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初心坚定

万里同志在西贾化名讲学和正式入党的斗争活动，不
仅培养了学生的爱国热情，更激发了当地进步青年的斗争
精神，在济宁周边播下了革命火种。丁庄七烈士的光辉形
象，时刻提醒我们勿忘来时路，激励我们永向前。追寻红色
记忆，传承红色基因。街道成立编撰小组，通过研究史料和
走访群众，梳理出了万里西贾讲学这段珍贵历史的真实细
节，还原了历史，撰写了《万里在西贾》，该书入选《印象接
庄》《接庄街道志》，入藏济宁市政协文史馆。并把万里三贾
讲学和丁庄七烈士的红色文化作为一个重要篇章，在接庄
博物馆展陈，时刻提醒后人铭记历史，不忘初心。街道党工
委充分利用主题党日、“七一”“十一”等重要节日，常态化长
效化组织党员干部、企业职工和学校师生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红色励志教育和干部政德教育等，推动红色文化入脑入
心，切实把红色基因融入接庄街道广大干群的精神血脉中。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基层夯实

据史料记载，康熙“南巡”途中，得知辖区一宋氏家族史
绩斐然、名声显赫，所信崇的“忠孝仁义长”与孔子倡导的

“仁义礼智信”一脉相承，赐题“相卜国桢”四个大字，以表其
忠贞。近年来，街道充分挖掘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道德
规范、价值理念、标准原则等，发挥其在凝聚人心、汇聚力量
等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为基层党建铸魂赋能，探索推进优
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基层党建，探索创新“党建+优秀传统
文化”工作模式。在机关，把“廉情十分钟和干部大讲堂”作
为党工委会会议不动议题，传承廉政文化，弘扬清风正气；
在村级，每月例行开展一次“经典诵读”活动，丰富组织生
活，涵养为政之德；在学校，打造“红源致远”党建品牌，讲好
红色故事，厚植家国情怀，奏响传承红色基因的时代最强
音；在为民服务中心，以“更方便、更快捷、更高效”为服务导
向，创建“一次就捷”155党建品牌，让为民服务无死角、更
便捷。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干部培训

街道抓牢日常教育，结合“三会一课”、主题党日等活动，
组织党员学习《印象接庄》《责任接庄》《走进接庄》等书籍，正
心修身、以文化人，培基固本、增强党性。开展专题教育，利
用接庄街道党校、儒学讲堂等场所，用好“干部大讲堂”，定期
邀请专家授课。推行“流动党校”模式，选派理论宣讲志愿者
深入社区村居、企业工地和田间地头开展理论宣讲。强化政
德教育，依托接庄博物馆，结合传统文化、红色文化、农耕文

化、非遗文化等展陈板块，综合运用课堂教学、现场教学、体
验教学等教学方式，把新时代政德要求讲到党员干部心坎
里、讲到党员干部头脑中，帮助党员干部正心明道、涵养政
德。积极开展全民阅读进机关活动，在机关设立图书角，进
一步夯实领导干部从政之基。2021年接庄街道获得“书香
机关”荣誉称号，2021年接庄街道党工委获得全省“干事创
业好班子”称号，2022年接庄街道获得“济宁市基层理论宣
讲先进集体”荣誉称号，2023年接庄街道办事处获得全区

“最美青年集体”荣誉。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治理

接庄街道深入挖掘“郑子讲学”蕴含的“以礼化人、以乐
乐人”的治理精髓，积极借鉴灌婴“重民生、讲仁爱”的民本
思想，挖掘“共建、共治、共享”新的时代内涵，推进传统文化
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走出了一条具有接庄街道特色的社
会治理新路子。以党建引领网格化管理，强化基层治理体
系。深入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创新网格化管理

“12335”工作法（一个品牌、两个会议、三本台账、三支队
伍、五项制度），有效提升了服务基层群众、化解信访矛盾、
排查安全隐患、处置突发事件、应对网络舆情等基层治理能
力。以红色物业建设，提升基层治理能力，目前，已完成城
市转型的6个村居（王回庄村、前栗村、后栗村、前苏村、后
苏村、高庙村），按照“每个村组、每个楼栋都有党员和网格
员”的工作要求，均已完成红色物业打造，依托红色物业平
台，广泛凝聚党员群众参与小区建设管理，红色物业已经成
为街道传递党的声音、收集社情民意、解决实际问题、化解
小区纠纷的重要力量。以信息化建设，推进基层治理高效
化，为提升基层治理效率，综合各类端口平台，建立“智慧治
理 放心接庄”社会治理中心，将党建、综治、民政、市场监管
等工作纳入统一网格，进一步加强信息系统整合对接、信息
资源联通共享，对社会治理“大数据”进行分类梳理、综合分
析，为街道加强社会治理提供更加准确、翔实的第一手资
料。日常问题直接交办，复杂问题提交分管领导协调，确保
各项问题及时解决，在做好综合执法、交通治堵、社会治安、
环境整治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2023年，接庄连续4个
月获得全区群众满意度综合考评第一名。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产业振兴

