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高峰 报道
  本报鱼台讯 近日，济宁市公共资源交易服
务中心鱼台分中心成功举办了“齐鲁云采直播
间—走进鱼台”助农活动，通过创新“鱼”众不同新
场景、打造“直播+”新模式，有效发挥农副产品消
费“磁吸效应”，助力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
民增收入。
  该中心将“齐鲁云采直播间—走进鱼台”与
2025鱼台龙虾消费季等活动同步举办，打造集“美
食盛宴、丰收盛典、文化盛事、旅游盛景”于一体的
多维空间，助力鱼台大米、鱼台龙虾、陈皮挂面等
60 余款农副产品进驻山东政府采购网上商城农
副产品馆销售，上架产品数量较2024 年同比增长
了522%。通过举办直播活动，重点打造了“鱼台
大米”特色爆款产品，在网上商城农副产品馆累计
销售量达3354宗。

“齐鲁云采直播间—

走进鱼台”助农活动举办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7日，由济宁市委网信办、
济宁市文明办主办的2025济宁网络文明周暨“文
明相伴AI济同行”主题活动正式启动。
  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2025年网络文明建设优秀
案例、助力乡村振兴新媒体账号、2025年“好网民·在
济宁”主题活动优秀故事获奖名单，为第二批“寻美·
济宁”城市推荐官颁发聘书，现场签署“网信—网
媒—高校”联动工作机制和“共建数字乡村”合作协
议，并为10支“好Young济宁”品牌队伍授旗。

  □ 本报记者 吕光社 
   本报通讯员 张 洋

  6月24日，2025年首次“中国好人榜”发布仪
式暨全国道德模范与身边好人现场交流活动在
河南省安阳市红旗渠纪念馆举办。梁山大义救
援队队长宋桂金凭借过硬的事迹，成功入选2025
首次“中国好人榜”。
  宋桂金今年58岁，是个热心肠，总爱帮助他
人。1986年，自从宋桂金第一次救助他人开始，
39年来他的足迹遍及全国16省，先后为428名走
失人员照亮“回家的路”，受到群众广泛赞誉。
  1986年3月的一个寒夜，梁山县冷风瑟瑟，

宋桂金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一名男子拖着地排车
焦急地赶路，车上躺着一名老人，他急忙上前
询问，得知老人心脏病发作，急需救治。宋桂
金当机立断，骑自行车拖着两人赶往附近的医
院。到达后，医生表示需要转到大医院救治，
宋桂金又立即带上两人，再次赶往10里外的县
人民医院。因为抢救及时，老人转危为安，其
儿子于志勇握住宋桂金的手激动地说：“宋
哥，您救了俺爹的命，您是俺全家的大恩
人！” 
  这次偶然的施救，如同一粒种子，悄然在
宋桂金心中生根发芽，救助弱者如同打开了闸
门，让他乐此不疲。2018年7月，他为淄博市张
店区的求助者找到了失踪20年的哥哥；2021年2
月，他摸排半年，帮助受助者找到离家71年的
亲人；2023年12月，他跳入刺骨的河水，救出
不慎落水的少年……像这样的救援故事还有很
多，他的面包车里塞满了救援设备，成了一座
流动的救援站，而宋桂金也成为当地家喻户晓
的“救人专业户”。

  在被救的群众中，有找不到家的91岁失智
老人，有离家出走的少年，还有遇到车祸生命
危在旦夕的一家四口。这一切的背后，是宋桂
金对生命的尊重和无尽的热爱。
  2017年4月1日晚上，宋桂金接到求助信
息，这是他3天内第3次深夜搜寻走失老人。本
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搜寻，却成了他救援生涯
中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行动。从最初在梁山县
内搜寻，到走遍附近县区，7天时间过去，老
人依旧杳无音讯。就在所有人不抱希望的时
候，宋桂金仍坚持发布求助信息，哪里有线
索，他便赶到哪里，终于在第106天找到了远
在滨州的老人。一周后，老人的子女拿着锦旗
前来道谢，见到宋桂金扑通一下就跪在地上，
不停地说：“谢谢！谢谢您救了我们父亲的
命！”当时，宋桂金的泪水唰地一下涌了
出来。
  救人过程的艰难使他深深地意识到：依靠
传统的“人找人”方式，速度实在太慢了，要
想帮助更多的人，就要组建专业的救援队伍。

