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夏七月，圣水湖畔，曲阜尼山再启文明对话的千年钟
声。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以“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文明间关系与全球现代化”为弦，奏响了一场跨越71个
国家、汇聚560余位中外嘉宾的“和合共生”交响曲。这场思
想盛宴，旨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全球文明倡议，秉持开放、
包容、互鉴、共享的理念，为应对全球挑战、推动人类文明发
展贡献了中国智慧。

破题时代之问 凝聚“尼山共识”全球回响

论坛顺应大局大势，直面百年变局下的冲突迷思，着眼
将儒家思想“和而不同”哲学基因转化为现代治理良方，共
论全球化进程的和合共生之道。

直面共同挑战。围绕“各美其美·美美与共——文明间
关系与全球现代化”这一主题，从“人工智能与人类文明”到

“儒家文化世界意义”再到“全球化进程中的成人之美”，论

坛所有话题既回应学术前沿的共同关切，更直击战争、生
态、发展等现实问题。正如柬埔寨国务大臣陈乐提所疾呼
的：“和平非仅熄战火，而是互相包容；包容非始于权谋，而
是发于倾听！”

引发思想共鸣。论坛共收到36个国家的论文155篇，来
自50多个国家的知名专家学者齐聚尼山，探讨“各美其美、美
美与共”的最大文明公约数。正如马尔代夫副总统侯赛因·穆
罕默德·拉提夫指出的：“今年论坛的主题令我们心生共鸣，应
从差异中汲取奋进力量、发现文明之美，鼓励不同文化间的相
互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东亚地区办事处主任兼代表夏泽
翰指出：“论坛主题既及时又贴切，突显了在促进不同文明间
相互理解的同时，保护文化多样性的重要性。”

穿透文明壁垒。《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共识》，向
全世界、全人类发出了“文明间关系需要全人类的共同维
护，各美其美重在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成人之美揭示不同
文明间相处之道，美美与共引领全球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倡
议。马达加斯加驻华大使罗班松盛赞：“尼山论坛为不同国
籍、背景和文化的人士搭建了深度交流对话平台，为促进世
界和平作出了无价贡献。”

学术创新蝶变 从“坐而论道”到“全员思辨”

论坛打破传统学术研讨的窠臼，以“三大革新”激活“思
想磁场”，在开放交流中形成“思想和声”。

模式突破。创设“1+7”立体对话矩阵（1场主论坛+7场

平行论坛），主旨演讲、闭门对话、高端访谈多轨并进，以学
术观点的碰撞点燃智慧火花。尤其是“青年辩论会”邀请4
支高校战队激辩“成人之道”与“成人之美”，邀请与会的海
内外专家现场点评。这一创新设置以文化人、以辩启思，让
古老儒学在思辨中焕发青春光彩，既激发了儒学的当代活
力，也增进了青年一代的文化自信。

跨界融合。同步设置世界文化遗产、金融文化、水文
化、中医药文化等特色论坛，推动了人文与科技、经济、生
态、健康话题的深度碰撞，带动了跨域、跨界、跨群体的深层
交流。中埃古典文明对话会发布的《黄河与尼罗河文明合
作倡议》，以大河文明为纽带，搭建起古代智慧与现代合作
的桥梁。正如埃及驻华使馆副馆长海赞姆·阿卜杜哈迪所
说：“两国开展联合考古，共享技术成果，为世界不同文明交
流互鉴树立典范。”

全员参与。充分尊重学术表达自由，告别“嘉宾独角
戏”传统模式，增设观众追问、跨学科辩论环节，为各国专家
学者提供全方位发声平台，230余名学者在38场活动中发
表观点，让不同文明的光芒相互映照，不同国度的智慧相互
启迪，实现了从“单向输出”到“全员思辨”的范式跃升。

全球坐标定位 搭建“没有围墙的文明客厅”

论坛以“有朋自远方来”的姿态向全世界敞开怀抱，广
邀宾朋，绘出一幅文明互鉴“全景图”，为全球文明对话注入
新内涵。（下转2版A）

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三重世界回响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娜

