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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曲阜市小雪街道武家村，新时代文明实
践站、家风广场、文化大院、积分超市、村党校，
让人耳目一新。美丽庭院、幸福食堂里，环绕
着村民的幸福文化生活。

武家村坐落于九龙山下，明洪武十三年
（公元1380年）建村，村内现有耕地2060亩，
总人口2460人，党员66人，还有包括全国重点
文物龙山汉鲁王墓、山东省重点文物九龙山唐
代摩崖石刻造像等在内的现存古迹。

武家村正是依托文化资源优势，将优秀传
统文化中的“爱、诚、孝、仁”融入村庄治理，率
先成立济宁市首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打造了

“追历史印记”“访古村旧韵”“赏石雕文化”“走
强村之路”为四大轴线的乡村记忆馆，实现了
文明实践阵地的创造性转化。传承“和为贵”
文化建立“和为贵”调解室，村民邻里之间有个
家长里短小矛盾去拉拉呱、评评理已成家常
事。

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载体，创新性打造
“相约黎明”“民享资源库”“守护朝阳”等志愿
服务品牌，开展丰富多彩的尊老爱幼、和谐邻
里等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举办文化
进万家、好媳妇好婆婆、文明家庭等评选活动；
建立“四德榜”，集中宣传道德模范先进事迹，
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社会治理功能，提升村民道
德修养和文化素养，逐步形成邻里互助、家庭
和睦的乡风、村风、民风。武家村先后获得全
国村级“乡风文明建设优秀典型案例”“全国民
主法治示范村”“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社区”

“山东省生态旅游村”“山东省干事创业好班
子”等荣誉称号。

在前不久的济宁市优秀传统文化“两创”
示范点建设现场观摩会上，武家村党支部书记
武波向大家介绍说，武家村将传统文化融入村
居生活、文明实践活动，涵育村民德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优良家风家训，培育新
风，和谐邻里。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为依托，
运用乡村记忆馆、新时代文明实践广场、家风
家训室、幸福食堂等场所阵地，开展形式新颖
多样、村民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评选美丽庭
院、优秀家风家训家庭、特色农户等典型示范

户，发现典型经验和先进做法，深入挖掘地方
文化资源，建设“孝善武家村”。

据小雪街道工作人员介绍，武家村重视优
化村居环境，提升村容村貌。村庄道路硬化、
亮化、绿化、美化，村民家庭整洁，公共场所无
积存纸屑、烟蒂等垃圾污物。完善基础文化设
施，在村居主要街巷、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村头
村口、街头巷尾、村委会周边等显要位置，植入
传统文化中的经典元素、标志性优秀传统文化
符号等，建立特质鲜明、充满趣味、易于传播的
文化标识体系，营造优秀传统文化浓厚氛围；
设有宣传栏、公益广告牌、优秀传统文化标语
等，突出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
美德等内容，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村民日常生
活。完善并充分利用好新时代文明实践站、

“乡村记忆”村史馆、农家书屋、新时代文明广
场、孔子学堂等公共文化基础设施等。建有

“幸福食堂”及常态化运行机制，建设“智慧村
居”，创新开发干群互动平台，实现村居数字化
管理。

记者看到，村里的大舞台上，众多幼儿演
员伴随音乐翩翩起舞，引得大家拍手叫好。武
波告诉《文化周末》记者，武家村很重视文化传
承普及，一直开展文化教育培训，建设文化人
才队伍，开展文化主题活动、文明家庭创建活
动、文明积分兑换和文明涵育活动。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站作用，开办美德健
康生活方式讲堂，宣传宣讲科学理论，弘扬普
及传统文化和伦理道德，培育践行主流价值
观，丰富活跃村民文化生活。

村里的庄户剧团、广场舞队伍、民间班社
等文化人才队伍，由文化传承人、带头人定期
组织开展文体活动。打造乡村儒学讲师队伍，
推广“儒学治乡”的文化治理新模式。

利用元旦、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
重阳节等传统节日，开展“好邻居有话你就大
声说出来”“婆媳孝善故事会”“温暖重阳”“邻
里饺子宴”“腊八节送粥”等“我们的节日”系列
活动。运用乡村儒学讲师队伍，开展“国学经
典诵读”“百姓儒学节”“母子传承国学”等传统
文化普及推广活动。

