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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鲁山墨子研究工作的情况汇报

一，加强墨子研究工作的现实意义

鲁山县是春秋战国时期我国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

科学家墨子的故里。有关墨子的逸事、遗迹在县内有不少遗存。

这些宝贵遗存不仅是鲁山县乃直河南省甚至是国家不可多得的

重要文化资源。平顶山市把墨子列入市“十大历史名人”首位，

河南省也已把墨子列入河南省文化名人。保护和利用好这一重要

而宝贵的名人文化资源，不仅是河南人民的义务，更是墨子故里

鲁山人民和党委、政府的神圣责任、光荣义务。加强墨子研究、

开发墨子文化，对当今建设和谐社会，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拉动

内需，实现河南“旅游立省”、鲁山“旅游立县”的战略目标，

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二，鲁山墨子学术研究工作目前存在的问题

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自 1992 年至今，在历届县委、政府领

导下，已经历了 18 个年头，虽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形势不容乐

观。

（一）鲁山墨子学术研究工作长期处于自发、自流状态，对

墨子里籍、方言的研究虽有部分成果，但国家级学术权威尚未完

全认可。鲁山的墨子研究工作，从 1992 年县委、政府成立“鲁

山县墨子研究会筹备工作领导组”以来，由于机构、人员频繁变

动等多种原因，筹备了近 18 年，鲁山县墨子研究会至今没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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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严重影响了鲁山墨子研究工作的正常进行。河南省社会科学

院虽然在鲁山组织召开过三次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县里花了

钱，起到了一定作用，但由于鲁山地方没有相应的墨子学术研究

机构的助力和延伸作为基础，使会前筹划和会后成果张扬，显得

十分薄弱，使本应该取得的成果，却失之交臂。往往是：会议结

束，任务完成，如同“放炮”，声响烟消。对于墨子系统研究的

重大课题，长期无人过问，处于自发、自流的游击状态。而力主

“墨子里籍山东说”的滕州，却举全市之力开发墨子文化，并借

经济实力雄厚和发展旅游“无中生有”、“小题大做”的有利时机，

挟迫学术研究弄虚作假，不仅借助中央主流新闻媒体（中央电视

台广告及《百家讲坛》、《走遍中国》、《探索与发现》等栏目）大

造舆论，铺天盖地，而且又充斥各种出版书籍，伪造历史，弄假

成真。致使“墨子里籍鲁阳说”怀疑其真，真也成假。当然，我

们步子慢了，不能埋怨人家走的快了！我们应着重从主观上查原

因。

（二）有关墨子文化生产力的转化，缺乏认真研究和总体系

统规划。社会上，一度出现自发的、零打碎敲的无序开发，乱占

资源，浪费钱财，既形不成景观和规模效应，也没有经济效益。

鉴于我县经济实力所限，墨子研究成果更没有在鲁山有效展现。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发展课题，没有组织相关专门人员认真研究，

自然不会有明显进展。

（三）墨子研究对鲁山经济的助推作用还根本没有发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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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由于我们没有研究墨子的学术机构，没有人对墨子文化和发

展墨子经济进行专门研究，使很多有利于我县经济发展的重要资

源和有利条件无法充分利用，对我县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产生助

推作用。

三，鲁山墨子研究滞后的主要原因

（一）墨子研究机构不健全。自 1992 年至 2004 年的 13 年间，

我县两次成立“墨子研究领导组”，均为领导机构，没有成立墨

子学术研究机构。“领导组”虽然当时起到一定作用，但对我县

墨子学术研究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及对外进行墨子学术研究交流，

都极不相适应。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墨子研究的进程和研究成

果的推广。更重要的是，影响了鲁山墨子故里知名度的提高和鲁

山经济的发展。

（二）墨子研究工作的领导不能相对稳定。单一成立的“墨

子研究领导组”是临时机构，领导成员多数是现职领导，对完成

临时工作任务很有成效，但不可能相对稳定，往往因领导人员工

作变动不能及时增补，使“墨子研究领导组”形同虚设，群龙无

首。使本来薄弱的墨子研究工作，又陷入长期的停止状态或自发

状态。

（三）没有设立“鲁山县墨子研究会”。18 年来的经验教训

告诉我们，由于我县没有墨子学术研究机构，或者只把这个机构

当作一般的社会团体对待，让其自行解决办公场所和经费，很可

能自行“流产”，更不利于我县旅游文化经济事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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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加强鲁山墨子研究工作的建议

鲁山墨子研究工作是一个重大课题，是一项系统工程，它既

符合河南“旅游立省”的战略目标，又是我县实施“旅游立县”、

“文化鲁山”战略的重要举措；它既是发展鲁山的重要文化旅游

项目，也是发展鲁山的重大经济项目。建议县委、政府应高度重

视，抢抓机遇，把鲁山墨子研究这一重大课题，当作发展鲁山文

化旅游事业、建设鲁山墨子文化事业、建设文明富裕鲁山的重要

契机和举措去抓，使我县墨子研究工作，早日走向全国、走向世

界，使鲁山墨子这张文化、旅游、经济的品牌叫响海内外，为鲁

山的未来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为此，建议：

（一）成立领导机构。由县委、政府主要领导任组长、县四

大班子分管领导任副组长、各有关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鲁山县

墨子研究工作领导组”，领导协调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 （建

议名单附后）

（二）成立办事机构。为真正把鲁山墨子研究工作落到实处，

不再架空棚架，借鉴外地经验，尽快成立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

领导组办公室，作为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领导组的高规格的官

方常设办事机构，受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领导组的领导，定编

定岗定员定责，建议编制为 3 至 5 人，从有关单位选调热爱墨

子研究和有一定文字基础的人员专门负责，建议鲁山县墨子研

究工作领导组办公室性质为是全额财政拨款事业单位，规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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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县级或正科级，有专门办公场所，定期拨付专门宣传研究经

