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2025 年3月24日 星期一

□主编 相启申 编辑 付照远 视觉 苗高莹 电子信箱 jnrbldm@163.com儒风中都

社址：济宁市洸河路22号新闻大厦 邮政编码：272017 电话：2343393（综合办公室） 2343207（总编办公室） 传真：2343334 发行热线：2343593 广告许可证：2720004990002号 月价：40元/份 印刷：济宁日报印务有限公司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张旋 王娇）政德
教育是一项系统工程，包括诸多相互关联、
相互影响的要素，需要从整体上进行顶层设
计，统筹规划。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政德
教育要从“根性、心性、党性、民性”上下功夫，
引导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当好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者、传承者、引领者。

知根性，强文化自信。文化兴则国运
兴，文化强则国运强。历史教训充分说明，
丧失文化自信就等于割断自己的精神命脉，
必然导致意识形态领域的极大混乱。面对
复杂的国际环境，只有牢牢守住文化根脉，
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定力，方能在
国际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在推进干部政
德教育工作时，应紧紧围绕本土历史文化、
名人示范效应的富集优势，深挖中华传统文

化德行修养、政治操守、执政本领等方面的
时代内涵，以此作为引领领导干部文化自信
的根和魂，让领导干部在接受优秀传统文化
灌溉的同时，懂得“中国文化从何处来，到何
处去”的价值内涵。

养心性，强德行修养。对于党员干部来
说，要把德行修养放在首位，有了好的人品，
做人才有底气，做事才有硬气，才会有感召
力、凝聚力和领导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
含着修身养性、立身处世的价值理念和道德
规范，对领导干部提高自身修养益处颇深。
开展政德教育工作，要加强优秀思想理念的
弘扬，加大对中华优秀文化“仁、义、礼、智、
信”价值观的挖掘力度，通过全景融入、舞台
演出等新颖方式寓教于乐，引导党员干部自
觉用传统价值观规范自身行为，形成日用而

不觉的行为惯性。
砺党性，强政治操守。理想信念缺失，

必然导致官德沦丧。党员干部党性强，才能
在道德中砥砺自己的品格，抵制一切不良的
道德行为，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能坚守
道德的底线和良心的堤坝，坚持不懈地向更
高的道德境界迈进。党性强了，才能不为私
心所扰，不为名利所惑，不为物欲所累，踏踏
实实干事，清清白白为官，堂堂正正做人，在
干事创业中实现自我人生价值。中华传统
文化中蕴含着丰富的理论素养和辩证思维
方法，能够为党性教育提供方法论指导。做
好干部政德教育工作需坚持加强干部党性
修养的核心任务，运用传统文化中所蕴含的
丰富理论资源和辩证思维方法等，促进领导
干部反躬自省、见贤思齐。教学过程中，要

引导党员干部有意识地学习古圣先贤事迹
和警句，构建党性修养的整体脉络，做到在
传统文化滋养中鞭策前行。

懂民性，强执政本领。“民本思想”是中
华传统文化最宝贵的元素，与我党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一致的。政德教育就
是要站稳群众立场，将“民为贵，社稷次之，
君为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等民本
思想中的治国思维、执政方略巧妙运用到当
代基层社会治理之中，成为推进社会治理体
系完善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在教学过
程中，要将“民本思想”融入教学课程，让党
员干部在学习国学经典中长智慧、增才干，
时刻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切实用好人民赋予的权力，多做一些造福于
民的好事实事。

◆把握“四性” ◆着眼“四强”

推动干部政德教育“花香果硕”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梁飞 李
慧）“今天的游园会像过年一样热闹，
不仅把便民服务送到了家门口，还增
进了邻里感情。”刚在“便民空间”享
受完理发服务的社区居民张喜光，脸
上洋溢着满意的笑容，由衷地赞叹
道。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南启新
蜂·乐聚邻里”游园会，在南站街道东
和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温情上演。

