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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
会同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济宁市文化传承发
展中心、济宁市运河文化研究会，在济宁职业
技术学院举办了以“运河文化与文化济宁”为
主题的山东省第九届运河论坛。

山东人尤其是济宁人，酷爱运河，钟情文
化。九届“运河论坛”征集论文通知网发不到
3个月，就收到来自全省特别是济宁市近百
位作者撰写的100多篇，总计75万余字的论
文。

这些论文饱含深情，围绕运河文化、文化
济宁，说古论今，知行合一，抒发体会感想，积
极建言献策。就接地气、务实性而言，其质量
水平超过以往“运河论坛”论文。

出席论坛的140余人，14位专家学者和
代表在论坛作了主旨演讲，80多位作者在分
论坛交流发言。这次论坛时间虽短，但收获
颇丰。比较集中的建议和能够形成共识的呼
声，便是对济宁文化的企盼，希望将济宁打造
成为“走在前、挑大梁”的“文化‘两创’之城”。

增强“文化‘两创’看济宁”的
意识和使命感

在这次论坛上，大家明显感觉有一种“文
化‘两创’看济宁”的舆论氛围。济宁是孔孟
之道和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三孔”是列入《世
界遗产名录》的优秀传统文化遗产，这些年的
孔子文化节、尼山论坛响彻海内外。

济宁又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京杭
大运河的“中枢”，是大运河齐鲁文化高地的
标志，历史上享有“运河之都”的声誉。运河
山东段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22
处，其中11处在会通河济宁段。

大运河文化的保护传承利用，在济宁有
着特殊地位和“优厚待遇”。《乾隆年间济宁城
区示意图》和近代《济宁城厢图》所标示的城
区内运河上，有23座桥。几百年后，这些标
示的“桥”遗产，除4座城门桥因城市扩建已
消失外，其余的几乎都在。

由此看出，运河济宁段的遗产保护程度
如此之高。另外，始祖文化、东夷文化、黄河
文化、邹鲁文化、李杜文化、水浒文化等，在济
宁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文化效益和作用。

济宁悠久的历史、厚重的文化底蕴、绵延
的艺术传承，不但造就了一方文化圣土，也为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
展”和“第二个结合”提供了丰沃的土壤。

参加论坛的人士一致认为，今天提出“文
化‘两创’看济宁”，打造济宁成为“走在前、挑
大梁”的“文化‘两创’之城”，不只是济宁城市
品牌的需要，更是以济宁的文化优势、文化资
源、文化自信和文化“两创”的实践，在贯彻

“两个结合”重大理论命题上，在高举“魂脉”
与“根脉”相统一的旗帜上，提供经验、走在前
列、做出表率、勇挑重担。

把赓续儒家文化和漕运文化
作为“两创”的突破口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济宁的“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文化济宁”3张城市名片，已经形
成了3条文化带。“孔孟之乡”所蕴含的儒家
文化，是济宁的底色文化带；“运河之都”所蕴
含的运河文化，是济宁的流动文化带；“文化
济宁”所蕴含的其他文化，是济宁的多彩文化
带。

在济宁，以儒家文化和漕运文化为代表
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济宁文化的核心，相互间
有着很强的关联性、融合性和统一性，已经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以隔断的文化纽
带。

儒家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主流文
化，漕运文化是大运河最基础、最根本的文
化。开凿京杭大运河的根本原因是“漕运流
通，国之大计”，贯穿着“至诚至仁”的思想精
髓，形成了具有济宁特色的“儒家思想”和“漕
运故事”。

把儒家文化和漕运文化作为济宁“两创”
的突破口，有利于各个阶层、各行各业更好地
确立“国家第一、爱国至上”的理念，树立“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家国情怀；有利于促使
领导层真正地贯彻执政为民思想，履行为人

民服务宗旨，科学实施社会治理，设身处地为
民众排忧解难；有利于聚焦“诚信、仁义、包
容、开放、多元”的鲁运文化；有利于践行“君
子爱财，取之有道”“诚信为本，礼仪为先”等
理念的儒商文化；也有利于沟通融会京津、燕
赵、淮扬、吴越等文化特征，使济宁这个儒家
文化的渊源之地、运河文化的聚集之地和其
他文化的产生发展之地，形成多种优秀文化
的叠加效应，历史地成为齐鲁文化乃至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地。

