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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1月15日至16日，中国作

协在京举办省级作协和行业作协主要负责人深入学习

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专题研修班。此次研修班是中国

作协党组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重要安排。研修班围绕深

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

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研究推动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

的创新发展。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主持并

讲话。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吉狄马加作研修班小

结，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李敬泽介绍了2018年重

要文学活动安排。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

设兵团作协、延边作协党组主要负责同志，各行业作协

主要负责同志，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

加研修班。

大家认为，党的十九大是在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

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大会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确立为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提

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等重大政治论断，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

制度一道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我们党和国家发展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我们要全面学习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刻把握党的十

九大的主题、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历

史地位和丰富内涵、过去五年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

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

变化、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

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部署和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

求，以及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的新

任务，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的十九大精神上来。

大家认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中国

作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党的十九大

之后，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积极组织开展了一系列学习

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活动。我们要继续在学懂、

弄通、做实上下功夫，体现到政治觉悟、思想作风、精神

状态、能力素质上，体现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开创局

面、推动工作上。要提高政治站位、树立历史眼光、强化

理论思维、增强大局观念、丰富知识素养、坚持问题导

向，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定自觉地

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创新发展。

大家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

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的

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为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提供了根本

遵循。我们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的学习研究，全面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紧

密相连，反映时代是文艺工作者的使命，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文艺工作要把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作为根本任务，树立精品意识勇攀文学艺术高峰，文

学艺术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

益相统一，克服浮躁抵制各种不良倾向，发挥文艺批评

褒优贬劣激浊扬清的导向作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国声音，加强和改善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方面的重要

论述。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一

系列重要论述，以强烈的文学自信、文学担当，迈进新时

代，担负新使命，谱写新史诗。

大家认为，要紧紧围绕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

神这条主线，着力推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繁

荣发展，不断开创文学工作和作协工作新局面。要在文

学界进一步兴起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热潮，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更好地组织引导广大作家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更有力地推动文学走进学校、走进社区、走进

乡村、走进基层。加强文学创作的组织规划和现实题材

创作，聚焦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推动讴歌党、讴歌祖国、

讴歌人民、讴歌英雄的文学创作。开好全国青年作家创

作会议，开好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座谈会。大力培育

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思想精深、艺术精湛、

制作精良，倡导讲品位讲格调讲责任,抵制低俗庸俗媚

俗，加强和改进文学评论工作，加强行业管理、行业自

律。深化作协改革，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广泛团

结联系新的文学群体，扩大工作覆盖，增强工作活力。坚

持党的领导，加强作协组织党的建设，坚决贯彻落实中

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遵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加强

意识形态阵地管理，加强调查研究，建设一支政治过硬、

本领高强的文学工作者队伍，不断提高做好文学工作和

作协工作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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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5日电 1月15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首场研讨会在京

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

讲话，强调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切实增强学习

宣传贯彻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

黄坤明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充分

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力量、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价值，

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政治意志、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旗帜，是指导我们党推进社会革

命和自我革命的强大武器，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

的原创性贡献，对中华民族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具有深远

影响。

黄坤明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核心内容，必须作为理论

工作的重中之重，按照学懂弄通做实的要求，做到学思用贯

通、知信行统一。要不断深化研究阐释，把学习研究成效转

化为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的高度自觉，转化为

认识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立场和能力，转化为拥抱新

时代、实现新作为的动力和热情。

黄坤明在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系列研讨会上强调

深刻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政治意义、历史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

本报讯（记者 王觅 黄尚恩 李晓晨 行
超） 1月13日，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在中

