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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
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
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2013年11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曲阜孔府和孔
子研究院考察，为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指引方向。
　　两千多年来，先贤孔子以学立身，成
为“万世师表”，由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
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儒家思想，对中
华文明产生了深刻影响。
　　2014年9月，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
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
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
《论语》的开篇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
乎”欢迎与会各国嘉宾。总书记在讲话中
强调：“儒家思想同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
过程中所产生的其他思想文化一道，记载
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在建设家园的奋斗
中开展的精神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
造的文化成果，反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追
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
要滋养。”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古城曲阜以孔
府、孔庙、孔林“老三孔”为原点，以孔子研
究院、孔子博物馆、尼山圣境“新三孔”为
延伸，深耕文化沃土，坚持“古为今用，去
粗取精，去伪存真，因势利导”，在实践中
激发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启迪新时代的
哲思。

 走进“三孔”：

感悟千年积淀文化殿堂

　　古木参天，庙堂巍峨，宅院深深。夏至
时节的山东曲阜，似火的骄阳没有阻挡住
人们拜谒先哲的脚步。孔府、孔庙、孔林气
势恢宏、光芒璀璨，儒风千载、文脉相传。

　　坐落于曲阜南北城市中轴线上的孔
庙古代建筑群规模宏大、布局严整。大成
殿月台上，丝竹悦耳、雅乐悠扬，尽显中华
礼乐之美。
　　孔庙东侧，是以青砖灰瓦建筑为主体
的孔府，有“天下第一家”之称。
　　曲阜城北，孔林——— 孔子的长眠之
地，碑刻数量众多，苍松翠柏夹道侍立。神
道长达千米，通往“至圣林”深处，仿佛伸
向悠远的历史。
　　1994年，“三孔”被联合国列入世界文
化遗产名录。
　　“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应该从孔子
开始；要更好地了解孔子，就要走进‘三
孔’。”孔子研究院原院长、山东大学儒学
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朝明说，孔子创立
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其提倡的“仁、义、礼、智、信”等理
念，时至今日仍然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
财富。
　　2013年11月，到孔府和孔子研究院考
察时，看到《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两
本书，习近平总书记饶有兴趣地拿起来：
“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见贤思齐焉，
见不贤而内省也”……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华文化传承、中
华文明永续，强调“我们一定要重视历史
文化保护传承，保护好中华民族精神生生
不息的根脉”。总书记多次在不同场合引
用《论语》等儒学经典，从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智慧。
　　今天，人们沿着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时
的足迹，徜徉在占地约240亩的孔府，感受
九进院落、三路布局的堂皇威严，驻足于
俯拾皆是的楹联家训前 ，汲取文化的
力量。
　　“今年以来，‘三孔’景区接待游客数

量明显增加，已达360万人次，其中许多是
研学教育班次，成为了传统文化研学游重
要目的地。”曲阜市三孔文化旅游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张磊说。

 鸿典皇皇：

照亮中华盛世崭新篇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生而为中
国人，最根本的是我们有中国人的独特精
神世界，有百姓日用而不觉的价值观。我
们提倡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充分体
现了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
华。”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诚信
是安身立命、治国安邦之根本。
　　曲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内，每个周
末，印社的篆刻老师带领孩子们一笔一画
体验印信文化的魅力。随着一枚枚以儒家
文化为主题的印章制作完成，蘸取印泥，
落章为信。
　　曲阜印社篆刻老师张国旗说：“以印
为媒、弘扬诚信。学习篆刻不仅是一种文
化陶冶，更是为了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印
刻在孩子们的心里。”
　　世事变迁，家风不移。《孔氏祖训箴
规》云：“祖训宗规，朝夕教训子孙，务要读
书明理”。
　　“不论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
格局发生多大变化，我们都要重视家庭建
设，注重家庭、注重家教、注重家风。”孔府
重光门政德教育现场教学点教员孔明慧
向学员详细讲解儒家家风家教，包括孔家
“诗礼传家”家风等。
　　一些参加培训的学员说，家风是个人
成长中的“护身符”。家风好，则民风好，国
风好。儒家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价值理