建设善行义举四德榜、好人好事公开栏，
开展“扬传统文化·展吾家风采”“尚德党员，孝
和之村”创建，“好媳妇，好婆婆”“最美家庭”

“文明卫生示范户”等评先树优活动。
强化“和为贵”社会治理服务，加强村居

“和为贵”调解室规范化建设，将“孝老爱亲、崇
德向善、邻里和谐”等传统美德纳入村规民约，
建设和谐乡村。

村民参与志愿服务活动后，村评定小组会
进行认定记录，根据提供服务的时间、内容、质
量等，为志愿者量化积分。后续可根据积分，
到积分超市兑换日用物品，这些物品的种类也
是不断更新的，持续激励村民积极参与志愿服
务和评选活动。

发挥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的作用，推广
“相约黎明”“资源共享”“母子传承国学”等特
色服务项目，弘扬孝老爱亲、扶危济困、向善向
上等人文精神。积极运用好家风家训展室，对
多方家训进行展示，提醒子孙后代饮水思源不
忘恩，开展“传家训、立家规、扬家风”主题活
动，发掘、整理、传播优秀家风家训，讲好家风
故事。

武家村还在创新志愿服务，打造服务品牌
方面，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

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发挥幸福食堂、爱
心发屋、复兴少年宫的重要作用，组建村级志

愿服务队，常态化关爱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
特殊困难群体，弘扬尊老爱幼的中华传统美
德，培育“仁爱”志愿服务品牌。

强化“相约黎明”“民享资源库”“爱心发
屋”品牌志愿服务，在“相约黎明”志愿服务活
动的基础上，拓展推广“资源共享”新时代文明
实践志愿服务项目，做实民享志愿服务工作。

常态化开展“好邻居，有话你就大声说出
来”“婆媳孝善故事会”“结婚礼堂”等品牌村级
治理，发挥基层社会治理的主动性和创造性，
引导向上向善文明村风。

位于孔子故乡的小雪街道武家村，发挥儒
家文化优势，整合、融入现有文化资源，全力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设，不断
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基层文化“两创”如何与济宁文化发展战
略对接与融合？

曲阜市小雪街道的做法是，首先要坚持高
点定位，构建协同联动新格局。小雪街道成立
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设工作专班，制
订了武家村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建设
工作方案，形成了党委领导、村级推进、全民参
与的上下联动工作新格局，高标准创设村级文
化生态，丰富村内传统文化元素，引导村民涵
养个人品德，营造传承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浓厚氛围。

这其中涵盖了以特色活动推动传统文化
生活化，培育示范典型，创新基层治理打造乡
村振兴样板村，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打造“儒
韵乡风·文化传承”为主题的新农村等创造与
创新内容。

倡树文明新风，春节期间开展文明礼仪培
训和年俗体验活动，引导村民话年俗、品年味，
过一个文明有礼年；元宵节组织志愿者，到幸
福食堂“送元宵、送温暖”；妇女节举办武家村
趣味运动会，丰富村民精神生活；与曲阜惠心
公益组织合作，线下开展“古筝课堂”“国学经
典诵读”“母子传承国学”等培训，线上开设传
统舞蹈、家庭教育、心理疏导等课程的“惠心课
堂”，提升村民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

开展“美德在农家”活动，常态化评选优秀
家风家训、尚德党员、“好媳妇 好婆婆”“最美家
庭”“美丽庭院”等先进典型，大力弘扬孝老爱
亲、扶危济困、见义勇为等传统美德；发挥“四
德榜”作用，集中宣传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激
发全社会向上向善正能量；常态化开展“好邻
居有话你就大声说出来”“婆媳孝善故事会”

“结婚礼堂”“美德健康生活方式讲堂”等活动，
组织开展家庭美德健康生活方式分享、展示和
引导，真正实现“人人彬彬有礼，处处干干净
净，家家和和美美”。

武家村将孝老爱亲、崇德向善、邻里和谐
等传统美德纳入村规民约，引导村民自觉遵
守。依托“和为贵”调解室及时化解邻里纠纷，
打造充满活力、和谐有序的善治乡村。深入推
进移风易俗，由红白理事会创新打造“结婚礼
堂”，变“现金红包”为“村规民约与家风家训”
红包。深化开展“做尚德党员、创孝和之村”活
动，以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创新，逐渐形成
德治、法治、自治、善治“四治融合”的基层治理
新体系。