据悉，此次活动以“党建+游园”
的创新模式，由社区携手县下派第一
书记工作队，整合辖区16家共建单
位、商铺，打造起一个个沉浸式服务
平台。活动现场分设便民空间、童创
市集、跃动乐园、趣动舞台四个区域，
每个角落都充满了欢声笑语。在童

创市集，彩泥在孩童掌心揉捏出可爱
玩偶；跃动乐园里，少年们凌空跃起
投篮，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活力；趣动
舞台上，精彩的表演更是赢得了阵阵
掌声。

在义诊义剪、修脚泡脚助老服务
摊位前，居民排起长队，师傅们一推
一剪间满是对老人们的关爱。“参加
志愿活动不仅能帮助别人，还能攒积
分兑换礼品，我觉得很有意义。”志愿
者刘师傅展示着在居民“掌上通”小
程序上提交的积分申请，脸上洋溢着
自豪的笑容。东和园社区依托智慧
社区平台，创新推动志愿服务“信
用+”积分兑换机制，居民阅读公告、
参与义诊、环保宣传、秩序维护等志

愿服务即可进行积分量化，可用于兑
换生活用品或社区课程。这一机制
极大地激发了居民们参与志愿服务
的热情，活动当天就有16名居民现场
注册成为志愿者。

“党组织如同穿珍珠的线，将各方
资源串成服务群众的项链。”社区党委
书记唐于光指着活动现场的“邻里心
愿树”介绍。社区共认领了12家社会
组织，并组建了党员服务队、搭把手志
愿队、南小蜂网格队等9个志愿服务
队伍。在游园会活动中，党员志愿者
与南小蜂网格员们穿梭于各个摊位之
间，为居民们提供引导咨询、政策宣
讲、应急保障等贴心服务，他们的身影
成为游园会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南站街道

“玩转”社区游园会 共筑和谐邻里情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赵延怀 胡国放）近日，汶上县康驿镇
第二中学操场上热闹非凡，舞狮队成立仪式在欢快的锣鼓声中
拉开帷幕。两头金红相间的“瑞狮”时而腾跃翻滚，时而俯卧眨
眼，惟妙惟肖的表演赢得满堂喝彩。

据了解，此次舞狮队的成立，是康驿镇落实“非遗进校园”
举措的重要成果，学校邀请了舞狮非遗传承艺人进校授课，从基
础动作到团队配合，培养学生们对舞狮的兴趣与技艺。近年来，
康驿镇大力实施“文化兴村、文化惠民、文化润心”战略，除了精心
培育非物质文化遗产舞狮、二人斗等特色项目外，还大力扶持划
旱船、赶毛驴、渔鼓等多种非遗技艺传承工作，开展传统文化进乡
村、非遗进校园、传承技艺进集市等文化活动。通过传承人系统
规划、专业指导以及丰富多样的展示活动，为这些珍贵的非遗项
目搭建起传承与发展的广阔平台，不仅让更多人领略到传统文
化的魅力，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活力。

“让非遗走进校园，就是要在孩子们心中种下文化基因的种
子。康驿镇将持续推进‘非遗+教育’融合发展，通过沉浸式体验
让传统文化焕发新生机。”康驿镇党委委员王春燕说。

康驿镇

文化传承进校园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张超）3月12日，汶上县“春润汶水青
山，绿绘大美汶上”义务植树活动在军屯乡花山举行。当天一
大早，各单位干部职工按照划定的区域，两三人一组分工协作，
扶正树苗、挥锹铲土、填压平实、提水浇灌，每个环节井然有序，
整个植树活动现场到处都是忙碌的身影。

近年来，军屯乡坚定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
以系统思维、全局角度高位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大力实施“路网
提档升级、农田基础改善、荒山绿化提升”三大工程，完成荒山
绿化530余亩，新建农田林网600余亩，打造20公里生态廊道，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高质量发展。

“军屯乡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紧扣县委‘敢拼抢、勇争先’
工作主线，积极探索‘两山’转化路径，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持续发力、久久为功，不断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汶上实践
贡献力量。”军屯乡党委书记韦可表示。