运河的晨雾漫过济宁城时，玉堂酱园的晒场总先醒。三
千口酱缸静蹲在朝阳里，缸沿浸着晨光，像一圈圈凝固的涟
漪。竹编缸盖揭开的刹那，醇厚的酱香便漫过青石板路，混着
运河的水汽，在老济宁人的鼻尖缠缠绕绕，一绕就是三百多年。

老辈人说，玉堂的酱菜是有灵性的。康熙年间那个苏
州船户戴氏，带着江南的甜脆闯进北方的咸鲜里，在酱缸前
反复琢磨。他的手抚过腌透的萝卜，指尖能辨出盐分渗入
的深浅；耳朵贴着缸壁，能听出酱坯发酵的细微声响。当第
一坛融合了南北滋味的什锦菜出缸时，运河码头的纤夫们
捧着粗瓷碗，嚼出了他乡遇故知的暖。

这些酱缸最懂光阴的重量。三伏天正午，匠人古铜色
的脊背沁着汗珠，手中的木耙起落如钟摆，让每片菜蔬都饱
蘸阳光；数九寒冬，又为酱缸披上棉衾，任微生物在黑暗里
酝酿。堂前“味压江南”的金匾虽耀眼，却不及缸沿深浅不
一的纹路更懂匠心——那是三百年来无数掌纹的叠加，是
岁月包浆里渗出的琥珀光，每一道都刻着“慢慢来”的笃定。

济宁人的日子，总裹着玉堂的酱香。北门里张奶奶的
回忆里，六十多年前运河结冰那阵，父亲踩着雪走了三里
地，攥着皱巴巴的粮票换回来半瓶酱黄瓜。兄妹三个围着
粗瓷碗，就着稀粥把碗底舔得发亮，那点咸香成了寒冬里
最扎实的盼头。后来她嫁人的陪嫁里，压箱底的除了
棉被，还有个贴红喜字的玉堂酱菜坛，“日子再紧巴，
坛里有酱菜，心里就不慌”。

这份“不慌”，跟着济宁人走南闯北。离家多
年的李奶奶总说：“我家橱柜永远留着一格给玉
堂。”清晨熬粥时，捏一根酱黄瓜切碎了拌进去，米
香里立刻浮起清冽的咸鲜；端午包粽子，蜜枣馅里
要掺些酱姜芽，甜糯中藏着一丝微辣的醒神；就
连过年的饺子，蘸料里少了那勺玉堂甜面酱，孩

子们都要噘起嘴。“这味道太熟了，熟到像母亲的唠叨，平时
不觉得特别，可离家久了，却成了舌尖最执拗的念想。”

去年腊月，有位回乡过年的年轻人，在酱菜柜台前站了
许久。他指着玻璃罐里的酱花生，声音发颤：“就这个，我妈
以前总爱装在我背包里。”售货员笑着递过罐子，年轻人拧
开盖子的手都带着急，捏起一颗塞进嘴里——眼眶忽然就
红了。这哪里是一颗酱花生呢？是远行时母亲掀开背包拉
链的轻响，是车站安检时隔着塑料袋传来的微咸，是无数个
异乡深夜里，想起济宁城慢悠悠晨昏时，舌尖泛起的那点熨
帖。

如今，运河边的老店还在，“玉堂”二字被风雨浸得温
润。常看见白发老人拄杖而来，买上几样酱菜，揣在怀里慢
慢走，像揣着一捧旧时光。也有年轻人对着玻璃柜细细挑
选，不时与身旁人絮语：“还得是玉堂酱莴苣，咬着有筋骨，
脆生生的劲儿藏不住”“就像小时候姥姥接我放学，布兜里
总摸出半块，咸津津的香一漫，心里早开了花”……玻璃罐
里的酱瓜泛着琥珀光，入口先是咸鲜在舌尖炸开，尾调却缠
上一缕江南的甜，像极了运河水——早把南北的滋味融在
了一处，淌进了寻常人家的烟火里，也淌进了一辈辈人的心
窝里。