念和道德规范，积淀中华民族深沉的人文
精神追求，也将照亮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
篇章。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
　　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教授李敬学
说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志道忠
诚、为民担当、修身齐家等宝贵思想，对
提高干部执政能力和政德修养很有教
益。近年来，济宁政德教育干部学院探
索出一套课堂教学、现场教学、体验教
学、礼乐教学“四位一体”的教学模式，创
作教学剧目，丰富教学方式，取得较好
效果。
　　“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尽读
书”。千百年来，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大道
之行、天下为公”的社会理想，“为政以德、
仁民爱物”的政治理念，“民惟邦本、本固
邦宁”的民本思想，“修齐治平、经世致用”
的家国情怀，“仁义礼智、孝悌忠信”的道
德主张……不断滋养着古城曲阜，乃至巍
巍中华的每一寸土地。儒韵民风代代相
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光芒在时代发展
中淬炼成金。

 返本开新：

品味儒风雅韵时代新生

　　孔庙神道南延伸线上，孔子研究院赫
然矗立。1996年，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孔
子研究院成为专门的儒学研究机构。
　　习近平总书记在曲阜考察时指出，研
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
立场，坚持古为今用，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因势利导，深化研究，使其在新的时代
条件下发挥积极作用。
　　网罗经诰，玉振金声。近年来，孔子研
究院把儒学研究阐发作为基础性、先导性

工作，聚焦“论语学研究”“中华礼乐文明
研究”“《孔子家语》研究”等学术专题，产
生了一系列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研究成果。
特别是由儒学大家领衔的“翻译中国”项
目，已推进6年多。
　　孔子研究院副院长刘续兵说，“翻译
中国”项目旨在对儒学重要概念进行准
确、完整翻译，已出版系列专著，为中国对
外讲述儒学、世界了解儒学提供了跨文化
阐释哲学术语工具书。
　　与此同时，习近平总书记关注的《孔
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发行量总计已达
50多万册，被译成英语、德语、韩语等16种
文字，远赴美国、韩国、吉尔吉斯斯坦等10
余个国家。
　　2018年，北距孔庙4公里处，一座融合
了孔庙大成殿和汉唐风格的现代建筑拔
地而起，这就是展示孔子生平、思想以及
孔氏后裔生活的孔子博物馆。在这里，70
万件珍贵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并为学术研
究提供不竭滋养。
　　步入主展馆，肃穆、庄重之感扑面而
来。记者看到，序厅内的巨大孔子像浮现
在乳白色书墙上，在灯光变化下时隐时
现，书墙展示了《论语》《儒家思想与现代
社会》等诸多阐释孔子思想的代表作；《孔
子圣迹图》大型互动厅内，通过VR等技术
生动演绎孔子周游列国的故事。
　　“一部《论语》，藏着中国人的精神根
脉”“儒家经典，是世界读懂中国文明的
密码”……观众留言中 ，满是自信与
自豪。
　　孔子博物馆珍藏着具有鲜明中国传
统家族特色、极高历史文化价值的文物。
孔子博物馆馆长郭思克说：“这些藏品是
孔氏家族传承、中国历史沧桑的见证，也
是孔子和儒学对中国历史产生深刻影响
的记录。”

　　来自山东菏泽的大学生王子谦在孔
子博物馆礼乐研习所聆听了两千多年前
的韶乐，身临其境体会“孔子闻韶乐三月
不知肉味”。“第一次听到这样的音乐，太
震撼了，古韵悠长、余音绕梁。”王子谦说，
“我们年轻一代有义务把这种文化传承下
去。”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
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
的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的话语饱含
深情，凝聚力量。
　　在6月2日举行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为新时代努力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指明方向：“只有全面深
入了解中华文明的历史，才能更有效地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更有力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
化建设，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新老
“三孔”承前启后，珠联璧合，成为推动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的生动写照。
　　6月25日至27日，孔子出生地曲阜尼
山迎来一场触摸时代前沿的对话——— 主
题为“人工智能时代：构建交流、互鉴、包
容的数字世界”的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文
明尼山对话。2013年以来，曲阜举办了尼
山世界文明论坛、世界儒学大会、“国际儒
学论坛·2019”等多个旨在传承和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世界不同文明交流
对话的国际文化学术交流活动，为构建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世界提供中华
智慧。
　　曲阜市文物局局长孔德民说，我们将
不断探索让优秀传统文化新起来、活起
来、兴起来的有效途径，使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焕发新的生命力。
       （新华社济南6月25日电）