精准把握文化“两创”项目的
结合点

济宁文化底蕴深厚，内容丰富多彩，如何
在文化“两创”过程中把握理论与实践、历史
与现实的结合点，是这次论坛讨论的“重头
戏”。

这次论坛主讲人之一张九韶认为，推动
“两创”要遵守“守正创新”原则。所谓“守
正”，就是对传统文化不可胡编乱造，无中生
有，要守住基本盘。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张九韶于今年2月发表的《为了济宁文
化“两创”，我提建议一箩筐》，受到广泛关
注。远在省城的几位老同志阅读后，给时任
济宁市委主要领导同志写信，建议对这些引
起重视。市主要领导同志很快做出“建议很
好”的批示，并对采纳“建议”做出部署安排。

在本次论坛上，张九韶又提出文化“两
创”三个方面的建议，引起热烈反响。多年
来，他根据史料，挖掘出济宁历史上的清官廉
吏郑均的事迹，建议在太白湖景区建白衣尚
书纪念馆，成为济宁政德教育基地；根据杜甫
文化在济宁的历史遗迹，建议建成了以纪念
杜甫文化为主题的南池公园；为弘扬济宁抗
战文化，建议唱响《洪波曲》并在微山岛树立
《义勇军进行曲》《洪波曲》《弹起我心爱的土
琵琶》3座抗战歌曲丰碑，等等。他的若干

“建议”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把握住了项目
文化“两创”知行相长的结合点。

身临济宁职业技术学院，听了该院党委
书记高广立对学院情况的介绍，加上各自的
所闻所见，与会同志感到在这里举行“运河论
坛”，似乎参加了一次文化“两创”现场会。

济宁职业技术学院把握儒家文化、运河
文化与教学的结合点，创新了“产教互融、数
智赋能、学岗直通、文化育人”办学模式；实施

“儒风·浸润工程、儒学·研修工程，儒心·融合
工程、儒粹·传习工程、儒韵·传扬工程”，打造

“以德树人、以技立人、以文化人、多彩成人”
办学特色；聚力培养具有“中国心、世界眼、智
慧脑、工匠手”的圣城高技能人才，致力学生

“就业光彩、生活精彩、人生出彩”。学院先后
荣获全国文明单位、国家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单位、全国职业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样板校、山
东省骨干示范性职业技术学院、山东省特色
名校等荣誉。

一些专家学者目睹了济宁把握文化“两
创”结合点，挖掘整理了运河码头文化、漕运
文化、非遗文化、商业文化等元素，涵盖国家
及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太白楼、小闸
口、东大寺、南门桥、玉堂酱园楼、天井街、老
运河原生古迹、古街、古树等空间节点，以古
运河为主线，打造“一河两岸、三街六巷、四馆
五点‘一条龙’运河记忆”的生动实践。认为
体现“两创”精神的济宁“运河记忆”，融合了
历史文化，活化了文化遗存，延续了城市文
脉，形成了观光旅游、文化体验、时尚休闲、文
博购物于一体的特色文化街区，让古运河古
街道焕发了新的生机，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让“航运经济”成为新时代
“运河之都”的亮点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济宁作为历史上的
“运河之都”，有着丰富的内涵。但作为今天
济宁城市名片的“运河之都”，其实质内容与
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目前只剩下历史资料及
遗址、遗迹、遗存，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刚刚建
好开放的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了。

济宁对运河的管理功能已不复存在，新
时代的济宁“运河之都”应该在“航运”上做文

章。因为，过去的“运河之都”主要是管理漕
运。如今漕运消失了，但漕运文化还在；漕运
不在了，但“运载文化”还在。今日“运河之
都”要让“航运经济”成为新亮点，奋力打造为
国家、为民生、为“一带一路”做贡献的“运河
航运之城”。

目前，济宁内河航运优势突出，济宁港是
全国36个内河主要港口之一，规划航道47
条，主航道里程和船舶运力在京杭运河沿线
13个城市中居第1位。济宁港航运输业发展
较快，现拥有营运船舶6275艘、703万载重
吨，千吨级船舶可直达江、浙、沪、杭。

京杭运河济宁至东平湖段续建工程即将
开工建设，届时济宁将成为京杭运河沿线通
航里程最长的城市。主航道的开通，又带动
了周边水运网的建设，全市水运网已达
1100 公里，全年运量高达5600多万吨，相当
于两到三条京沪铁路的运量，且运价低廉，仅
相当于铁路运价的三分之一。

2023年济宁港口货物吞吐量完成7009
万吨，集装箱吞吐量18.1万标箱，同比分别增
长20%、209%。2024年上半年，物贸收入突
破460亿元、增长32%。许多专家学者说，济
宁现在的港口，绝不同于过去运河的码头，它
开辟了现代运河航运新纪元。这与古运河纤
夫拉纤漕运有着天壤之别。

