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字起源、彩陶初现，北辛文化点亮
史前文明曙光；创新进取、千锤百炼，墨班
遗风穿越千年在当代璀璨生辉；水清岸
绿、鱼翔浅底，大运河枣庄段生生不息滋
养人文厚土……

在鲁南明珠枣庄，悠久历史与灿烂文
化交汇，千年孕育的文化血脉赋予这片土
地绵延不绝、辉光日新的生命力。

2024年，我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
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枣庄重要指示
精神，坚持以文化的守正创新赋能发展的
转型突围，书写了“弘文兴业”崭新篇章。

以墨班文化为牵引
打造人文自然融合新典范
一场盛会让科学邂逅历史，一场对话

开启探源中华科技文明的时光之旅。
2024 年 11 月 10 日，2024 中国古代

科技遗产与中华文明墨子鲁班学术研讨
会在滕州市举行，国内外专家学者云集，
深入解码蕴含于墨子鲁班文化中的科技
创新基因。

近年来，我市始终坚持大力弘扬墨子
“科创思想”和鲁班“工匠精神”，主动探求
人文与自然科学融通贯通新路径，用文化
担当助力科技创新。

做深研究阐释。建强用好中国墨子
学会、墨子研究中心、鲁班文化研究院，接
续编纂《墨子研究论丛》《鲁班文化研究论
丛》，出版《墨子通识读本》《鲁班的故事》，
系统阐释墨班文化的丰富内涵、精神实质
以及新时代赋予的实践要求。

做火传播普及。联合央视播出《跟着
书本去旅行》墨班专题，启动纪录片《墨
子》、动画片《科圣墨子》拍摄，举办墨子读

书班、“鲁班传人”职业技能大赛，开展鲁
班工匠日活动，更广播撒“创新种子”。

做实活化利用。加快建设墨子鲁班
古代科技文化展示体验馆，打造“墨子云
谷”数字化基地，实施“鲁班在我家”研发
推广项目，推动“匠心枣庄”入选省十强产
业雁阵形集群，更强释放“创新动能”。

以石榴文化为依托
激活乡村全面振兴新密码
灿若朝霞、艳比流丹，琼房密贮玉液

浓。被誉为“天下之奇树，九州之名果”的
石榴是我市最富影响力的农业品牌和最
具特色的城市名片。

2023 年 9 月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亲
临枣庄视察指导，就培育壮大石榴产业、
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作出重要指示，
为我们做好相关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
供了根本遵循。

一年多来，我市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大力挖掘石榴资源禀赋及其精神内
核，延伸“农文旅”融合发展产业链条，用
文化振兴助力乡村振兴。

象征圆满、吉祥的石榴果，在乡村振
兴的道路上谱写了“‘榴’助产业振兴

‘枣’享红火生活”的火热篇章。
变遗产为财产。把保护“峄城石榴种

植系统”国家级农业文化遗产摆在突出位
置，搜集保存石榴活体种质 473 份，居全
国首位。规模化传承石榴盆栽非遗技艺，
实现产值5亿元，带动就业5000人。

变手艺为手造。建成全国首家石榴文
化研究院，举办首届石榴文化创意设计大
赛，实施首批石榴手造产品研发推广项目，
设立首个石榴综合展示交易中心，5件产品

入选“山东手造·优选100”，27家非遗工坊
带动村民人均年收入增长1100余元。

变流量为增量。推出“榴光溢彩”田
漫游观光路线12条和网红打卡地22处，
举办榴园大集、青檀庙会、非遗年货节等
活动16次，开发特色民宿39个，让家门口
的“好风景”成为富百姓的“大钱景”。

以运河文化为纽带
塑造文旅高质量发展新优势
一波清流南去，千帆道尽繁华。

“活着的运河”“黄金水道”“运河水
乡”……对京杭大运河枣庄段的诸多美誉
见证着枣庄因运河而兴的壮阔历史。

新时代，我市大力拓展民俗风情、生
态景观、遗址遗迹等空间，串珠成链，用文
化廊道助力文旅融合，流淌千年的文化大
河重焕生机，书写时代新篇。

项目化推进。以大运河国家文化公
园（枣庄段）建设为总抓手，实施鲁南大运
河文化保护传承等 16 个重点项目，启动
台儿庄古城景区焕新行动，运河奏疏博物
馆、运河招幌博物馆等投入使用。

立体化展示。高标准建成全省首个开
放式交旅融合服务区——京台高速台儿庄
大运河服务区，开通“运河之旅”水上游船航
线、“空中俯瞰万顷红荷”水上飞机游线，实
现了大运河水陆空立体连通。“鲁风运河”古
城文化廊道入选省交旅融合十佳案例。

沉浸式体验。推进“全景枣庄”建设，
举办“红荷湿地文化旅游季”“古运流芳”
文旅集市、大运河马拉松赛等群众性活
动，推出“行走运河·畅游千年”等精品线
路，拓展旅拍换装、光影夜游、中医康养等
新业态。2024 年前三季度，全市接待游