曲阜“三孔”：儒风千载文脉传

习近平的文化足迹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致国际
粮食减损大会的贺信中指出，粮食安全是
事关人类生存的根本性问题，减少粮食损
耗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途径。
　　夏粮占我国口粮年产量的四成，夏粮
丰则全年稳。时值夏粮收获尾期，山东、河
北、安徽等小麦主产区在前期克服低温天
气、病虫害影响，奋力夺取丰产的基础上，
紧抓机收、烘干、仓储、加工等环节，着力
耕种好节粮减损这一“无形粮田”。

让让““丰丰收收在在望望””变变为为““丰丰收收到到手手””

　　麦收时节，山东临沭县店头镇的麦田
里，2023年山东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
拉开帷幕。10名农机手驾驶农机匀速前
行，将金灿灿的麦田剃成“板寸”。
　　收割完成，裁判组进场寻找遗漏的麦
粒。“我们组找了两个点位，接近3平方米
的地块，找到的麦粒数只相当于两三个麦
穗。”正数着“战利品”的临沭县农技推广
站工作人员王鹏峰说，这一损失率远低于
要求。
　　8个月生长期内，夏粮经历了重重考
验，丰收来之不易。
　　“去年小麦播下去不久就遭遇‘断崖
式’降温，不少麦苗受了冻害。”山东桓台
县起凤镇起南村党支部书记魏锐祚说，村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购买了叶面肥和营养
液喷洒服务，并采取了沼液还田等措施，
稳住了每亩1000斤的产量。
　　今年春季，安徽预判小麦赤霉病大流
行风险高，预计小麦赤霉病自然发生面积
约占种植面积的95.5%。当地加大资金、药
剂、器械等要素保障力度，省、市、县三级
财政3月底前筹措资金6.5亿元，及时组织
实施统防统治和小农户的代防代治，筑牢
了夏粮丰收防线。
　　临近麦收的降雨天气，让黄淮海麦区
打响了一场“夏粮保卫战”。
　　抢收压力较大的安徽从山东、江苏等
地引入机具，“歇人不歇机”24小时抢收；
由村干部、老党员组成的应急抢收服务队
活跃在麦收一线，机动调配农机保障及时
抢收。麦收高峰期，安徽日均投入收割机
超过12万台，其中6月3日收获小麦997万
亩，创历史新高。
　　机收是粮食“落袋为安”的第一步。小
麦主产区近年来持续通过改良更新农机、
培养提升机手素质，努力降低机收损失。
　　“以前开老式收割机，经常掉籽掉穗。
今年我花15万元购买的新型小麦收割机，
功率更大、密封性更好，机收损失率降到
了1%以内。”在河北邢台南和区史召乡，农
机手张军坡对新农机“少掉籽”很满意。
　　南和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郑云平介
绍，为确保机具机手以最佳状态投入“三
夏”生产，南和区提前谋划，在检修12000

台农机的基础上，又通过农机购置与应用
补贴，引导购买新农机537台、培训机手2
万余人次。
　　按行业标准，小麦机收损失率控制在
2%以内为合格。作为我国第二大小麦主产
区，山东近年持续组织粮食作物种植面积
50万亩以上的县开展机收减损大比武，带
动机手能力常态化提升，降低机收损耗，
今年正常作业条件下机收损失率预计在
1.5%以下。
　　铢积寸累，“多收一斤是一斤”背后有
大经济账。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农机化管理
处处长王乃生说，按去年山东528亿余斤
的小麦总产量计算，机收损失率每降低
0.1%，理论上就能挽回5000多万斤粮食，相
当于“新增”5万多亩耕地。

烘烘干干塔塔、、““空空调调房房””稳稳质质保保粮粮

　　走进山东德州陵城区新城社区党群
服务中心，2400多平方米的院子被粮食铺
满，只留出几条“羊肠小道”。几名村民穿
梭其中，打理着自家晾晒的麦子。
　　临邑县公布公共晒粮场所和辖区企
业“共享小麦晒场”；平原县部分乡镇倡导
工作人员上班不开车，腾出“政府大院”让
群众晒粮……为满足农户粮食晾晒需求，
山东多地的乡镇“政府大院”、村级文化广
场等公共场所化身临时晒场，群众纷纷