与会人士对济宁成为新时代“运河航运
之城”充满期待。论坛上，济宁港航专家很有
底气地告诉大家，现在济宁虽然面临“航道设
施存在短板、水运集约化水平低、港航物贸拓
展不足、港产城融合需加快”等方面的挑战，
但他们决心以《济宁港总体规划（2035年）》
为引领，以实施现代港航物流突破战略为抓
手，加快建设亿吨大港口、发展亿吨大物流、
培育千亿大产业、畅通国际大通道、形成开放
大格局，“十四五”末形成立足京杭运河、辐射
长三角、影响全国、联通世界的全国性物流大
通道，港口吞吐量突破1亿吨，集装箱突破40
万标箱，港航产业年产值突破1000亿元，成
为济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营造“运河烟火气”中提升
城市文旅层次

如何使文化“两创”提升旅游的效益和层
次，是这次论坛的热门话题。许多专家学者
认为，济宁原本是个水城，有了运河便是如虎
添翼。元朝初期，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前，文天
祥曾在《过济州》一诗中描述“路上无行人，烟
火渺萧瑟”“百草尽枯死，黄花自秋色”“车辙
分纵横，过者临岐泣”。那时，济宁是一座荒
凉残破之城。

京杭大运河的开通和漕运的发展，使济
宁呈现出“百货聚处，客商往来，南北通衢，不
分昼夜”“人物殷富，繁华之习浸淫乡里”“冲
繁遂甲山东”“江北小苏州”的繁华景象。那
时济宁作为“运河之都”，确实是个地道的“烟
火气”“烟火味”很浓的城市，旅游生意自然不
在话下。

进入新时代，济宁的人口更多了，经济总
量更大了，水资源更盛了，商贸业更发达了，
民众生活更富足、更殷实了，文旅事业更应该
在浓郁、常态的运河“烟火气”“烟火味”中得
到提升和发展。

一方面，运河烟火气要提升“乡愁记忆”
的旅游层次。济宁应对元、明、清、民国和新
中国成立以来，运河时期传承的游船文化、夜
市文化、码头文化、闸口文化、“土山”文化、街
巷文化、庙会文化、集市文化等，进行批判继
承方面的分析鉴别，该保留的保留、该恢复的
恢复、该改造的改造、该创新的创新、该发展
的发展，以达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
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过程，进而焕发出
济宁城现代特色的运河烟火味道，使人们在
回味乡愁、享受时代的烟火气息中，体验文化
熏陶和旅游快乐。

另一方面，运河烟火气应与运河经济带、
文化带、生态带联系起来，形成“河为线，城为

珠，线串珠，珠带面”的旅游带。济宁以京杭
运河（梁济运河）为主航道，形成了“一环八水
绕济宁，十二明珠映古城”的水系格局，加上
微山湖片区和济宁的黄河一线，济宁整个河
岸线、湖区间、水网点、航运处，皆是旅游的好
景点。规划、营造充满运河烟火，打造河线、
湖面，城镇、村落等互为映照的生机盎然的旅
游“天花板”，是一件大有作为的事情。

论坛上，为使济宁文旅“火”起来，专家学
者们分别对济宁中心城区、太白湖旅游度假
区、河道总督署遗址公园、竹竿巷历史文化街
区、南旺分水枢纽国家文化公园、独山湖湾国
家文化公园、运河南阳古镇等，进行了旅游专
题开发研究。相信不久的将来，前往济宁打
卡观光的游客会越来越多，其城市文旅的经
济效益、社会效益也会逐步提高和持续发展。

以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创作
讲好文化济宁故事

文化“两创”离不开文学创作。济宁有一
大批作家和文学创作爱好者，致力于对孔孟、
儒家、运河、红色文化等各种题材和文体的创
作，以此传承儒家思想，讲好运河故事，保护
利用文化遗产，凝聚中国力量。

在这次论坛上，作为主讲人之一的杨义
堂，介绍了自己10年来创作运河文学《三部
曲》的经验体会。他在书中刻画的明朝治水

“那些事”，在济宁流传甚广，乃至家喻户晓，
尤其是塑造“农民水利家”白英、4次担任河
道总督大臣的潘季驯等一大批英雄和功臣形
象，对于赓续治水精神，讲好“两河”故事，深
刻理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大运河文化的思想，深
入贯彻黄河重大国家战略和运河国策，都有
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坛上，许多作者以《我家就在岸上住》
《我家门前有条河》《运河从家门口流过》《运
河悠悠过家乡》《“非遗”点亮大运河》《古运河
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等为题，撰写散文和诗
歌，以表达他们对运河文化“两创”的真情实
感和时代心声。