2017年6月，他自掏5万余元，携手一群志同道
合的朋友，购置上百种专业救援装备，成立了
梁山大义救援队，开启了专业的救援路。
  在宋桂金的带领下，梁山大义救援队从一
开始的10余人，发展到正式队员260余人、预备
队员500余人、志愿者2700余人的庞大队伍。8
年来，梁山大义救援队先后收到锦旗301面，
成为活跃在梁山大地上一抹亮丽的“志愿
蓝”。
  2023年8月，宋桂金集结50余名搜救队员，携
带冲锋舟等救援设施，奔赴河北涿州，连续奋战
5天5夜，转移被困群众1200余人，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深刻内涵。2021
年在河南的洪涝灾害中，宋桂金也第一时间带
领队员20 余人奔赴郑州，连续奋战4天4 夜，转
移救助灾民2000余人。 
  “作为梁山大义救援队的队长，搜救和救援
是我人生的必修课，每当看到走失人员与家人
重逢，我心里暖暖的，因为我们找回的不仅仅是
一个人，而是挽救一个家庭。”宋桂金说。

2025济宁网络文明周启动

  □记者 孟一 报道
  本报济宁讯 日前，2024全国文物修复案例
发布，孔子博物馆馆藏家具文物保护修复项目
入选。
  孔子博物馆现藏有家具文物900余件，本次实
施保护修复的家具文物40件/套，修复过程中，将
传统木作技艺与现代文物修复理念结合，借助现
代科技分析手段，成功完成木质检测鉴定、榫卯结
构加固、大面积髹漆脱落等工作，修复保护后的家
具重新焕发生机。

孔子博物馆入选

全国十佳文物修复案例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冯劲舸 臧盛博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7日，“山东电池动力船舶
船员培训中心”在济宁致远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正
式揭牌成立。该中心由山东交通学院、济宁致远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三方
共建。
  随着国家“双碳”战略深入推进，内河航运必
须转型发展，电动船舶凭借零排放、低噪音、高效
率的优势成为内河航运强力引擎，船员技能培训
应时而生。在国家海事局发布的《电池动力船舶
船员基本培训课程指南》《电池动力船舶船员专业
培训课程指南》《航运企业电池动力船舶船员培训
实施指南》框架指导下，山东交通学院、济宁致远
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联合
成立专业培训中心，致力化解人才短缺难题。三
方将整合各自领域优势，依托山东交通学院雄厚
的海事教育资源和科研实力；致远教育成熟高效
的船员培训体系与标准化设施；新能船业的真实
产业场景和先进技术平台，携手打造从理论教学、
模拟训练到实船操作的全链条、闭环式人才培养
体系，协同破解行业人才短缺瓶颈，精准对接新兴
产业需求，培养新能源船舶产业“即战力”人才。

山东电池动力船舶船员

培训中心在济宁揭牌

  □记者 王浩奇 
  通讯员 范培倩 胡文絮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月26日，济宁市任城区第三届

“理响声远”百姓故事汇宣讲大赛决赛在济宁市实
验初中举行。来自不同岗位的14组参赛选手述说
自身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也讲述了他人坚守与担
当的大爱，用百姓语言、鲜活事例、饱满情绪呈现
出任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故事。
　　本次参赛作品分为理论类、故事类、曲艺类三
种不同的类别，理论类致力于讲清讲透传统文化、
科技创新与城市发展的融合互动，引导听众“学思
想，悟道理，用方法”；故事类聚焦群众身边“小故
事”展现社会发展“大道理”；曲艺类则用朗朗上口
的话语、新颖独特的形式，传达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经过现场评委评审，比赛最终评选出一等奖3
名、二等奖5名、三等奖6名。