坚持“文化+旅游”发展思路，挖掘武家村
石雕艺术、元宵节揉花特技，“九龙山传说”“白
马河传说”等传统民俗产业化价值，推动传统
技艺的系统性保护和产业化发展。打造以农
户、农业、民宿为主线，研学、劳动、旅游为核
心，民俗文化体验区为主体的乡村文化旅游框
架，不断提升特色农业、乡村民宿、“星之谷”等
特色乡村旅游品牌价值，促进产业提品升质、
带动就业，打造美德健康、生活富裕的乡村振
兴样板村。

《文化周末》记者随后来到了武家村“幸福
食堂”，见食堂外面，村民有的在打太极拳，有
的在唱戏，而食堂里已是饭菜飘香了。武波表
示，居安稳，食安心，这是武家村照顾老人的质
朴共识。那厨师找谁来当？外聘需要资金，显
然与其公益属性不符。“我为这事犯愁的时候，
村里的志愿者纷纷加入进来，轮流做饭，这个
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武波笑着说。

“幸福食堂”开张了，一天5块钱，荤素搭

配，量足质优，让很多习惯了“糊弄”着吃饭的
独居老人吃上了营养均衡的热乎饭，再加上同
步启用的老年活动室、洗浴室和日间照料中
心，最需要关怀的困难独居老人得到了一站式
的全方位照料。

孩子的教育问题，也牵动着村民的心。武
家村新建了公益幼儿园，村里的孩子不用出村
就能享受高质量的学龄前教育。每逢寒暑假，
村里的文明实践站都会请来大学生志愿者，举
办免费的特长班和课业辅导班，孩子们的假期
变得五彩斑斓。

《文化周末》记者发现，文明实践活动之所
以深入人心，得益于有的放矢，按需供给。比
如，村民家里都有长期闲置的各类工具，村里
就创建“民享资源库”，如管钳、打气筒、三轮车
等，村民可以联系互借；有维修、理发特长的村
民，还可以直接上门为大家服务；村民闹个鸡
毛蒜皮的小事，“和为贵”调解室派上了大用
场，调解员总能让双方和好如初……

人品好，家风就好，村风就正。武家村家
家门厅都挂起了自家的家风家训，传统家庭美
德的种子悄然埋进了每个村民的心田。

文化“两创”，在济宁的曲阜市小雪街道武
家村开出了幸福之花，让这里的人和村子的气
质与面貌焕然一新。

武家村：传承圣地文脉演绎时代新风
图文 本报记者 刘帝恩

国内首部全景式展现
齐鲁运河故事的电视剧
《运河风流》，凸显大运河
元素与文化意蕴，以“水陆
通衢，商贾云集”之地济宁
为主要叙述场域，通过“济
宁三杰”在时代变迁中的
人生沉浮，生动形象地展
现了刚正为官、信义经商、
正气治学的儒雅之光，又
以运河儿女的爱恨情仇、
命运纠葛，立体丰满地塑
造了一片云、黄天行等人
物群像的灿烂之美，使恢
弘历史叙事与平民史诗
精彩融合，发出了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的深情呼唤。

剧作通过“济宁三
杰”家族近三十年荣辱兴
衰，将济宁文化与儒家文
化交融在运河气象，进行
了形象挖掘与升腾。黄
子荣、宋鲁生、杨春早，以
儒雅的形象言传身教，正
气凛然地展示了为官之
则、经商之道和文人之
骨，成为儒家文化与运河
文化传承及坚守的引领
者、启蒙者、践行者。

从人物名字就可以
看出剧作的深意，“黄子
荣”有黄家以此“人”此

“子”为荣的意寓，承担了
黄家对刚正为官和子孙
正气传家的的期许。“宋
鲁生”用一个“鲁”字，为
其赋予“儒商”内涵，与其
家族“信义为本”的经商
理念，共同诠释演绎了沉
稳内敛、谦谦君子的形
象。“杨春早”这个名字，
则以“春天早知道”，暗喻
其为社会思想的启蒙者、
文化的引领者、文脉的传
承者，可谓意味深长。但
剧作并未以文化的外衣，
将三人简单地塑造成类
型化、脸谱化的英雄，而
是用了生死考验、艰难抉
择与初心坚守，去展现人
物由内向外的光芒，为当
下社会各个层面，带来深
刻启迪与警醒。