“点赞”。
　　晾晒、运输、仓储等产后环节，粮食损
失占比高。今年，各主产区显著加强粮食
产后服务，着力减少损失。
　　记者6月上旬在安徽太和县隆平小丽
种植专业合作社院内看到，烘干塔正在以
低温模式工作，1000余亩地的新麦经精选
机除杂，通过粮食提升机冲进粮仓，被传
送带送入烘干塔。“我们这里是制种基地，
对小麦品质要求高。烘干塔的投用，不仅
降低了我自己的小麦霉变损耗，还能为周
边5个大户的近200万斤小麦提供烘干服
务。”合作社理事长袁秀珍说。
　　面对不利天气，安徽一手抓抢收，一
手抓抢烘。全省投入烘干机1.74万台，有效
帮助群众减少了粮食损失。
　　一些具备条件的地区还建设了公共
性烘干仓储设施，扩大服务覆盖面。在山
东齐河县，国有企业在田间地头投资建设
的16个粮食烘干仓储服务中心覆盖每个
乡镇，让粮食可以从收割机直接装车，就
近送往烘干仓储服务中心“不落地”入仓，
既保证了粮食品质，也避免了传统晾晒方
式导致的损失，预计每年可节粮7000吨。
　　入仓小麦住进“空调房”，品质和损失
率得到严格控制。
　　在中储粮阜阳直属库有限公司，随着
夏粮收储开始，现场工作人员启动制氮
机。“气调储粮可以降低仓内氧气含量，实
现杀虫和抑虫，同时也对粮食起到抑制呼

吸、减少损耗的作用。”中储粮阜阳直属库
有限公司仓储管理科科长崔仁立说。
　　这个粮库的每个粮堆里分布着近400
个温度传感器。“一旦粮食温度异常，我们
能及时发现并调节。通过科学保水保温，
粮食可以常年维持在最佳状态，延缓劣
变。”崔仁立说，多种储粮新技术的集成应
用，让粮食储存环节损耗从过去的1%降到
了现在的0.6%左右。

综综合合利利用用隐隐形形““增增地地””

　　在河北邯郸市邯乡面业有限公司的
生产车间内，大功率鼓风机推动小麦在生
产线上“游走”，生产出面粉的同时，价格
高出小麦6倍的胚芽也被提取出来。
　　一粒小麦，可以衍生出多少种产品？
　　在山东滨州，科技创新正驱动粮食精
深加工、综合利用。滨州市副市长毕志伟
介绍，小麦在当地能加工出谷朊粉、赤藓
糖醇、膳食纤维等10大系列500余种产品，
每吨小麦总产出比传统方式增加5000
余元。
　　随着粮食加工利用不断精细化，对小
麦更好地“吃干榨净”成为常态，一些以往
利用效率不高的“边角料”实现“逆袭”。
　　“胚芽的重量只占小麦的2%左右，但
营养占比却超过60%，富含蛋白质、维生
素、矿物质，是小麦营养的‘宝库’。”邯乡

面业首席质量官杨竹英说，新鲜的小麦胚
芽不耐储存，易发酵变质，过去只能作为
廉价的饲料原料出售。公司购进国内先进
设备，实现了面粉加工和胚芽提取的同步
进行，年产小麦胚芽20余万公斤、创造产
值2000万元以上。
　　“保留胚芽就是节约粮食。”邯郸市肥
乡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杜光旭
说，肥乡区今年收获了20多万吨新麦，如
果全部保留胚芽，就可以多出0.4万吨高效
利用的粮食。
　　胚芽用来制取胚芽油和蛋白粉，麸皮
精制成食疗纤维食品，制取酒精的酒糟用
于养殖……粮食利用由粗放走向精细，提
高单位土地产出的同时，也让我国的粮食
安全多了一重保障。
　　充分挖掘粮食价值的同时，粮食加工
不再追求“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近年来，
“粗磨”“全麦”系列产品不断走向高端，消
费者接受度持续提升，让营养健康与节粮
减损实现双赢，无形“增地”。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5月11日上午举
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
局副局长黄炜说，针对市场上存在的过度
加工的问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加大
适度加工技术研发和成果推广力度，升级
改造加工设备，减少不必要的粮食、油料
损失和消耗，提高成品粮出品率和副产品
的综合利用率。
       （新华社济南6月26日电）

耕好“无形粮田”
——— 从夏粮主产区看“全链条节粮减损”路径

  经潍坊市人民政府批准，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决定以网上交易方式公开出让1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开出让地块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招拍挂出让网上交易公告
潍高自然资告字〔2023〕8号