“理响声远”百姓故事汇

讲述任城好故事

 　□ 本报记者 孟一
   本报通讯员 秦宣凯 孔勇

　　“我们正处在一个危机四伏、战火纷飞的时
代，世界在紧急呼唤多样性中的和谐。”联想到
正在世界多地发生的战争和冲突，联合国可持
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主席杰弗里·萨克斯感触
颇多，“孔子说过，‘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文化交流去加深理解和互
信，构建起有利于世界和平发展的人类命运共
同体”。
　　6月14日，由孔子研究院、印尼和谐文化
基金会等机构主办的第二届和谐世界文明论坛
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召开，来自中国、美国、
日本、印度尼西亚、泰国等国家以及联合国组

织的政要和专家学者围绕“探讨超越‘丛林法
则’的人类新文明”议题展开深度探讨。
　　“很高兴与会政要和专家能通过论坛达成
一定共识：即在世界科技迅猛发展、地理与文
化壁垒已被突破的当下，孔子所讲的‘和合’
理念应得到更广泛应用。”谈到举办此次论坛
成果，孔子研究院研究员、中外文明交流互鉴
研究基地负责人魏衍华表示，大家一致认为，
各国需要通过重建文明间和谐的集体意识，科
学应对战争冲突频发、极端主义抬头、全球不
平等等国际问题。而这，只是济宁坚持促进世
界文明和谐对话交流的一个缩影。
　　深化文明交流互鉴既是中华文明永葆生机
的内在要求，也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化解全球
性挑战、实现人类和平与共同繁荣的必由之路。
　　近年来，济宁注重办好孔子国际文化节、
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全球媒体创新论坛等大型
文化交流活动，在加力打造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高地上实现了新突破。
　　文化是促进交流与理解的载体，能够超越
语言与国界，成为连接不同文明、促进相互理

解与尊重的无形桥梁。对此，济宁正通过多种
文化途径推动“孔孟之乡 运河之都”同各国
开展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一方面拓展视
觉“可参观”。以传统文化为“轴”，串起古
运河、曲阜新老“三孔”、邹城“两孟”等文
化遗产、文化地标，多维度、多场景展现中华
文脉古迹的厚重绵长；另一方面以科技赋能
“可视听”。鲁源村“鲁源奇妙夜”让孔子与
机器人隔空对话，巧妙回答AI伦理的时代之
问。《尼山圣秀》主题光影秀、《明灯三千》
无人机表演等新场景，呈现了极具艺术感的视
觉盛宴，让往来嘉宾沉浸式感受科技国潮；与
此同时，凸显活化“可体验”。不论是儒家文
化与中华美食有机融合的孔府宴，还是印信拓
片、把脉针灸等非遗体验，都展现了传统文化
的活态传承之美、引起了国外宾客的广泛
兴趣。
　　前段时间，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与济宁
两地博物馆开启线上文化交流。托克马克历史
博物馆展示的丝绸之路突厥文化石像，是中吉
关系的重要史料；济宁博物馆的汉画像石以精

湛艺术造诣获吉方学者赞叹。两地文化交往借
网络“石头”纽带愈发紧密。受此启发，济宁
多部门联动开展国际传播协作，整合汉画像石
资源创新转化，在X（原Twitter）平台启动
“汉画像石上的中国文化”线上展月活动。以
英日韩等多语种深度解读图像文字，讲述孔子
见老子等经典故事的文化内涵，展现济宁传统
文化底蕴。
　　如今，以22个国家的30个友好城市为基
础，济宁持续丰富文化国际传播路径，联动全
球30家驻外旅游办事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以
及脸书、X等国际新媒体矩阵，开展“在济宁
发现中国文化”“国际学生说”等主题系列宣
推，累计推送英韩日俄报道600余篇，覆盖人
数近500万，有效推动了济宁“好声音”破壁
出圈。
　　从线上展示到线下互动，从学术探讨到民
间交流，济宁正以创新开放的姿态搭起文明对
话的“国际会客厅”，推动对外传播和交流从
“文化出海”向“价值传播”升级，让中华文
化在交流互鉴中绽放时代光彩。

