“突破曲阜”创造优

越环境。

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尼山

省级旅游度假区、高铁新城、台湾工业

园四大平台优势凸显，明故城恢复改

造二期工程、五星级香格里拉酒店、开

天国际酒店、天下美食城等一批大项

目加快建设，为曲阜文化产业资源优

势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变提供了

坚实保障，文化产业正呈现持续快速

发展的良好势头。

曲阜是黄帝诞生地，殷商故都，

周、汉鲁国都城，儒学文化之源，中华

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现有各

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84 处，孔府档案

9000 余卷、26 万多件，孔庙、孔林、孔府

于 1994 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

界文化遗产。悠久的历史文明和灿烂

的东方古文化，为曲阜留下了众多的

文物古迹。

“文化遗产是曲阜的宝贵财富，既

要保护好，又要利用好。”曲阜市委常

委、副市长李丽说。近年来，曲阜着力

加强文物保护，做好文物保护规划编

制和古建维修工程，严格落实各项文

物安全措施，连续实现了 11 个文物安

全年。

积极推进鲁国故城国家考古遗址

公园项目建设。国家大遗址保护曲阜

片区主要开展曲阜鲁国故城等 3 处国

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以及三孔、尼山

孔庙及书院等一系列文化遗产的维修

保 护 、环 境 整 治 和 保 护 设 施 工 程 建

设。目前，国家大遗址保护曲阜片区

工程已经开工，作为国家大遗址保护

曲阜片区的核心和关键点的鲁国故城

大遗址已完成总体保护规划，三孔、尼

山孔庙和书院等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

维修保护方案也已完成。

认真落实孔孟文化遗产地保护利

用世行贷款项目，加快推进明故城重

要历史建筑四府、十府、曲阜县衙保护

与修缮，做好景区环境整治和管理服

务，持续推进“三孔”世界遗产监测和

文物档案“四有”工作，曲阜文物保护

工作呈现出蒸蒸日上、蓬勃发展的良

好局面。

曲阜楷雕、孔府菜、尼山砚相继参

加山东非物质 文 化 遗 产 项 目 精 品 展

览、上海世博会、中国首届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博 览 会 、国 际 巡 展 等 文 化 盛

会，楷雕等传统手工艺制品作为国礼

送到撒切尔、福田康夫等国家元首手

中……如今，曲阜非物质文化遗产在

世界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一串串闪光的足迹记载着曲阜在

保护传承非遗道路上的探索与收获。

2009 年承办了由文化部、国家非遗中

心在曲阜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民俗类、民间文学类项目保护工作培

训班，2010 年组织制作的 6 个非遗项

目资料片入选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料库，2011 年成功举办中国文化遗

产日主场城市闭幕式活动。

截至目前，曲阜已有 4 项国家级、

11 项省级、26 项济宁市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和 2000 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资源线索，位居山东省县级市前列。

其中，孔庙祀典是山东省唯一一项入

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非物质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名 录 候 选 项 目 ，祭 孔 大

典、鲁班传说、孔府菜烹饪技艺等 4 个

非遗项目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曲阜市级公布的非遗名录

达到 110 项。

曲阜市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保护传承利用。每年划拨专项保护

资金，用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研

究保护。在每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日”，通过展板、专栏、电视、网络和文

化演出等宣传活动，宣传介绍非物质

文化遗产知识，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

保护意识。

为了让非遗“活”起来，曲阜市在

强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原生态保

护的同时，坚持以开发促保护，积极推

动其形成产业，让其走进更多人的生

活。如今，被誉为“曲阜三宝”的楷雕

如意、尼山砚台等传统工艺品经过深

度开发，不仅成为收藏和馈赠佳品，也

培植壮大了金龙阁、御书房、春秋阁等

一批优秀文化产品加工销售的龙头

企业。桑皮纸、琉璃瓦等传统制作技

艺重现光彩，许多产品远销海内外。

以祭孔大典为依托，吸引海内外华人

华侨朝觐孔子，每年除孔子诞辰举行

大型的祭祀表演外，还单独为中外嘉

宾在特定时间举行祭祀表演，收到良

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根据鲁班

传 说 改 编 制 作 的 动 画 片《鲁 班 的 故

事》，其影视光盘和漫画图书也已正式

发行。

俱往矣，璀璨夺目的儒家文化博

大精深，源远流长；看今朝，千年文化

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犹如镶嵌在圣

城大地上的一颗明珠，熠熠生辉；展望

未来，中央和省委省政府加快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的战略部署密集出台，济

宁文化建设“突破曲阜”战略的实施，

将曲阜再次推上了跨越发展的前台。

曲阜文化强市进军的号角已经吹

响，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大幕已经开

启，曲阜将以更高远的境界、更宽广的

视野，以“实干当头、全力全速、敢于担

当、全面创新”的工作精神，继承千年

文化，谱写发展新篇，阔步迈向文化发

展的又一个春天。 （梅 花 宋春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