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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末聚焦

新时代如何凸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
创”、文明城市创建、乡村文化振兴、新时代文
明实践，以文化赋能城市创新发展？济宁市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秉承汇
聚人才、服务人才、发挥作用的工作理念，推进
高层次宣传文化人才系列培养工程，打造“济
宁文化名家”领航行动志愿服务品牌，为加快
推进文化强市建设提供有力的人才保障。

加强“济宁文化名家”队伍建设

几年来，济宁市持续深入实施高层次宣
传文化人才系列培养工程，坚持党管宣传、党
管人才原则，将人才工作纳入年度工作重点，
持续深入实施济宁文化名家、济宁文化英才、
济宁文化之星等高层次宣传文化人才系列培
养工程，改进完善选拔培养、成果评估、激励
保障、服务管理工作机制，提高工程实效。

市委宣传部牵头联合市委组织部、市财
政局、市人社局一次性制定《“济宁文化名家”
培养工程实施细则》《“济宁文化英才”工程实
施细则》《“济宁文化之星”工程实施细则》，配
套出台《“济宁文化名家”培养工程专项资金
管理使用暂行办法》《“济宁文化英才”工程专
项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济宁文化之星”
工程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暂行办法》等6份制度
文件，计划利用5年的时间选拔“济宁文化名
家”“济宁文化英才”“济宁文化之星”各100
名，为全市宣传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保
障和人才基础。

为了解高层次宣传文化人才系列培养工
程实效，推进人才工程的全面开展，发放满意
度调查问卷339份，全面掌握人才工程的知晓
率、影响力、发挥作用等情况。2018年至今，
选拔济宁文化名家两批53名、济宁文化英才
两批52名、济宁文化之星一批30名。

做好齐鲁文化人才推荐工作，目前，济宁
市入选齐鲁文化名家1名、齐鲁文化英才2

名、齐鲁文化之星135名。其中，齐鲁文化之
星入选人数居全省首位。

创新“济宁文化名家”队伍管理

创新人才项目化管理，加强宣传文化人
才的理想信念教育，坚持把政治建设摆在首
位，倡导全市宣传文化人才始终牢记职责使
命，把握正确方向，聚焦现实题材，感受时代
脉搏，观察生活变迁，通过自己的笔触生动展
示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进程。

济宁文化名家和济宁文化英才申报课题
研究方向，重点征求了市委党校、文联、文旅
局等部门的意见建议，规范执行《项目资助申
请表》《资助项目评审等级与资助标准》（试
行）等制度，根据不同等级确定资助标准。

截至目前，两批济宁文化名家、首批济宁
文化英才共申报课题78项。实行宣传文化人
才动态管理，建立全市重点宣传文化人才库，
入选人才及时入库，定期进行信息更新，确保
应入尽入、信息准确。目前，全市已纳入重点
宣传文化人才272人。

做好“济宁文化名家”培养推介

坚持开展各类培训，全面提高宣传文化
人才的综合素质。健全完善人才培养体系，
以深入开展增强“四力”教育实践活动为总抓
手，培育专业精神、提升专业素养、增强专业
能力。

创新实施宣传干部能力专项培训计划，
举办了全市新闻发言人专题培训班、全市弘
扬优秀传统文化专题培训班等班次，分批分
期加强各级宣传干部教育培训和实践锻炼，
促进宣传干部知识的更新和能力的提升。

推荐宣传文化人才参加省、市举办的各
类高研班，开阔眼界、拓宽思路、增进交流、增
长知识，提升专业素质。把人才工作宣传纳

入全市宣传工作的总体规划。坚持正确舆论
导向，组织协调新闻媒体加强策划、突出重
点，策划专题专版，加大济宁文化名家宣传推
介力度。在市直新闻媒体开设“济宁文化名
家”“济宁文化英才”访谈栏目。

整合新闻媒体资源，在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大众日报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人才工
作，构建人才大宣传工作格局。

实施“济宁文化名家”领航行动

通过《致全市宣传文化人才的一封信》，
倡导宣传文化人才围绕中心开展创作研究，
主动承担书写新时代的历史重任，全力提升
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
以书画描绘城市发展的生动实践和万千变
化，以镜头捕捉孔孟之乡文明新风与精彩瞬
间，以文字记录时代变迁、见证发展历程，创
作出一批富有济宁特色、济宁风格、济宁底
蕴，能够立得住、传得开、留得下的精品佳作。

依托各级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发
挥济宁文化名家、文化英才、文化之星的示范
作用和全市文化人才特色作用，在全市范围
内实施“济宁文化名家”领航行动，以文化人、
以文惠民。

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肩负
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依托“6+N”志愿服务分
队，从“书”济宁、“写”济宁、“画”济宁、“唱”济
宁、“演”济宁、“拍摄”济宁等6个方面，以及各
种形式的活动，投身新时代文明实践、乡村文
化振兴、文化惠民等志愿服务活动，把为民服
务活动办到群众心坎上，好事做实、实事做
好。