办好重大活动、深化友城互动、丰富传播语境，持续提升文明交流互鉴层级

济宁：以文为媒，打造“国际会客厅”

  □ 本报记者 王浩奇
   本报通讯员 鲍童 袁进

　　夏至时节，夜幕降临，位于济宁市任城区的
运河城广场上热闹非凡。和以往不同的是，微热
的夏风中，淡淡药香随风飘来。当“烟火气”融入

“百草香”，当“宵夜局”变成“养生趴”，
商圈的霓虹灯下，一场融合了传统与现代的
“运河夏至夜 中医养生情”——— 中医药运河
大集文化夜市，点亮了济宁的夜生活。
　　6月21日晚，运河城广场上各名医义诊摊
位前人头攒动。年轻人捧着中药茶饮，在“脆
皮青年 养‘ 7’局”的标语牌前拍照打卡；
头发花白的老中医将指尖搭在一名群众手腕
上，叮嘱着养生要领；针灸、艾灸、推拿等体
验摊位前排起了长队；孩子们围在常见中医药
产品展示区前，听着医生讲解药材的功效……
　　如何让中医药文化打动年轻人？任城区将
目光投向夜间经济，以“中医药文化夜市”为
切入点，通过名医义诊、中医特色疗法体验、
中医药产品展示、代茶饮品尝等，让市民亲身
感受“一根银针、一把草药”的神奇疗效，为
千年中医药文化注入新活力。
　　“我老公的工作需要长期伏案，颈椎不太
好”“婆婆和公公一个腰椎不好、一个膝盖不好，
已经排队做针灸、推拿了”“我的手肘最近有点
疼，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夜市上，山
东省名中医、济宁市名老中医李书耀正耐心倾
听每一名市民提出的健康疑惑，一一解答、
支招。
　　推拿、针灸，不到1个小时的工夫，已经有多
名市民接受了服务。与诊所不同的是，驻足排队
的市民跃跃欲试，还有不少市民拿出手机记录
下这新奇的体验过程。居住在附近社区的居民
王长友正趴在诊疗床上，享受着专业的中医针
灸服务。“平时有些腰疼，之前都是去医院，没想
到今天逛着街就能做。”
　　据了解，6月21日、22日两晚的活动，吸引了
5000余名市民到中医药文化夜市上“赶集”，来自
济宁市中西医结合医院、济宁市第二人民医院、

任城区人民医院等医院的医护人员为市民们提
供了多种中医药服务及中医药文化科普宣传，
让市民们免费享受到安全、有效、简便的中医诊
疗服务，“一站式”领略中医药的独特魅力。
　　“让中医药文化以‘夜市’这种灵活的形
式呈现，让更多人能够轻松接触到中医药服
务，既满足年轻群体的养生追求，又迎合了老

年人群的健康需求。”任城区卫生健康局中医
药管理科科长任新华介绍，“同时，围绕夜市、夜
游等主题，打造独特的‘文化+健康’消费场景，
让中医药文化夜市成为济宁独特的‘健康IP’，
既传承文化，又激活经济。”
　　清风徐徐、药香扑鼻，任城区以中医药文
化为媒介，让夜市不再是简单的摆摊，而是打

造出可体验、可传播的文化场景。“未来我们
还将根据时令节气，举办更多场次的中医药文
化夜市，让更多群众‘零距离’‘沉浸式’地
体验中医药在治疗、预防、保健、养生等方面
的独特魅力和作用，加大中医药文化保护、传
承、传播力度，推动中医药融入群众生产生
活。”任新华说。

凭借过硬事迹，成功入选2025首次“中国好人榜”

宋桂金：热心助人的“救人专业户”

当“烟火气”融入“百草香”，当“宵夜局”变成“养生趴”