客 2082.89 万人次、同比增长 14.19%，旅
游收入192.99亿元、同比增长15.43%；文
旅产业增加值 151.4 亿元、增速 9.5％，增
速居全省第3位。

以红色文化为底色
弘扬昂扬奋进向上新风尚

“淮海北沿沂蒙旁，史载鲁南英雄
乡。铁道运河两支队，威显枣庄台儿庄。”
诗人贺敬之用丰沛的诗意描写了枣庄的
红色文化，以催人奋进的旋律讴歌了枣庄
这座英雄的城市。

红色，是我市的鲜明底色。在这片红
色革命热土上，台儿庄大战、铁道游击队
的传奇闻名遐迩，血染洋行、智打票车等
故事荡气回肠。

不忘历史，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
才能推陈出新。近年来，我市大力实施红
色基因传承工程，深入挖掘铁道游击队、
台儿庄大战等红色资源，用文化力量助力
立德树人。

建好红色阵地。持续抓好 2 处全国
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和36处革命传统
教育阵地建设管理，广泛开展“清明祭英
烈”“诵读抗战家书”等教育实践活动
6200 余场，推出“鲁南铁道游击”飞虎英
雄集结地、“走进英雄台儿庄”等红色研学
线路，接待市民70余万人次。

讲好鲜活故事。接续创作“派兵去山
东三部曲”，推出小说《沙沟受降》《运河儿
女》、纪录片《鲁南战役》等文艺作品，举办

“红动枣庄”2024 年红色故事讲解大赛，
深入开展党史和红色文化宣讲 350 余场
次，有效引导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赓续红色
血脉、激发奋进力量。

深挖文化富矿 赋能枣庄创新转型高质量发展
——我市文化“两创”向纵深迈进实践纪实

本报记者 张孝平 贺迎秋

23日夜间到24日白天，多云间晴，东北风（2～3）级，气温（6～10）℃。（枣庄市气象台1月22日17时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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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2日，市民在滕州市龙泉广场
上进行舞龙表演。

当日是农历小年，人们购买年货，
张灯结彩，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
年味渐浓。 （刘明 摄）

小年到 年味浓

步入“榴实正红——全国名家石榴
主题美术作品邀请展”的展厅，仿佛置
身于石榴的多彩世界，被一幅幅风格各
异的作品深深吸引，沉浸在一场视觉与
心灵的盛宴之中。

为深度挖掘石榴的多元价值，强化
民族与国家间的团结协作理念，增强人
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中国国家画院，山
东省文联，市委、市政府、市政协，继
2024年12月在北京携手举办“榴实正红
——全国名家石榴主题美术作品邀请
展”后，又于 2025 年 1 月在枣庄会展中
心举办同一主题第二次展览。

此次展览从全国200余位著名画家的

心血之作中精选200余幅佳作参展。这些
作品或气势恢宏、或意境深远、或气韵
灵动……处处彰显画境，笔笔蕴含精
神，观者可从中领略画家们深厚的艺术
造诣与笔墨功底。本次展览聚焦石榴主
题，以丰富多样的艺术手法尽展石榴神
韵，传播石榴文化，展示魅力枣庄，助
力乡村振兴。异彩纷呈，洋洋大观，实
属全国首创，意义重大而深远。

展览中的绘画作品风格多样，令人
赞叹激赏。有的作品以工笔细描展现石
榴，画家们用工整细腻的笔触，将石榴
的每一个细节刻画得入微入妙。那晶莹
剔透的籽粒仿佛即将破纸而出，石榴皮
的褶皱和色泽变化都栩栩如生，给人一
种精致典雅的美感，仿佛能感受到画家
在创作时的那份专注与耐心。有的作品
不仅将石榴的形态美展现得淋漓尽致，

更通过细腻的笔触传达出石榴所蕴含的
生机与活力，凸显了画家对自然之美的
敬畏和对传统技法的传承与创新，让观
众不禁为其精湛的技艺所折服。

石榴在中国传统文化乃至世界文化
中都承载着美好寓意。作为“天下之奇
树，九州之名果”，它象征着团圆、和谐、多
子多福、金玉满堂、繁荣兴旺等，是中国文
化重要符号；石榴“丹葩结秀，华实并丽”

“千房同膜，千子如一”。
在主题的深度和广度上，这次展览

赋予石榴更深层次的文化内涵和社会意
义，使展览具有了更高的思想性和文化
价值。在作品的丰富性和创新性方面，
展览涵盖了工笔、写意、传统与现代结
合等多种风格和表现手法。在影响力和
社会效应上，展览不仅在艺术界引起广
泛关注和好评，还通过展示石榴文化，