这便是玉堂的味道，藏在老酱缸的光阴滋味里，也浸在
济宁人的日子里。这滋味里藏着济宁城的魂。它不是博物
馆里的文物，不是旅游手册上的风景，而是舌尖上那点挥之
不去的咸鲜，是岁月泡不淡的念想。是张奶奶陪嫁坛底压
着的踏实，是李奶奶橱柜里守着的念想，是年轻人背包里捂
热的牵挂，更是三百年间，济宁人对日子最朴素的热望。

运河的水昼夜不息地淌，酱缸里的故事仍在发酵。那
些藏在咸香里的光阴，那些融在脆嫩中的坚守，早成了济宁
人血脉里的味觉记忆。一碟玉堂酱菜摆在桌，筷子夹起的
不只是菜，是三百年的日月星辰，是运河码头的号子，是灶
台上的烟火，是祖祖辈辈嚼进岁月里的——暖。

酱缸里的光阴滋味食之大者，养身亦养心！
当甏肉干饭的浓香漫过运河

古岸，当托板豆腐的叫卖声穿透
太白楼晨雾，一箸一肴间，一座城
的千年文脉便有了温度。昔年孔

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箴言，滋养
出这方水土对滋味的无限虔诚；南来
北往的漕船千帆过处，终将八方风味
沉淀为济宁的包容之魂。

即日起，本栏循着《论语》的余韵、
运 河 的 桨 声 ，带 您 品 读《圣 乡 食
事》——

以舌尖丈量儒家饮食美学的深度，
用故事打捞沉浮市井的味觉记忆，
在千年圣城的袅袅炊烟里，
照见中国人最温热的生存智慧与

生命欢愉。
一城食事待君尝，半是风雅半是

禅。

开
栏
的
话

东方圣城网 www.jn001.com

JINING DAILY

中共济宁市委机关报
济宁日报社出版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37-0045

邮发代号:23-159

新闻热线：0537—2349995 掌上济宁手机App 济宁日报微信公众号

今日济宁天气：多云转阴有雷雨或阵雨，27℃～36℃，东南风3～4级 今日市区空气质量预测：良 本版责编：赵京军 张兆华 视觉：马金谱 校对：郭文车 刘奎柱今日4版，第13226期

2025年7月20日

星期日 农历乙巳年六月二十六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宋仪凯 赵文姝

“今年‘三夏’期间，我们投入收割机630余台、大马力播
种机械675台套，完成小麦抢收近60万亩、玉米播种50余
万亩，确保了夏粮颗粒归仓、秋粮不误农时。”近日，济宁市
供销社总经济师金城介绍，专业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不
仅为“三夏”生产“减负”，更为乡村振兴赋能。

济宁是农业大市，耕地面积752.96万亩，约占全省总耕
地面积的8%，常年农作物播种面积1500万亩左右，守好

“粮袋子”，端稳“金饭碗”意义重大。面对“谁来种地、怎么
种好地”的时代难题，济宁市创新打造“济时雨”农业社会化
服务品牌，构建起覆盖全程、便捷高效的全链条为农服务体
系，滋润着千里沃野、万亩良田。

“一张网”提供全流程服务

走进邹城孟子湖为农服务中心，山东匡衡湖智慧农业
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陈功良的手机后台实时跳动着13个镇
级服务站、61个村级服务点的农资配送轨迹。“通过集中采
购和减少中间环节，帮助农户降低约15%的生产成本。”陈
功良边轻点屏幕边介绍，去年公司共完成全托管7.77万亩，
通过推广小麦精量复式条播机，托管区小麦平均亩产达655
公斤，比平均亩产高8%。

济宁市供销社持续推进涉农资源统筹整合和为农服务
中心建设，全市101处为农服务中心星罗棋布，以“一点多
能、一网多用”串联起“耕、种、管、收、加、储、销”全程服务
链，县、镇、村三级流通网络彻底打通农产品出村“最初一公
里”与日用品下乡“最后一公里”。

“破解小农户对接大市场的难题，必须变‘单打独斗’为

‘握指成拳’。”市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罗明颖介绍，通过组
建农业社会化服务联盟，在整合飞防、农机、烘干、农资等资
源的基础上，把政府、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小农户紧密地连
接起来，最终实现信息共享、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从“补丁田”到“大田”的转变