中医药运河大集点亮济宁夜生活

  □周健 焦庆福 纪晶 报道
  本报邹城讯 6月26日下午，邹城市郭里中
学组织开展了“多方协同护航育才路，徒步研学
丈量乡土根脉”徒步研学活动。在郭里镇伏陶
文化展馆，同学们饶有兴致地参观了土陶文化
展示馆、土陶文化体验馆、土陶工艺品生产馆，
了解了郭里土陶的发展历史、工艺制作流程和
绘色技艺，并亲自动手塑造陶泥。
  “我体验了拉坯过程，感受到泥土在手里的
变化，体会到了泥性与火候的微妙关系。”学生
刘艺涵说。在研学过程中，学生们加深了对土
陶文化的理解，感受到了家乡传统文化的魅力。
  研学活动结束时，郭里中学负责人说：“土

陶文化是当地优秀传统文化，研学让学生们认
识感悟到家乡伏羲文化之深厚，是我们文化赋
能乡村教育的重要途径之一。”
  为避免乡村教育中文化认同危机、家校社
协同断裂、教育质量滞后等诸多问题，郭里中学
以学校文化建设为核心，通过开发“贯通+定向+
潜能”课程群，树立“七彩润德，桃李生辉”的德
育实践品牌。
  学校依托当地非遗优势，开发了“伏羲文化
研学基地”“凫峄书院研学基地”和“陈世家酿酱
文化体验园”等传统文化实践基地，丰富了学生
们的乡村文化实践活动。成立了“家校社共育
委员会”，通过举办家校社协同育人论坛，制定

联席会议制度，开发“勤联”智慧平台，实施优秀
传统文化进家庭、进学校、进社区三进工程，实
现了家校社育人资源共享，推进了家校社三方
在文化育人上的协同联动。
  郭里镇的老百姓有一句口头禅：“不比车，
不比房，比比咱家的读书郎。”郭里中学组织七
年级全体师生去凫峄书院研学时，凫峄书院院
长李崧峤自豪地介绍，“村里人不再将物质财富
作为衡量家庭成功的唯一标准，而是把孩子的
学业成就视为家庭的骄傲。”
  凫峄书院位于高李村，是郭里中学的另一
处研学基地。高李村则是远近闻名的状元村，
自恢复高考以来，高李村已走出近千名大学生，

其中包含80名硕士研究生、19名博士研究生和1
名院士。高李村之所以是状元村，“勤耕尚读”
文化赋能乡村教育，家校社协同机制创新是其
重要密码。
  近年来，郭里中学依托孟子故里、伏羲圣地
地域文化，与山东师范大学合作开展家校社文
化育人的协同实践课题研究，构建了家校社同
频共振的协同文化育人联动机制，营造了“学校
育文化、家庭传文化、社会弘文化”的立体化育
人格局。依据该成果，学校开展的《乡村振兴背
景下家校社文化育人协同机制的建构》研究，已
成功入选山东省十四五规划重点课题，并被济
宁市教科院列为教学成果重点培育项目。

让学子在家乡感悟乡村文化
邹城市郭里中学建立家校社文化育人协同机制

□记者 吕光社 通讯员 臧胜博 报道
  6月24日，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第21艘新能源船“7013”正式吉水，进入水下舾装环节。
  今年以来，山东新能船业有限公司加快生产赶订单，已开工建造新能源船舶42艘，铺底26艘，各系列船舶吉水21艘，交付5艘。

  □记者 王浩奇 实习生 张颖 报道
　　本报济宁讯 6 月27 日，2025 年山东省工贸
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综合演练在济宁举行，重
点检验政企协同、快速响应及科学施救能力。
  本次演练由省政府安委会主办，拉动13 支
队伍、 140 余人参加。演练紧扣“四个专项整
治”，设置了火灾爆炸事故灭火疏散演练，有限
空间中毒窒息、触电施救演练，以及粉尘爆炸、
高处坠落事故演练，涵盖了险情上报、预案启
动、部门响应、企业处置、现场救援、医疗救
护、信息发布等内容，真实展现了工贸行业生产
安全事故应急救援全过程。
  此次演练部署周密，各参演单位响应迅速、
分工明确，达到了预期目的，有效检验了我省工
贸行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
性，锻炼了各级各部门和企业单位的协同作战
能力。

省工贸生产安全事故应急

救援综合演练在济宁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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