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崂山文脉悠长
扬帆文化“两创”蓝海

崂山，这座钟灵毓秀、历史积淀深
厚的海上仙山，自古以来便是文人墨
客竞相吟咏的胜地。它宛如一幅流动
的画卷，静静地诉说着千年的沧桑与
辉煌，滋养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
在这片文化底蕴丰厚的土地上开展文
化“两创”，不仅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更承载着推动文化繁荣发展、助力乡
村振兴的时代呼唤。

文化底蕴深厚，滋养文化创新之
源。崂山悠久的历史和璀璨的文化，
犹如中华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熠熠生辉
的璀璨明珠。从古代的名山传说，到
近现代的文人雅集，千百年岁月流转
间，崂山见证了时光与文化的碰撞。

“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我昔东海
上，劳山餐紫霞”“山海奇观天下无，云
涛烟浪尽成图”……这些传世佳作不
仅道出了崂山的雄伟壮观，更揭示了
它在文人墨客心中的独特地位。这份
厚重的文化底蕴，如同源头活水，为文
化“两创”提供了不竭的灵感与滋养。

自然与人文交融，构筑文化创新高
地。除了为人称道的千年文脉以外，崂
山的自然风光亦是美不胜收。山海相
依，云雾缭绕，为文化创新提供了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在崂山的怀抱中，人
们既能领略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又能
感受到人文历史的厚重与深邃。这种
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为文化“两创”
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无限的可能。无
数艺术家、文学家在此汲取灵感，创作
出无数脍炙人口的作品，为崂山文化增
添了更加丰富的色彩。

传承与创新并举，不负时代深切
呼唤。“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
水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灵
魂，构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精神长
城。文化“两创”恰似一座横跨时空的
桥梁，连接着过往的辉煌与未来的梦
想。回望历史长河，文化“两创”让我
们深切感受到那积淀千年的厚重与魅
力，仿佛每一缕文化气息都蕴含着先
人的智慧与情感。文化“两创”亦如一
盏明灯，照亮人们乘风破浪的前行之

路。在此背景下，崂山区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为切入
点，深入实施文化“两创”提质争先行
动，推动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入基层
社会治理、融入基层党组织建设、融入
基层德治善治、融入精神文明建设。

春风化雨育新苗
“两创”建设显成效

崂山区深知，文化的繁荣离不开
人才的滋养。一场场调研学习的热
潮在这片热土上悄然兴起。在崂山
区的组织下，村（社区）书记们带着求
知若渴的心态，12 次赴青州市、城阳
区取经问道，将先进经验内化于心、
外化于行。城阳区的师资团队 22 次
跨区授课，如春风化雨，滋润着崂山
人的心田。

在此基础上，崂山区精心组建了
一支文化“两创”的生力军——以村居
专兼职人员为骨干，社会团队为辅助，
志愿者队伍为补充的工作团队。他们
走进课堂，倾听居民心声，成为文化

“两创”的先行者，以实际行动诠释着
责任与担当。

专题培训班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193班次、520余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课程，200余场理论政策宣传、百姓宣
讲、红色教育等活动让文化的种子在
崂山人民心中生根发芽。拍打养正
操、太极拳、八段锦等特色健身运动，
更是让文化韵味与健康体魄相得益
彰，全年15400余人次参与其中，共同
见证了崂山文化的蓬勃生机。

文化润人心，文化亦聚人心。崂
山区发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的精神，强化顶层设计，深耕
人文沃土，建立区、街道、村（社区）三
级文化“两创”服务体系，打造10分钟
文化“两创”推进服务圈。创新探索出

“点单式”服务，建立文化“两创”项目
库，通过开展精品项目评选、征集公益
课程活动等方式，形成11个类别、70项
琳琅满目的文化服务资源清单。各村

（社区）按需点单，并定期反馈课程安
排，目前已有20个高校、企业、组织提
供常态化服务150余次。“家门口”的文
化盛宴令人们纷纷竖起大拇指点赞。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崂山区把文化
“两创”工作融入民生服务、矛盾调处、家
风民风、党员教育、基层党建等方面，以
文化融入基层社会治理为着力点，推动
社区治理能力创新提升，促进家庭关系、
邻里关系、干群关系有效改善，构建和谐
稳定、充满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

王哥庄街道常家村党支部书记高维
克对此深有体会，常家村积极响应全区
开展文化“两创”工作的号召，党支部成
员多次去城阳区深入学习，汲取经验。

“在学习过程中，我们发现老百姓对学习
传统文化的兴趣高涨，于是下定决心一
定要做好文化‘两创’工作。”高维克告诉
记者，常家村文化“两创”培训班开展过
程中，党支部、村两委乃至网格员和公益
岗人员齐心协力、干劲十足，大家不仅多
次为课程出谋划策，每天还主动提前一
小时到场准备。“最开始怕大家不理解，
我们还发动党员，鼓励他们踊跃参与，起
到带头作用，就连几位80多岁的老党员
都积极加入。”高维克说。