将为枣庄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

这些风格多样的石榴绘画作品，不
仅展现了画家们的高超技艺和创新精
神，更重要的是，它们通过不同的艺术
形式，将石榴的美好寓意和丰富内涵展
现得淋漓尽致。每一幅作品都像是一扇
窗户，透过它们，我们既能看到石榴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深厚底蕴，又能
感受到其在新时代崭新的诠释和发展。
它们以艺术的力量，让我们更加深刻地
理解了石榴所象征的美好情感。

满厅尽揽山河韵，榴彩斑斓梦焕
新。此次展览，不仅是一次艺术的汇聚
与绽放，更是一次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它让我们在欣赏大美石榴的同时，也更
加坚定了对传统文化的自信和对未来的
美好憧憬。

一场视觉与心灵的盛宴
金殿国

大省挑大梁大省挑大梁··文化润心文化润心

本报讯 1 月21 日，中国农业银行枣庄分行营业部重装开
业。据悉，枣庄分行营业部营业室是目前枣庄农行营业面积最
大、功能分区最全、设施设备最优、服务质量上乘的网点，在全
国20多万家网点中，被中国银行业协会评为“千佳网点”。

据了解，截至 2024 年年末，枣庄分行各项贷款余额 317.5
亿元，较年初新增30.2亿元。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新增15.15亿
元，增量居四行首位。其中分行营业部各项贷款余额 29.6 亿
元，全年对公实体贷款较年初增加4000万元，增幅40%；普惠
法人贷款增加2217万元，增幅98%；住房贷款累计投放1.09亿
元，增量3845万元，当年累计投放普惠法人贷款102笔，金额
超过8000万元；投放个人住房贷款1.68亿元，为388户家庭圆
了安家梦；农户贷款累计投放7878万元，助力556户农业经营
户资金周转，较好地践行了信贷支持地方经济发展的责任担当。

下一步，分行营业部要以重装开业为新的开端和契机，始终秉
持“客户至上、始终如一”的服务理念，发挥“服务实体经济、服务乡
村振兴、服务枣庄百姓”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突出便民、利民、
惠民特色，以丰富的金融产品，为枣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全
方位、高质量的金融服务。 （记者 刘一单 田坤）

中国农业银行枣庄分行营业部重装开业

本报讯 为了确保广大少年、儿童度过一个健康、平安、愉快、
有意义的春节假期，全市教育部门近期精心组织、多措并举，采取
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全市1359所大中小幼学校全面落实假期
24小时值班制度，全力做好寒假安全防范工作，为同学们的假期
安全保驾护航。

加强安全教育。组织各中小学、幼儿园，通过班队会、“1530”
安全教育等形式，集中开展假期安全教育1356场次，发放《致家长
一封信》78万余封，依托各校公众号、官网、班级微信群推送冬季
传染病防控、交通安全等内容2万余篇。扎实开展假期“万师访万
家”“每周一提醒”等活动，针对防滑冰溺水、防一氧化碳中毒等季
节性事故防范，进行家校联合教育，提升风险防范意识。

丰富假期活动。开展假期生活指导主题教育班会，鼓励学生
参与写春联、剪窗花、闹元宵等年俗文化活动，体验包饺子、煮汤
圆、扫房子等家务劳动，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展“枣
悦读”读书活动，将菁优网、洋葱数学微课等国家平台资源接入枣
庄教育云资源平台，丰富假期家庭教育资源。

压实安全责任。联合公安部门开展校园及周边安全综合治理
检查，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66项。组织各校对校内及校园周边
安全拉网式排查533次，发现并整改问题隐患277项，确保假期
安全工作持续推进。 （记者 李鲁）

全市1359所学校
全面落实假期安全制度

新华社北京1月22日电 近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乡村
全面振兴规划（2024－2027年）》，
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
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乡村全面振兴规划（2024－
2027年）》主要内容如下。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党和
国家事业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
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
手。为有力有效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制定本规划。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
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
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完
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
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
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学
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健全推动
乡村全面振兴长效机制，以确保国
家粮食安全、确保农村人口不发生
规模性返贫致贫为底线，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以提升乡村产业发
展水平、提升乡村建设水平、提升
乡村治理水平为重点，强化科技和
改革双轮驱动，强化农民增收举
措，扎实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
化、生态、组织“五个振兴”，加快农
业农村现代化，推动农业全面升
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坚强支撑。

工作中要做到：坚持和加强党
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农
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
展，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坚持因地
制宜、分类施策，坚持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坚持深化改革创新，坚持
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要充分调动
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
性，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
年接着一年干，积小胜为大成。要
统筹不同区域，合理确定阶段性重
点任务和推进时序，尊重客观规
律，不超越发展阶段，不提脱离实

际的目标；统筹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缩小城
乡差别，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发展；统筹推进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
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实现乡村全面
提升。

主要目标是：到 2027 年，乡村全面振兴取得实质性进展，
农业农村现代化迈上新台阶。国家粮食安全根基更加稳固，农业
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乡村产业更加兴旺，实现乡村产业全链条升级；乡村更加生态宜
居，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更加完备，（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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