费，负责研究成果转化，招商、规划、建设、管理“中华墨子

文化苑”项目，倾力策划、运作墨子研究宣传开发等具体事宜。

（三）成立研究机构。鉴于墨子研究工作学术性、连续性

和稳定性的特点，按程序、依法成立“鲁山县墨子研究会”，作

为我县专门从事墨子学术研究机构，受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领

导组办公室的指导和协调，与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领导组办公

室合署办公，一个机构，两块牌子。主要职责是搞好墨子里籍、

思想学术研究；实施国内外学术交流。 （鲁山县墨子研究会

成员建议名单附后）

鲁山县墨子研究会筹备工作领导组办公室

二Ｏ一Ｏ年十月一日

附件 1：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领导组成员名单（建议名单）

附件 2：鲁山县墨子研究会成员名单（筹备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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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领导组成员名单

（建议名单）

为了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深化墨子研究，提高鲁山知名度和美誉度，增加旅游的

文化内涵，加快实施“旅游立县，加速崛起”战略，促进鲁

山小康社会建设，县委决定成立鲁山县墨子研究工作领导

组。

组 长：荆建刚（县委书记）

郭斌献（县委副书记、县政府县长）

副组长：陈章法（县（市）区长级干部）

郭东晓（县委常委、宣传部长）

高学智（县人大副主任）

李玉洁（县政府副县长）

范崇海（县政协副主席）

刘 涛（县政府党组成员、尧山管理处

党委书记）

杨 威（昭平台水库管理局副局长）

成 员：王 晓（县委办副主任）

任国军（县政府办公室主任）

王建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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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青（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袁占才（县文联主席）

程广业（县政协文史委主任）

魏国平（县文化局局长）

张新泉（县广电局局长）

贾源培（县财政局局长）

王献春（县教体局局长）

许 杰（县民政局局长）

刘天旭（县交通局局长）

孙前进（县公安局副局长）

申松阳（县旅游局局长）

王西京（县史志办主任）

陈富元（尧山管理处副主任）

冯德顶（昭平湖风景区管理处主任）

谷洪涛（尧山镇党委副书记、镇长）

杨文歌（赵村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齐瑞峰（库区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孙天增（熊背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邵文斌（让河乡党委副书记、乡长）

张新河（原石人山管理处主任）

李玉凯（县国税局原局长）

张九顺（县公安局 110 指挥中心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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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怀发（县文化局文物所所长）

乔书明（县文化局干部）

刘秋成（县政协常委）

郑建丕（县文化局正科级协理员）

郭成智（县史志办退休干部）

领导组下设办公室，作为专门常设机构，专门负责指导

协调鲁山墨子研究宣传开发事宜。

鲁山县墨子研究会成员名单

（筹备意见）

特邀顾问：王全书（河南省政协主席）

葛纪谦（河南省委宣传部原常务副部长、省墨子学会

会长）

裴建中（平顶山市政协主席）

刘蔚华（山东省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山东省社科联原

主席）

顾 问： 王 耀 （河南省社科联主席）

赵保佑（河南省社科院正院级干部、河南省墨子学会

会长）

唐 飞（平顶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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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民中（平顶山市政协副主席）

萧鲁阳（河南省墨子学会副会长、研究员）

张柏栓（河南省委外宣办副主任）

高秀昌（河南省墨子学会秘书长、研究员）

徐希燕（中国社会科院研究员）

孙君恒（武汉科技大学教授）

梅良勇（中国哲学与宗教研究所所长、徐州师范大学

教授）

名誉会长： 荆建刚 郭斌献

名誉副会长：杨长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社科联主席）

刘耀华（市社科联原主席）

杨晓宇（市文明办副主任）

会 长：陈章法

常务副会长：范崇海

副会长：乔彦强 高学智 郭东晓 张新河

秘书长：范崇海（兼）

副秘书长： 王 青 袁占才 翟柳松

常务理事：（排序不分先后）

陈章法 乔彦强 郭东晓 高学智 范崇海 刘泰山

冯一牧 王 青 翟柳松 袁占才 程广业 胡同一

张新河 郭成智 李玉凯 杜耘亚 张九顺 张怀发

郑建丕 肖华锟 （河南邓州） 朱绪龙（山东滕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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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务理事单位代表：

尧山管理处 乔中富

文 联 袁占才

文化局 魏国平

广电局 张新泉

旅游局 申松阳

尧山镇 赵海洋

熊背乡 刘伟民

瀼河乡 景春迎

库区乡 王全民

昭平湖水库管理局 冯德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