汶上县

举行义务植树活动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王国华）“欢迎来到我们邮政的直
播间，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了咱汶上县白石镇夏村的无任何添
加剂面粉……”3月12日，汶上县邮政直播间里热闹非凡。
邮政主播笑容满面，热情洋溢地向屏幕前的观众介绍着夏村
面粉的生产过程、营养价值以及独特的口感。

为进一步扩大影响力，汶上县邮政发动全体员工，在各
个渠道积极转发宣传推广，形成了线上线下全方位的宣传矩
阵，成功将线下优质产品推向广阔的线上市场。在夏村鑫昙
合作社，邮政快递员们也格外忙碌，他们按照订单信息上门
取货，仔细打包，随后将一袋袋面粉发往全国各地。短短几
天时间，鑫昙面粉的销量就突破了1万余袋。

近年来，汶上邮政与白石镇联合开展惠农合作，充分挖
掘并发挥本地资源优势，通过与合作社、农业公司紧密合作，
建设具有汶上特色的农产品基地，源源不断地为市场输送优
质农产品，全力打造邮政服务乡村振兴的新高地。截至目
前，邮政直播已助力白石镇销售农产品突破1亿元，成为推动
当地经济发展、助力农民增收的重要力量。

白石镇

邮政直播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李玫）日前，汶上县郭仓镇沙沟村
儒学讲堂内座无虚席，数十位村民齐聚一堂，在乡土讲师声
情并茂的讲述中，开启了一场以“孝悌为本，家和为贵”为主
题的文化之旅。

讲堂上，乡土讲师结合本村“孝老爱亲好媳妇蔡启英”的
真实故事，将《论语》《孝经》中的经典语录转化为“锅台边的
孝道”“田埂上的仁爱”等鲜活故事，让优秀传统文化渐渐融
入了村民的日常生活，“孝”“诚”“爱”“仁”等儒家思想一点一
滴地影响着村风民风。

近年来，郭仓镇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通过儒学
讲堂、文化活动、绘制文化墙等多种形式，将儒家文化中的精
髓融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这些举措不仅提升了村民们的
文化素养，更在潜移默化中推动了乡村的和谐发展。在儒学
讲堂的推动下，郭仓镇的乡村治理水平得到了显著提升。村
民们更加注重家庭和谐、邻里和睦，乡村社会风气焕然一
新。同时，儒家文化中的“仁爱”“礼治”等理念也激发了村民
们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为乡村的产业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

此次儒学讲堂的成功举办，不仅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在郭仓镇的深厚底蕴和广泛影响力，更为乡村的文化振兴
提供了有力的支持。郭仓镇将继续深化儒学文化的传承与
发展，让儒学之光在乡村焕发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郭仓镇

乡村儒学讲堂
点亮文明新风尚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殷壮）“以
前我们休闲只能散步打牌，现在家
门口就能学太极养生，真是身心都
受益！”汶上县汶上街道东门社区居
民付文说起社区新变化，脸上满是
笑容。这番改变源于东门社区创新
打造的“福气东来·幸福临门”基层
治理品牌，通过深挖传统文化资源，
走出了一条文化惠民新路径。

据了解，汶上街道东门社区采

取“内部培育+外部引进”策略，对内
培育本土文化传承人组建“乡贤讲
师团”，对外聘请20余位专家学者、
非遗传承人担任特聘导师，组建了
一支优势互补的讲师队伍。同时，
充分利用辖区内的文庙、东楼等历
史遗迹和文物古迹所承载的优秀传
统文化教育资源，不断拓展社区党
群服务中心的功能，搭建起宣讲平
台。截至目前，已累计开展了“国学

讲堂”“家风讲堂”等传统文化宣讲
活动50余场次。

此外，社区积极活化传统文化
载体，推出“德不孤，必有邻”“老吾
老，幼吾幼”、太极养生课堂等20余
场沉浸式文化体验活动。这些接地
气的文化供给，让广大居民在家门
口就能近距离感受传统文化的魅
力，不断丰富着社区居民的精神文
化生活。