“济时雨”让金乡县马庙镇孟铺村的村民从千百年来沿袭
的种地模式中“解放”了出来。过去全村362户村民承包的
2270亩地，被分割成1080块“补丁田”分散在村各处。“收割
机掉头都难，种不好种，收不好收，年轻人更愿意外出打工。”
孟铺村党支部书记孟凡周的话语中透出种粮人的无奈。

为彻底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
营，马庙镇在“党支部+合作社”发展思路的引领下，推行“一
户一田”改革。通过土地置换、流转、托管三种方式，在不调
整、不变更农民家庭农地承包经营权的前提下，将零散地块
整合为382块平均7.5亩的“大田”，实现“一降四增”的转
变。数据的背后，是党建联建、村社共建模式下资源整合带
来的好处，更是“小田并大田”模式推进农村土地承包经营
制度向“土地股份合作+全程托管服务”的生动实践。

“黑科技”耕出“智慧田”

在匡衡湖智慧农业服务公司的飞防调度中心，电子地图
上120架无人机正对29.8万亩农田开展统防统治。“精准施药
让农药利用率提高15%，有效应对了赤霉病、条锈病、草地贪
夜蛾等重大病虫害。”陈功良表示，公司围绕农业生产各环节，
打造集土地托管、病虫害防治、无人机防治等服务于一体的智
慧农业服务体系，平均减少粮食损失10%至15%。

“‘智能配肥’实行‘工厂—农户’直供模式，省去了中间
流通环节，每袋化肥价格比市场价低约10%，帮助农民每年
节省化肥投入300多万元。”金乡县供销社理事会副主任韩
洪波介绍，为了进一步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县级基层智能
配肥站将土壤检测、配方制定、肥料生产、经营服务、农民施
肥有机结合，把专家、厂家、商家、农家“四家”融为一体，做
到配方肥质量可追溯。

在金乡县17万亩托管示范区，依托“数智供销”平台实时
监测墒情，专业人员、“土专家”、“田秀才”组成技术服务队伍
提供在线指导，“手机种地”成为田间地头的新“风景”。展望

“智慧农业”发展的新路径，韩洪波表示，将加快建设数智供销
平台，进一步完善网络，提升服务能力，助力农民增收。

金融“活水”破解资金难

“农担公司提供的粮食全产业链贷款解决了我们的资
金问题，让我的梦想变成了现实。”陈功良介绍，他们争取到
省农担公司授信4000万元，成为全国首笔粮食全产业链授
信贷款项目。

“无论是粮食安全的保障，还是农业产业的升级，都离
不开金融活水的浇灌。”罗明颖表示，济宁市政府持续深化

“供银担企”合作，充分发挥财政资金“四两拨千斤”作用，累
计获得银行、农担授信及贷款2亿元，推出“产业集群贷”“托
管经营贷”等产品，引导金融资本更多地支持“济时雨”为农
服务体系建设。

从夏粮后期田管到颗粒归仓，从农资配送到生产托管，
从“靠天吃饭”到“云端种地”，“济时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
系深刻改变着传统的农业生产经营模式，以润物无声的方
式浇灌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村振兴新图景。

“济时雨”解了农田“渴”

济宁市税务局立足“孔孟之乡、运河之都”地域特色，发挥
济宁市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示范点优势，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蕴含的修齐治平等理念融入文明单位创建之中，书写文明单
位创建新篇章。

注重品牌引领，打造文明传播站。借鉴“礼之用，和为贵”
思想，开展“为政以德 学思践行”政德教育，将为政、笃行、任贤、
敬民、立德等传统文化思想融入日常学习。依托儒家文化、运
河文化等特色文化资源，从儒税思想肇启到赋税制度兴革，从
征管方式进阶到税收文明演进，将春秋时期鲁国的“初税亩”制
度、儒家轻徭薄赋思想等传统文化中的税收内容打造成为可观
可感的“儒税初心”文化阵地，让广大干部时时能观品、天天受
洗礼，先后接待徐州、开封等各地各单位前来学习交流，打造了
传播济宁税务文明单位创建成果的对话窗口，扛起了优秀传统
文化传播者的旗帜。