  注：该地块按照“标准地”模式供地，
土地开发利用须符合“标准地”控制指标
要求，详见“标准地”文件。该地块项目鼓
励使用装配式建筑，不做强制要求。该地
块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75%，对应设
计降雨量不低于21.7mm，项目建设时应
满足《潍坊市“海绵城市”建设技术导则
与图集》（试行）等海绵城市相关技术标
准要求。鉴于地下文物埋藏的不可预知性，
竞得者如在工程建设过程中发现文物，应
立即停止施工、保护现场，及时报告当地文
物主管部门和公安部门，依法依规协助有
关单位进行抢救性考古挖掘和文物保护。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自然
人、法人和其他组织，除法律、法规另有
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被列入失信联合
惩戒对象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不

得申请参加。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采取
网上交易方式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
确定竞得人。
  四、本次网上交易的详细资料和具
体要求，详见公开出让文件。
  （一）申请人可于2023年6月27日10时
至2023年7月25日10时（以潍坊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服务器时间为准，下同）登
录潍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http：//
ggzy.weifang.gov.cn）下载网上交易出让公
告、出让须知及其他相关网上交易出让
文件，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
加竞买。
  （二）申请人可于2023年6月27日10时
至2023年7月25日10时提交竞买申请，打
印《竞买申请书》《资格确认书》，并按要

求缴纳竞买保证金。竞买保证金到账的
截止时间为：2023年7月25日10时。
  （三）挂牌交易时间：
  2022-G28号地块挂牌交易时间为
2023年7月17日10时至2023年7月27日10时。
  五、资格审查
  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交易
出让实行竞买资格后置审查制度。竞得
人应当在网上交易结束后（含挂牌结束
日）5个工作日内，持竞买申请书、国有建
设用地使用权报名表、授权委托书、资格
确认书、网上交易承诺书、营业执照副
本、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及复印件，或代理人身份证和复印
件等资料（以相应地块《国有建设用地使
用权网上交易出让须知》为准），根据联
系方式到相应的地点进行资格审核。审

核通过后，签订书面《成交确认书》；审核
不通过的，竞价结果无效，该宗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重新交易出让。竞买保证金
按照《潍坊市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上
交易规则（试行）》的规定办理。
  六、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
  （一）公共资源交易网注册验证
  （1）诚信入库：在潍坊市公共资源交
易网申购需先登录系统通过“会员网上
注册”进行诚信入库，注册时诚信库审核
地区请选择“市辖区”。
  （2）上传证件：注册完成后通过网站
会员中心“企业会员系统”登录，竞买人选
择“土地/矿业竞买人”类型，填写基本信息
并上传有关证书和资料的原件图片或扫
描件（上传复印件的，验证将不被通过）。
  （3）网上验证：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实施网上验证，验证通过后即可进行网
上申购，网上验证时间：上午9：00至11：30，
下午13：00至17：00（法定公休日、节假日除
外，验证时限为1个工作日，请各竞买人
尽早提前注册，避免因验证时间不足而
影响竞买申购）。注册验证联系电话：
15318914578。
  （二）CA免费办理
  现场办理：潍坊市东方路3396号潍坊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CA办理窗口，
山东卓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即收即办。
  网上办理：竞买人登录山东卓码信
息技术有限公司在线平台注册后按流程
办理。
  具体办理流程：请在潍坊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重要通知—《CA数字证
书免费办理流程》中查阅（网址：http：//

ggzy.weifang.gov.cn/wfggzy/InfoDetail/？
In f o ID=dbb7 1d 3 3- 1 4 f 1- 4 1 d e- 9 e 0 2-
7b8d3c0df7cb&CategoryNum=048001）
  CA数字证书办理时间及联系方式：
  法定工作日：上午：9：00-12：00；下
午：13：00-17：00。
  窗口联系电话：15345366335。
  山东卓码数字证书客户服务电话：
19953638182。
  技术人员7*24小时服务电话：赵工
18353633022，马工18560027360。
  服务监督电话：0536—8080981。
  注意事项：竞买人应当在提交竞买
申请前办理完毕，以免影响使用。除山
东卓码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免费办理的
数字证书外，其他已接入山东省公共资
源交易多CA统一认证平台的数字证书，
可在潍坊市公共资源交易系统中使用，
但不享受免费办理、更新、更换服务。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网
上交易出让只接受网上竞买申请（即通
过潍坊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进行），
不接受书面、电话、邮寄、电子邮件及口
头竞买申请。
  （四）本次网上交易的事项若有变
更，出让人将发布变更公告，届时以变更
公告为准。
  潍坊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新分局
       2023年6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