坚持线上线下同频共振，扎实用好济宁
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和网络平台，发挥重点
宣传文化人才作用，培养了一批群众文化活
动带头人，发掘培训一批文艺志愿者，大力在
全社会营造宣传文化人才致力志愿服务新风
尚，全力打响“济宁文化名家”特色品牌。

“济宁文化名家”领航铸造“两创”实践品牌
时晓杰

连日来，济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志愿者的身
影，活跃在各县市区新时代文明实践站，送文化、送
技术、送健康，零距离、全方位服务群众。

11月25日，志愿者们接到新时代文明实践云
平台的“派单”，来到洸河街道丰泰社区新时代文明
实践站，开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宣讲、文化名家送书法进社区、广场舞培训、爱心义
剪等志愿服务，给初冬的社区送来融融的暖意。

在丰泰社区活动现场，济宁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派出的市文联、市舞协新时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
务队，为居民带来了精彩的舞蹈表演，并为跃跃欲
试的居民提供了广场舞培训。志愿者们现场挥毫
泼墨，绘制壮美的山河图，书写典雅的书法作品，吸
引了社区居民纷纷前来观赏。志愿者们还为老年
居民提供了免费理发服务，让老人们一边理发，一
边欣赏演出。

济宁市舞蹈家协会副主席李争艳说，我们今天
是通过“群众点单，平台派单”的形式，由市文联、市
舞蹈家协会一同举办了这次展演和培训活动，和大
家一起交流有关的舞蹈知识内容。这是开展新时
代文明实践文艺志愿服务的一次具体实践，也是践
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理念的重要体现，目的是通
过这样的活动，提升市民舞蹈爱好者的整体水平，
丰富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在舞蹈学习和
表演的愉悦中，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

点单派单志愿服务
精准对接群众需求

万娜

济宁市力促优秀传统
文化“两创”与文明实践融
通融合，发挥全市宣传文
化人才作用，实施“济宁文
化名家”领航行动，志愿服
务走进新时代文明实践
站，用一个个群众喜闻乐
见的文明实践活动，描绘
一幅幅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的生动画卷。

宣讲接地气，
全会精神入民心

“六中全会已召开，
党的决议传下来，学习贯
彻不走样，全会精神我来
讲……”

11 月 19 日，清脆悦
耳的快板声中，鱼台县

“习语润儒乡·稻花香”暨
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
中全会精神宣讲活动，在
鱼台县张黄镇望湖新村
拉开序幕。齐鲁文化之
星、山东清音传承人刘传
卫带领他的志愿服务队
伍，打响手中的快板，让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
神更加深入人心。“俺不
识字，多亏这些文化人用
快板讲故事，俺能听懂党
的好政策，日子过得越来
越好了。”村民杨陶兰这
样激动地说。

传唱民歌经典
弘扬民族精神

11月23日，由市委宣传部、团市委、市文联、市
文旅局主办的“济宁文化名家领航行动‘经典民族
歌曲演唱会’”在市文化馆举行。

唱一方山水，话一腔民意。济宁文化名家、济
宁市青少年宫副研究馆员李萍演唱的《谁不说俺家
乡好》拉开序幕，《沂蒙颂》《红星照我去战斗》等一
首首经典歌曲，诠释经典红色旋律，奏响爱国情怀，
唱响时代号角，全面展示济宁市文化艺术事业发展
成就。

“这次‘经典民族歌曲演唱会’在济宁是首次举
办，众多的民族歌唱演员和艺术家们，凭着对民族
音乐的挚爱，唱响心中的歌，来表达对祖国、对家乡
的热爱，同时我们也有义务，把家乡优秀的艺术，通
过歌声，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展现出来，来奉献给我
们的家乡，传承到观众心中。”李萍说。

非遗走进实践站，优秀文化有传承

11月16日，在兖州区武村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齐鲁文化之星、兖州区文化馆馆长李丹为人
们带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兖州记忆》讲座，展示
了“兖绣”“五谷画”“虎头娃娃”等非遗项目。通过
名家讲解、实物展示和手把手培训，让村民们大开
了眼界：“没想到兖州还有这么多宝贝，得学两手。”

11月18日，在汶上县北门社区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齐鲁文化之星杨桂荣传授剪纸艺术。大家围
坐在一起，热情高涨，剪刀飞舞，纸屑缤纷。在杨老
师的指导下，每人选了不同图案学习描边，剪出自
己喜欢的作品。

自编戏曲下乡，移风易俗传美德

11月17日，济宁文化名家领航行动志愿服务
走进金乡县。齐鲁文化之星赵波，带领金乡县摄影
家协会，在马庙镇小程楼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免费
为幸福食堂的老人们拍照，并现场洗印照片。拍完
照片的老人们，围坐起来欣赏了金乡琴书名家侯秀
兰、刘文雪、杨贞义等带来的《退彩礼》和《小两口争
灯》。

在韩庄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市级非遗渔鼓戏
传承人辛明军，送上了《孝贤儿媳》。他怀抱渔鼓，
右手拍击鼓皮，左手夹击简板，唱腔婉转明朗，表演
惟妙惟肖。观众近距离感受了非遗文化的魅力，更
被情真意切的敬老、孝老故事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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