注重实践引领，构建文明服务圈。秉承“尽信书，则不如无
书”理念，从税收工作实践出发，以民事不可缓也的民本思想惠
民企优环境，开展“便民办税春风行动”，创设“心声倾诉专线”

“绮企有约”税企恳谈室，深化应用“遇见我”支部工作法，开展
“大国之礼”礼仪培训，规范文明服务礼仪，倾心化解纳税人缴
费人急难愁盼问题。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开展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实践活动，组织“儒税银发”志愿服务队和税务青年
志愿服务队，走进洸河街道黄庄社区深化融合共建，多次开展
税费政策现场问答活动，把党的“好声音”、税收好政策传递到
群众心坎上。

注重典型引领，树立文明新风尚。注重家风政风同修，弘
扬“家国同构”家风理念，依据儒家“八德”编发《廉环画》丛书，
制定“日三省吾身”“纪检委员时间”廉政教育机制，开展廉洁家
书、家访讲廉等家庭助廉活动，发挥“最美家庭”“绿色家庭”典
型引领作用，从家庭内部涵养文明力量，以纯正家风涵养清朗
党风政风。坚持“泛爱众，而亲仁”，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扶
贫济困、守望相助等精神力量，组织开展“阳光助学”“爱心敬
老”等志愿活动，涌现出“中国好人”陈洪友、“全国无偿献血终
身荣誉奖”侯家良、“爱心妈妈”代表颜颖团队等典型模范，崇德
尚礼、和合善治在济宁税务蔚然成风。

国家税务总局济宁市税务局

赓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书写文明单位创建新篇章

今年暑假，共青团任城区委通过整合社区、学校、返乡大学
生等资源，招募志愿者40余人，开设“七彩暑托班”，为儿童提供
作业辅导、素质拓展、安全教育等综合性服务，目前已开办15个

“七彩暑托班”，服务孩子450余名，服务时长为5周。图为阜桥
社区新刘庄社区“七彩暑托班”志愿者老师为孩子教授美术课。

■济宁日报全媒体记者 董绍进 摄

本报微山讯（通讯员 李佳粮）近年来，微山县强化系统观
念，坚持多措并举，推进清廉建设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
程，构建机制固廉、阵地载廉、活动促廉、警示守廉“四廉”驱动
体系，努力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和良好发展环境。

机制固廉，拧紧工作“责任链”。坚持机制引领、统筹联动，
县委将清廉建设工作融入全县中心工作大局，建立全面建设清
廉微山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责任分工，每年制定重点任务
清单，统筹推动清廉建设在各领域、各层面落地落实。运用“1+
8+N”联动机制，以县纪委监委为“1”支点，带动8个派驻纪检监
察组，督促N个相关职能部门及乡镇（街道），推动清廉建设与
党的建设和业务工作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构建起“县委统
一领导、纪委组织推动、各部门各司其职、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一盘棋”工作格局。
阵地载廉，厚培氛围“营养土”。深入挖掘全县廉洁文化资

源，因地制宜建设、提升廉洁广场、公园、长廊等廉洁“微阵地”，
形成辐射全县的清廉地图，实现处处见廉、时时沁廉。用好运
河博物馆、铁道游击队纪念园等资源，打造荷园廉洁教育基地、

“运河古镇·廉韵南阳”、微山岛“红韵廉风”廉洁文化专线，设计
精选清廉单元主题、红色乡村主题、运河文化主题3条廉洁文化
线路，以寓教于游、润物无声的新模式，让党员干部群众在潜移
默化中接受廉洁教育。

活动促廉，树立廉政“风向标”。以家庭家风家教为载体，
做好清廉单元融合共建文章，通过开展清廉家庭与清廉学校融
合共建、廉政谈话、廉洁家访、发放家庭助廉倡议书等方式，引
导党员干部以良好家风助力廉洁从业。发挥廉洁文化教化感
染功能，（下转2版B）

微山

“四廉”驱动
推进清廉建设提质增效

编者按：7月18日，中国日报网刊发重磅文章《第
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三重世界回响》，全景式、
立体化地展现了第十一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的盛况、
内涵与深远影响。现全文转载，激励全市干部群众进
一步增强文化自信，激发使命担当，持续擦亮尼山世
界文明论坛这张“金名片”，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