如何把文化优势变为发展优势，以文化振兴推动
产业振兴，进而实现乡村振兴是我们一切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工作中，接庄街道深入挖
掘“康熙南巡”“樊迟学稼”“英台故里”

“行宫春树”所蕴含的人文精
神和时代价值，把

优秀传统文化融入产业发展，依托辖区济宁二号井采煤塌
陷地治理项目，坚持“生态+文化旅游业”，充分嫁接本地传
统文化，成功打造“十里水乡”生态治理项目，景区内布置了
接驾码头、“梁祝”蝴蝶园、十里花海等具有接庄街道鲜明文
化特色的景观小品，成为一处名副其实的“网红打卡地”和
涵养财富的“乡村聚宝盆”。助力“广育堂”发展壮大，山东
广育堂国药有限公司作为济宁高新区医养健康产业的龙头
企业，近年来，更加高度重视传统医药文化的挖掘与保护，
将传承古法技艺与研发创新结合起来，探索研制出众多优
质中药新药，尤其是“二仙膏”，在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加入现
代科技，历经十三道工艺，充分保留了中药材最有价值的活
性物质和营养成分，其制作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保护，创造了中药膏方在中医药领域的先河。

让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精神培育

精神文明建设最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党的创新理论传播
好、把人民群众的心声反映好、把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回答
好。去年以来，接庄街道深度挖掘优秀传统文化，在实践中
探索、在探索中提升，总结提炼出“‘1+2+3+N’宣讲工作
法”（聚一群人、搭两个台、树三个品牌、讲N个故事），让优
秀传统文化融入精神文明建设，推动文明新风入脑入心，绽
放新的时代光芒。街道凤鸣艺术团、戏之缘艺术团和蔡庄
庄户剧团，常年坚持义务演出，为辖区居民及周边地区居民
送上营养丰富的精神食粮，剧团结合国家政策和形势，新编
的《不孝儿赶爹》和《打金枝》等剧目颇受欢迎，让群众在优
秀传统文化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熏陶
下受教育受感染。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2022年至
今，接庄街道有一位82岁高龄的老人火爆全网，他就是辖
区退休教师王广杰，因为每天坚持在网络上义务直播电工
电学知识，通过网络把毕生所学向广大网友殷切传授，让虚
拟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广袤的精神家园，通过互联网办成了
一所不设门槛、没有墙壁的“大学”。白发人创造的流量，汇
聚起满满的正能量，2022年，王广杰获得“感动山东”网络
人物，他的事迹更是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获评“感动中
国2022年度人物”“银发知播”集体奖、“2023年度中华慈
孝人物”“山东好人之星”等荣誉称号，他用不平凡的大爱和
坚守温暖了时代。同时，街道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的为老、
为小、为困、为心、为需“接庄五为”志愿服务品牌，入选《习
语润儒乡——济宁市基层宣讲工作经验选篇》，获评“济宁
市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宣讲基地”称号，精神文明建设在接
庄遍地开花。

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

从文化传承创新中从文化传承创新中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汲取新时代奋进力量
本报通讯员本报通讯员 李越峰

济宁高新区接庄街道不仅是经济重镇，
更是一个历史文化名镇。从“樊迟学稼”到

“郑子讲学”，从“灌婴征战”到“康熙南巡”，从
“梁祝”演绎千古绝唱到宋氏“相卜国桢”，从
万里同志三贾讲学到七烈士就义丁庄，接庄
街道文化资源富集、文化底蕴深厚。如何“赋
予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时代价
值，从而为接庄街道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
供精神滋养和智力支撑”成为街道一个发展
命题。近年来，接庄街道立足丰富的传统文
化优势，创新实施“六个融入”，将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接庄街道经济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
让鲜明的文化印记绽放新时代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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