让文化“两创”更好地惠及民
生和群众福祉

参加论坛的专家学者认为，“民本”“为
民”，无论在儒家文化、漕运文化，还是其他优
秀传统文化中，都占有主导地位。民本观即

“施仁政”“顺民心”“与善仁”。
孔子在汶上任中都宰一年，教儒学，劝农

耕，百姓安居乐业，留下良好口碑，吸引司马
迁后来到汶上实地“观孔子之遗风”，并在《史
记·孔子世家》中褒扬孔子“一年，四方皆则
之”。

我们今天进行文化“两创”，也应该把亲
民、爱民、为民放在首位，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规划和实施“两创”项目要与乡村振兴、民生
需求、民俗民风“接地气”，与群众的幸福指数
和美好生活相适应。

目前，济宁所属县市区不少地方借助企
业运作，以乡村振兴为引领，以文化“两创”为
主导，以保护古村落、古街区、传统文化设施
为平台，改善空巢村，改造旧村落，开起农家
乐，打造文创园，建设乡村振兴的“样板田”。

对此，各级要坚持执政为民、以民为本、
与民为善的理念，防止和纠正与民争利的现
象发生，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想方设
法让群众得实惠、让群众“尽欢颜”，在打造

“文化‘两创’之城”的同时，逐步把济宁建设
成为首善之区、鱼米之乡、幸福家园。

论坛上介绍了微山县留庄镇运河里村结
合旧村改造，立足滨湖渔村特色，实施运河文
化“两创”的经验做法。这个村采取“产权集
体所有，公司市场化运营，村民分红、务工参
与”的模式，整合村内废弃房屋、空闲土地，疏
通旧河道、打通水网，对古运河河岸、湖岸线
进行环境改造提升，形成了民宿接待、滨湖码
头、户外餐厅、实景舞台、运河广场、音乐喷
泉、水上乐园、图书馆、咖啡屋等于一体的运
河新村。

到2023年底，运河里村旅游项目每年为
村集体创收200余万元，带动500多人实现

“家门口”就业，村民人均收入3万余元。既
再现了古运河繁荣和生产生活场景，又成为
货真价实的运河古道里的乡村振兴。与会人
士纷纷点赞：这是一个可复制、可推广的文化

“两创”惠及民生的好典型。
■山东运河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供图

运河论坛：话说济宁“文化‘两创’之城”
何梓芳

我的小学是在本村里上
的。那时农村的小学，有的
是几个村庄联办，有的是一
个村单独设立，学校位于哪
村就习惯上叫某村小学。

孙井村不大，但在3个
公社的交界处，相邻的村庄
属于别的公社，同公社的村
庄又相距甚远，只得在村北
的两排砖瓦房里建了一所
小学。学生基本上都是本
村的，只有极个别的是哪家
的外甥之类。全校只有5个
班，囊括了小学的全部年
级。往往是一年级报名上
学的比较多，往后逐年递
减，到了五年级毕业班就剩
20来个人了。

8岁那年夏天的一个早
上，我放下饭碗就去找太平
一起玩，只见木大门紧锁，
只好悻悻地回来，在家门口
溜达。中午太阳正照在头
顶，见太平背着个花书包从
北面的胡同口蹦跳着拐过
来。他说他报名上学了。

“你不知道？大喇叭都
喊了多少遍了！”太平的花
书包漂亮极了，虽然布是旧
的，但他在城里上班的姑姑
会蹬缝纫机，他穿的衣服也
比我们的好看。书包四四
方方，有两条带子挂在肩
上，很神气，像电影里小八路斜挎着盒子枪。

我撒腿就往家跑，父亲正蹬在板凳上锯一截木头，
我缠着他带我去报名上学。“人家比你大一岁，下年再上
吧。”父亲忙着手中的木工活儿，没闲空搭理我。还要等
上一年才能背上花书包，我可不干，就软磨硬泡不让他
做活。没有办法，父亲放下锯，领我到了学校。

老师在一个立式的算盘上拨出几个算盘子，问“这
是几个？”“5个”“好吧，明天来上学。带1块钱的学费。”
第二天一早，交上学费，领了语文、数学课本，还有一大
堆的田字格、小演草，以及铅笔、橡皮、小刀。

学校位于村子的最北面，隔着一条土路和两排榆
树，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园和大田地。西边并排的是
一座废弃多年的竹箔厂，东边不远就是京杭运河。

