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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

在这生机盎然、春光无限的美好时节，我们在墨子故里

欢聚一堂，隆重举行第四届国际墨子学术研讨会，共同探讨

墨子学说，弘扬墨子和谐大爱的思想精神，这不但是鲁山文

化史上的一件盛事，也是平顶山市文化史上的一件盛事。在

此，我代表平顶山四大班子和 500 万平顶山人民向会议的召

开表示热烈祝贺！向光临这次会议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致以

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平顶山人杰地灵，物华天宝，文化积淀丰厚，拥有佛教、

曲艺、陶瓷、温泉、姓氏、酿酒、书法、冶铁、衙署和矿山

文化等丰富的文化资源，而且在海内外享有较高知名度。我

市文化品牌较多，是中国曲艺城、中国魔术之乡、中国书法

城、中国冶铁文化之都、中国陶瓷艺术之乡、中国民间文化

艺术之乡、中国观音文化之乡、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中

国水灯文化之城。这些靓丽的城市名片，既让居民愉悦，也

令客商向往。鲁山人口多，地域广，文化资源丰富，是山区

农业大县和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在平顶山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墨子作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哲

学家、军事家和社会活动家，是墨家学派的创始人。他一生

主要生活、活动于鲁山，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感受深切，

体察深刻。他所倡导的兼爱、非攻思想，至今仍然有着强烈

的时代感召力和历史穿透力，历久弥新，光照千秋，影响着

中国和世界人民，有力地推动着人类历史向前发展。

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来说，文化始终是血脉和纽带，

铭刻着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寄托着一个民族的共同追求，

民族和国家的认同从根本上说就是文化的认同。当今时代，

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科技迅猛发展，整个地球村的居

民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我们需要沟通，需要理

解，需要合作，需要集中全人类的智慧和力量来应对挑战，

共同开创人类文明的美好未来。墨学思想是中国五千年文明

史、思想史上的一朵奇葩，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大家

共享的历史文化资源和宝贵精神财富，我们都有责任和义务

来保护好、开发好、利用好这一文化遗产。李肇星曾在支招

中原经济区建设中称“墨子是平顶山人”，墨子倡导的“兼

爱”思想比西方的“博爱”思想早了几千年，在外交上对他

的帮助特别大。所以，我们要用时代的眼光、创新的思维，

将传统与现代、民族与世界、历史与未来沟通起来，让鲁山

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鲁山。文化，是我们沟通世界、走向

世界的桥梁和纽带。这次第四届墨子国际学术研讨会就是我



们相互沟通、共享资源、增进友谊、携手并进的一个新的起

点。我们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大家今天正在做的事情，

其意义将远远超过这次会议本身。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为了谁、依靠谁，是我们推进文

化改革发展的根本问题，决定着社会主义文化的性质和方

向”。推进文化发展繁荣，就要牢牢把握这个方向，倡树正

气实干，“学先进、比创新、看实效”，更大力度地推进文

化体制改革，更加充分地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

务社会、促进发展功能，为提前全面小康提供坚强有力的思

想保证、精神动力、舆论支持、文化条件。鲁山县举办这次

“墨子与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第四届国际墨

子学术研讨会，是发掘历史文化瑰宝，弘扬民族精神，大力

发展和繁荣文化事业的一项具体活动。对于我们继承与弘扬

华夏历史文明、借鉴古圣先贤优秀人文精神，加快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因此，我为鲁山

县人民群众对自己本土文化的挚爱所感动，我对鲁山县委和

政府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推动文化产业发展的前瞻眼光

和有力举措怀着深深的敬意！

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人创造了文化，文化

也塑造着人。文化对人来说，是一种精神上内在需求、普遍

需求，也是终生相伴的需求。在鲁山这块热土上，孕育了无

数的伟人，希望我们继续先人热爱家乡、报效祖国的志向，



薪火相传，为建设一个美丽、和谐的鹰城继续奋斗！我们真

诚地希望各位专家学者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希望鲁山县能

够积极采纳专家、学者的建议，打造出具有地域特色、世人

广泛关注、影响日益增强的文化品牌，既要坚定信心，更要

下定决心，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在发展中提

升，敬畏文化、学习文化、振兴文化、服务文化，让文化更

好地滋养城市，引领发展！

最后，预祝第四届墨子国际研讨会取得丰硕的成果！

祝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同志们、朋友们身体健康、

工作顺利、万事如意！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