汶上街道 传统文化进社区 成风化俗促和谐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孙晨）“过
去，村里办喜事，大家认为酒桌摆得
越多越有面子。但婚礼流程繁琐且
花费高昂，给不少家庭带来了沉重
负担。如今，通过持续开展宣讲活
动，不断完善村规民约，村民们的观
念发生了巨大转变，纷纷比着将婚
礼简办，追求既省钱省事又热闹的
办婚方式。”汶上县刘楼镇小坝口村

“移风易俗大讲堂”上，小坝口村党
支部书记徐磊感叹道。

近年来，刘楼镇积极探索精神

文明建设新路径，在推进移风易俗
工作中坚持外在“塑形”与内在“铸
魂”并重，加强文化引领，强化价值
认同。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
推出“移风易俗+”系列主题宣传教
育活动，通过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
和文艺汇演，以文化人、成风化俗，
引导村民自觉抵制铺张浪费、高价
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倡导勤
俭节约的文明新风尚；积极推行“红
黑榜”制度，开展“文明家庭”“最美
庭院”评选活动，通过表彰先进，实

现典型选树，用身边人、身边事鼓励
村民积极参与文明实践活动，充分
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带
动身边群众共同营造文明家风、文
明乡风。

截至目前，刘楼镇共开展“反
对浪费，崇尚节约”“宣传宣讲党的
政策”“移风易俗”等主题活动30
余场，参与群众约 2000 人，发放
《移风易俗倡议书》《移风易俗行为
规范》《村规民约》等宣传资料
1200余份。

刘楼镇 多措并举树新风 移风易俗润人心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王允）在汶上县中都街道的街巷楼宇
间，一群身着“红马甲”的网格员们，用脚步丈量民情，用行动温
暖民心。

3月9日，吉祥花园小区网格员尹楠楠巡查至18号楼时，发
现小区单元门口的窨井盖碎裂成蛛网状。“这要是老人孩子踏
空可不得了！”尹楠楠心中一紧，立即启动“网格吹哨”，将现场
情况转交给供水公司专业网格员。从发现问题到更换新井盖，
仅用3小时便让“吃人陷阱”变“平安坦途”。

春寒料峭时节，西和新城小区网格员周淑婷的记事本上多
了一条特殊记录：“3号楼西墙现‘皱纹’，需抚平”。原来，居民
王晓玉发现自家外墙出现裂缝，雨季将至，王晓玉犯了愁。周
淑婷当即联系物业，开发商现场办公，经专业勘察后，不仅修复
裂缝还加装保温层。看着工人们搭起脚手架，王晓玉紧锁的眉
头舒展开来：“网格员办事真让人放心。”

这些散落在网格里的暖心片段，正是中都街道闫村社区深
化“精微网格”治理的生动注脚。通过建立“网格发现、分级响
应、联动处置、群众评价”闭环机制，目前已解决事项237件，办
结率达98.6%。如今，社区“红马甲”正用绣花般的细心、巧心和
耐心，将民生温度“织”入方寸网格间。

“我们不仅是问题的发现者，更是温暖的传递者。”网格员
周淑婷整理了下红马甲，又穿梭在小区里。暮色中，那抹跃动
的“网格红”，恰似绽放在居民心田的报春花。

中都街道

方寸网格暖意浓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陈志勇）近日，汶上县寅寺镇东石
楼村凭借哪吒主题墙绘一跃成为“网红打卡地”，每日吸引游
客逾500人次。寅寺镇敏锐捕捉到这一文旅热度，迅速组织
志愿者团队奔赴现场，开展“爱山东”政务App宣传活动，通
过“线下体验+线上服务”双轨并行模式，让群众在享受文化
盛宴的同时，亲身体验“指尖上的政务服务”便捷性。