有志者事竟成。随着工作的深入开
展，文化“两创”的魅力也愈发凸显。居
民们脸上的笑容越来越灿烂，家庭、邻里
关系也更为和睦了。“我们全程都跟着大
家一起上课，取得了之前意想不到的效
果。文化‘两创’还拉近了我们和居民之
间的距离，大家仿佛朋友一样相处，这对
我们的基层治理工作也起到了有力的推
动作用。”高维克欣慰地说。

凝心聚力筑基石
携手共创文明新篇

文化如晨曦之露，润物无声、滋养心
田。我们可以看到，一股文化“两创”的融
合新风已吹进崂山区的各个角落，一个个
和谐与进步的动人故事正悄然上演。

放眼全年，崂山区积极推进活动资
源多元化整合，构建“群众满意”新局面：
以“文明实践我行动”为主题，策划开展

“传递文明·呵护生命”“我在文明实践中
心过佳节”等六项文明实践专题活动
9000余场，承办山东省暨青岛市第二十
一届社会科学普及周、2024 年青岛市

“我们的节日·中秋”主题活动、青岛市移
风易俗主题小戏小剧展演等省、市级活
动7场；暑假期间，各级各类文明实践阵

地面向学生群体开展丰富多样的科普、
手工艺制作、扶弱助困服务等活动，推
广了文明实践“假期模式”；聚焦特殊群
体，每月推出一期《她力量·聚光芒》关
爱妇女儿童特殊阶段访谈节目，有效提
升重点人群幸福感；聚焦政企联动，举
办文明实践爱心企业联盟大会，现场举
行纳新仪式，联盟队伍由 69 家壮大至
130余家……

近日，中韩街道海大路社区、北宅街
道华阳村、金家岭街道石老人社区、王哥
庄街道曲家庄村、沙子口街道大河东村
文化“两创”与精神文明建设融合发展培
训班先后启动，更是再一次点燃了这份
热情。人们自觉成为优秀传统文化传承
人、新时代精神文明践行者的理念蔚然
成风，犹如“千树万树梨花开”。

走进北宅街道华阳村的传统文化课
堂，老师们用生动的语言讲述着《论语》
等经典篇章，让学员们在字里行间感受
先贤智慧；中医养生课上，辨体质、学饮
食、找穴位，体验中医文化的博大精深；
传统文化学习环节，通过视频课程、互
动交流、课后作业等形式，让孝顺、和睦
的传统美德深入人心；互动课堂上，学
习手语舞、开展小游戏，锻炼学员的手
眼协调能力，拉近学员距离，促进邻里
关系和谐……老师们援古证今，以生动
的语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娓娓道来。村民们不仅沉醉于这片智慧
的海洋，更亲身体验中医养生的奇妙。

“崂山区开展的文化‘两创’培训让
我受益匪浅，不仅学到了很多传统文化
知识，还学会了如何更好地与家人相
处。全区一年里还有很多丰富多彩的活
动，我们邻里乡亲都非常感兴趣。”居民
李女士说。

“下一步，崂山区将继续在文化‘两
创’的道路上砥砺前行，不断创新实践，
拓宽服务领域，深化文化内涵。我们将
聚焦三个方向发力，构建向上向善激励
引导机制，抓责任落地、保障落实；拓展
文明实践阵地服务功能，促活动互通、服
务互惠；实施城乡精神文明建设行动，塑
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崂山区
文明办有关负责人介绍。克难奋进，蓝
图终现；苦干实干，目标必达。崂山区正
以汗水为墨，以坚韧为笔，将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的精髓融入发展的血脉，让古老
智慧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观海新闻/青岛早报记者 姜丹宁

崂山文化“两创”织就精神文明华章
崂山区践行文化“两创”先进理念 推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和谐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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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无垠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长河中，崂山区犹
如一颗熠熠生辉的
璀璨明珠，正以创
新的笔触和非凡的
智慧，悉心书写着
文化“两创”与精神
文明建设深度融合
的辉煌篇章。回望
过去的一年，崂山
区秉持开放包容的
博大胸怀，矢志不
渝地践行文化“两
创”的先进理念，推
动传统文化与现代
文明交相辉映、和
谐共生。 沙子口街道大河东村“村晚”精彩表演。崂山区文明办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