校园四方形，有两排房子，后排4间教室，从东往西
依次是一至四年级；前排分两段，东边是教师办公室，西
边是五年级教室，中间留着一条通道，通向前面的一片
大空地。

教师办公室西墙外挂着一副铃铛，“叮叮当当”的铃
声，准时把我们呼呼啦啦地唤回教室，又准时让我们争
先恐后地挤出来。铃铛的绳子系在墙上的高处，学生一
般够不着，却成为每个男学生练习跳高的地方。为数不
多的能够手指尖碰到，而地面明显比别处结实光亮。

刚上学时，校园前面的空地什么都没有，只是平整
的场地，是我们玩耍的好地方。一年级教室在学校最后
一排砖房的最东面，西墙上的黑板几乎占了一面墙，开
学前又刷了一遍黑漆，左上角画了几块彩色的田字格，
还有写拼音的几道横线。

一至三年级的课桌是水泥板的，架在砖块垒起的底
座上，一张有四五米长，可以并排坐4个学生。板凳是从
家里搬来，每天搬来搬去。四五年级能坐上整齐的木头
桌椅，身份就不一样了。从上学开始，我就想着赶快上
四年级，那样就不用搬板凳了，冬天也不用趴在冰凉的
水泥板上听课写作业了。

那年月没有表，父母根本没空提醒起床上学做作
业。那时候作业很少，放了学甩下书包就跑出去玩，要
不就是挎着篮子薅来野菜喂猪。学习内容也很单一，除
了语文，就是数学，课程表里有体育和美术，但是从来没
有上过。

早上起来先上一节晨读课，就是读语文背课文，几
乎都能从第一页背到最后一页。放学回家吃过早饭再
去学校，上午4节课，下午3节。

我的偏科在四年级就很明显了，语文经常受到表
扬，数学比较差劲。教四五年级数学的，是本村的一位
女老师，在村里辈分高，经常骂奶奶，边讲课边骂，口中
无意中就溜出来。

就是这位数学老师，让我由厌恶、害怕到感激。有
几次，她把我的学习情况告诉给母亲。回到家，母亲就
吓唬我，把一根绳子甩到房梁上，说要把我吊起来。母
亲一巴掌也没有打过我们，但那几次吓唬，却立竿见
影。后来母亲说，吓唬一次，我的成绩就会立即好一点
儿。

四年级的时候，老师们参加了一次考试，听说是县
教委组织的，要重新筛选老师，合格的留下，不合格的辞
退，我一二年级时的语文老师都被刷下去了。

一年级时的语文老师，就是我报名拨拉着算盘让我
数数的那位，他是我的启蒙老师，个子比较矮，很瘦，柔
声细语，除了讲课不爱说话，每天布置完作业就搬个凳
子坐在讲台上，为同学们削铅笔，削完一支再接过来另
一支。每天语文课上，我们手中捏着一支铅笔和一把小
刀，排队等着他给削铅笔。

二年级的语文老师特别凶，个儿高，嗓门也高，他教
过的学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二年级的数学老师，烟瘾
很大，一进教室放下教杆和书本，就满身衣兜里翻找，拿
出一支香烟，在教桌上用力敲几下，可能是为了烟丝不
散落下来，因为那时还极少有海绵头之类的香烟。然后
含在嘴里，点燃了，狠狠地吸一口，喉结上下跳跃，吐出
一团烟来，于是他的整张脸都在烟雾笼罩下变得模糊起
来。

五年级是毕业班，晚上要补课。村里还没有通电，
每人端一个煤油灯，拿一盒火柴。煤油灯大多是用墨水
瓶做的，瓶口用铁皮封住，仅留一孔探出灯捻，用棉絮搓
成的灯捻粗细不均，浸上点儿油就能点着。每天晚上，
课桌上就只有一豆灯光，在风中颤颤微微，满鼻子都是
煤油味，甜腻腻的。

那年夏天的某一天，全班20多个同学在老师的带领
下，步行去五六里外的一所中学参加升学考试。考了一
天，午饭是母亲一早烙的油饼，狼吞虎咽后就去校园外
的街上溜达，直到老师把我们叫回来参加下午的考试。
最终我们7个人成为幸运儿，在那年的夏秋之交成为中
学生，也就离开了生活了5年的校园。仿佛，5年的经历
和积累，都只为了这一次短暂的告别。

农家人对方位的辨识，常常以自己的家为中心，就
孙井村来说，“家西”往往说的是村里的大田地，“家东”
是村外以东直到运河的一片池塘和菜园，“家北”则是指
学校、竹箔厂等。外村人称呼我们的小学为“孙井小
学”，我们则习惯上说成“家北的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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