东石楼村的墙绘创作以热门电影《哪吒之魔童闹海》为
蓝本，运用3D立体绘画技术，将哪吒、敖丙等经典角色以及

“我命由我不由天”等深入人心的台词巧妙融入街巷景观，使
整个村庄充满奇幻色彩。村党支部书记何敬国表示，墙绘工
程不仅提升了村容村貌，更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成为
名副其实的“流量密码”。据统计，自墙绘完成以来，周边农
家乐生意日益兴隆，民宿入住率显著提升30%，为当地经济
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在墙绘打卡点一侧的便民服务驿站，“爱山东”宣传展台
被热情的游客们团团围住。志愿者们通过现场讲解、实际操
作等直观方式，详细介绍了“爱山东”App在社保缴纳、医保
查询、电子证照申领等日常生活高频事项上的便捷功能。在
工作人员的耐心指导下，游客林春苓女士成功完成了养老保
险的补缴操作，她由衷地感叹道：“现在缴社保不用再跑银
行，在‘爱山东’App上刷脸就能轻松完成！”。

何敬国还透露了未来的规划：“我们计划在墙绘区域增
设‘爱山东服务二维码’，居民和游客只需轻轻一扫，就能随
时查看社保政策、医保报销流程等实用信息，让政务服务更
加贴近群众，更加便捷高效。”

寅寺镇

“爱山东”政务宣传
巧搭顺风车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梁晓涵）近日，随着气温逐渐回升，苑
庄镇的春耕备耕工作正紧锣密鼓地展开。为了给今年的农业生
产筑牢根基，苑庄镇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为农户提供面
对面、手把手的技术指导服务，开展春季小麦管理宣讲活动。

在农田里，农技专家们穿梭在田间地头，仔细查看土壤墒
情、农作物苗情，针对农户们在春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耐
心解答。针对今年的气候特点和土壤状况，专家们详细讲解了
科学施肥、合理灌溉以及病虫害防治等关键技术要点。“上周的
一场春雨有效缓解了麦田旱情，目前土壤墒情较好，不过各类
杂草也进入了快速生长期，要及时做好化学除草……”农技专
家一边查看土壤一边向农户们叮嘱道。

除了在田间的实地指导，农机专家们还在田边临时搭建起
宣讲台，举办了一场“干货”满满的农技知识宣讲会。专家们用
通俗易懂的语言，为农户们阐述春耕备耕的关键要点，从土壤
改良与施肥技巧，到病虫害的早期预防，内容涵盖春耕备耕的
各个环节，为农户们送上了一场“知识大餐”。

苑庄镇

农技助力为丰收“打底”

眼下，在次邱镇华农薯业科技有限公司的甘薯脱毒育苗基地大棚内，一株株嫩绿的薯苗长势良好，绿
意盎然，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几十名工人们手脚麻利，一剪一系，一捆捆红薯苗摆放整齐，即将装车
销往全国各地。 ■通讯员 李志伟 摄

本报汶上讯（通讯员 路焕英）“婶子，你打开微信，点击‘我
的’，然后再点开服务，往下拉有生活服务，找到生活缴费，我帮
你把你家的用电户号及信息填上，以后手机上缴电费就更方便
了。”3月12日，在杨店镇沟头村刘粟云老人家中，志愿者王秀
芬正手把手指导老人使用手机缴纳电费。这是杨店镇创新开
展“订单式”志愿服务的一个生动缩影。

今年以来，杨店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构建“群众点单、
政府派单、志愿接单、群众评单”服务闭环。通过组织志愿者通
过问卷调查、入户走访等方式，深入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特别
是针对老年人、退役军人等特殊群体，让群众根据自己的实际
需求“点单”。为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杨店镇建立了动态管理
清单，明确服务内容、服务对象、服务时限等要素，及时安排志
愿者或工作人员“接单”，有效提升了服务质量和效率。

据了解，杨店镇推出的“订单式”志愿服务赢得了群众的一
致好评。截至目前，已开展“订单式”志愿服务80余场，服务满
意度达98%以上。

杨店镇

订单式志愿服务暖民心

深化移移风易俗 倡树文明新新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