宋鲁生对商机有着
敏锐的捕捉力和精准的
判断力，很早就预见到铁
路运输势不可当，巧妙击败代办那胖子的坐地起
价，从中药味糕点中悟出中药包保鲜松茸的点子，
力挫竞争死敌白大可并将之感化，经商才能可圈可
点。但他也因忙于家族生意，疏于对儿子的管教，
对宋秋安的纨绔、欺骗、吸毒等败家和不争气行为
管教手段单一，留下了压抑与悲痛中背着死去的秋
安踉跄而行的身影。

黄子荣为官正气凛然，清正廉洁，返乡路上遭
土匪抢劫，却没搜到财宝的特写，反衬出了清官的
内涵与形象。归家后看不惯代理县知事侯立人与
船帮勾结欺压船民，以及官商勾结修运河敛财的行
径，故挺身而出，敢于只身入飞鱼岛追讨赈灾银两，
敢于抵制民政厅厅长郑三民的老谋深算。即使身
陷囹圄，也不忘为官之本。面对亲生儿子黄天楷买
官卖官、投机钻营，忍痛大义灭亲。

剧作的成功之处，不仅在于为黄子荣戴上刚正
无私、廉洁为官的光环，还在于将他置身几经生死
境遇的考验，让他饱受家规祖训的束缚与苦恼。“官
商不通”“官匪不通”的家规祖训，一次次将他推入
两难的抉择。面对束缚的无奈，黄子荣压抑自我感
情，亏欠一片云太多而良心难安，被逼入为民做官
与为情辞官的悖论及两难之境，决心为爱情而辞
官，又在相互成全中再次错过。

正是有了失意、心痛、懊恼、无奈等元素的精彩
演绎，剧中主要人物的形象更加立体丰满。

《运河风流》的另一精彩之处，是用细腻饱满、
巧妙鲜活的手法，塑造了众多立体复杂、有血有肉、
坚忍执着的运河儿女群像。

无论是重情重义、侠肝义胆的一片云等土匪，
弃暗投明、为国捐躯的裘大炮等军人，还是心思缜
密、卧底杀敌的黄天行等人，这些铺天盖地的人物
群像，与顶天立地的主要人物辉映成趣，同样熠熠
生辉、灿烂感人，构成了摇曳多姿的精彩画卷。

飞鱼岛土匪出身的一片云，豪放热烈，敢爱敢
恨，执着勇毅，拦截自德州回乡的黄子荣，第一次见
识了两手空空的清官。后随黄子荣识字而有了思
想觉醒和爱情萌芽，不顾阶层差距，大胆表白，追求
爱情，几经冒死解救命悬一线的黄子荣。

由于黄家“官匪不通”的祖训和黄子荣的隐忍
克制，一片云不得不一再拒绝牛震山的猛烈追求，
执着等待十几年，甘为黄子荣弃匪从良。好不容易
等到黄子荣迈出艰难一步，以及黄老太太的认可，
又因黄子荣辞官，百姓期盼解救而舍己为苍生，委
屈嫁给牛震山，以使黄子荣安心为民做官，还百姓
一个公正太平的世界。

一片云的痛苦、挣扎、煎熬、无奈，着实令人痛
心落泪，而那种大情大爱的品格与胸襟，以及此后
在日军来犯时奋勇杀敌的无畏，都着实令人感动。
剧作通过跌宕的人物命运，将一片云的儿女情长演
绎得荡气回肠。

作为土匪后代的黄天行，得遇黄子荣收养保
命，出场就是谜团和包袱般的巧妙存在，起到穿针
引线、层设悬念、推波助澜的作用。黄子荣夫妇假
怀孕，一直吊住观众胃口至黄天行十几岁。后来多
次出现的黄天行年少玩鹰场景，也是巧设悬念，为
之后的抗日飞鹰运书精心埋下伏笔。他作为黄家
老疙瘩，自小被家族宠爱，自得知身世起就表现出
心思缜密、沉着善谋的性格特点，精心设计偷偷滴
血认亲。面对当年黄子荣对土匪父亲的劝降信，理
性清醒地找师傅查爷和杨春早帮忙判断。赴东北
寻母上坟归来后，将对黄家的养育之恩埋藏心底，
独闯虎穴，卧底尝胆，机智杀死保安队长赵长顺，瞒
过侯立人和日本人，设法隐藏一片云，为抗日杀敌
忍辱负重，满腔孤勇，无惧无畏，吊足观众胃口，也
让观众为之担心、感动与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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