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圆满落幕。其间，多

家出版社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

动，宣传推介各自开年推出的文学艺术类新

书佳作，在三九严冬里掀起了一股图书热。

河南文艺出版社在本届订货会上推出

3部（套）作品。2018年恰逢中国首部现代白

话小说——鲁迅的《狂人日记》问世100周

年。“百年中篇小说名家经典”旨在全面展示

百年来我国中篇小说创作的整体成就，计划

出版100种，首推鲁迅、郁达夫、穆时英、张

资平、许地山、铁凝、贾平凹、陆文夫、周大

新、刘庆邦、徐小斌、尤凤伟、刘醒龙、孙惠

芬、鲁敏、邓一光、陈应松等作家的作品。在

该书首发式上，吴义勤、何向阳、孟繁华、白

烨对作品文本进行了点评，并介绍了作品的

创作背景、文学价值及社会反响。从维熙始

终坚持“以真为魂，以史为镜”的创作风格，

用自己的文学创作记载和见证了时代的发

展史。《从维熙文集》是其创作60余年来经

典作品的结集，包括长篇小说卷《北国草》

《断桥》《裸雪》《酒魂西行》《南河春晓》、中短

篇小说卷《大墙下的红玉兰》《浪迹天涯》《雪

落黄河静无声》《鼻子备忘录》《伴听》和纪实

文学、散文卷《文海泅渡》《人在途中》《人文

拾荒》《文学织梦》。发布会上，刘心武、梁晓

声、李辉与作者展开交流对话。《我就是我母

亲——陪护母亲日记》是刘庆邦的首部长篇

非虚构作品，记叙了作者的母亲从患病住院

治疗到病重辞世的那些日子。书后还附有其

短篇小说《后事》，与散文彼此呼应。作品以

白描简约的手法、冷峻隐忍的笔调，记录了

作者陪护母亲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视角

独特、思想敏锐，在文本上不乏开拓与创新。

在辽宁人民出版社举办的“太阳鸟文学

年选”出版20周年纪念会上，王蒙、王乾荣、

王必胜、潘凯雄、李洱等展开交流。“太阳鸟

文学年选”是该社于1998年创立的文学品

牌，由王蒙任丛书主编，编委及各分卷主编

亦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至

2017年，这套年选已经连续出版了20辑，

收录了一大批当代知名作家、艺术家、评论

家和文学新锐的作品，累积成一个多达119

本、涵盖数千部文学作品的中型文库。会上

推出了“太阳鸟十年精选”系列13部，旨在

对该年选中的经典篇目进行全面回顾。出版

社还向全社会发出招募，将聘请拥有“太阳

鸟文学年选”20周年全部选本的读者担任

阅读大使。 （下转第2版）

一、2018年度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

持项目，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布之日起，至3月31日截止。

二、凡符合《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

扶持工作条例》所列条件的作者，无论是否中国作家协

会会员均可申报。

三、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推荐单位为中

国作家协会团体会员。申报者向所在地、所在行业中国

作家协会团体会员申报；解放军（含武警部队）作者向中

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申报；中直、国直系统作者可

向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申报。少

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同时向部分出版单位、文学

期刊定向征集申报，相关推荐单位须征得作者同意。申

报者可向上述推荐单位索取申报表格，也可从中国作家

网（http：//www.chinawriter.com.cn）下载。推荐单

位对申报选题进行论证、遴选后，填写推荐意见，报送少

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并将申报表电子版发至

zgzx64489862@126.com。

四、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四

川、甘肃、青海、湖南、湖北、延边州等团体会员及中央军

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报送选题各不超过10部；其他团

体会员报送选题各不超过5部。

五、2018年度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分

文学原创作品和理论评论两部分。

（一）文学原创作品部分：本年度重点作品扶持长期坚

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现实题材创作选题，分汉语文原创

作品和少数民族语文原创作品，申报选题参考方向如下：

1.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歌颂各族人民坚持改革

开放、建设美好家园的伟大壮举，展示少数民族地区改

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丰硕成果；

2.表现“一带一路”沿线社会历史变革，呈现丝绸之

路沿线相关民族的悠久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进步；

3.反映各民族人民在精准扶贫、脱贫攻坚、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过程中涌现出的先进人物、模范事迹；

4.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体现民族团结，展现民族风

貌，凝聚民族人心。

（二）理论评论部分：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

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繁荣发展的历程与经

验，关注少数民族优秀作家及其创作，深入探讨当下少

数民族文学热点话题、突出现象及理论评论建设问题。

申报者可选择上述选题，也可自行拟定选题申报。

六、申报者须按要求认真填写申报表格，注明创作

计划，提交详细创作大纲和不少于1万字的作品文本。

七、凡申报本项目者，不得同时申报本年度中国作家协会其他扶持项目。

八、曾入选本项目或中国作家协会其他扶持项目但尚未结项者，不得

申报。

九、征集截止日期前已出版的作品，不得申报。

十、凡不符合上述三项（六、七、八）者，一经查实，取消参评资格。

十一、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论证委员会将

对申报选题的价值和申报者完成选题的可行性进行综合评估。论证委员

会遴选出的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拟入选者，经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批后，

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予以公布。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东土城路25号

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

邮 编：100013
电 话：010-64489876 64489862

联系人：陈 涛 郑 函

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
2018年1月12日

第七届（2017年度）“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选活动于2017年12月6日启

动。根据《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章程》，评奖程序分为提名推

荐、终评现场投票两步骤。截止到2017年12月31日，评奖办公室共收到提名委

员会（20人）推荐的60篇参评论文，认真审核和筛选后确定20篇优秀论文进入

终评，并进行了公示。2018年1月13日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终评会议，经过

16位终评委现场多轮投票表决，最终确定了5篇论文获奖（以得票数为序）：

1.李丹：《中国当代文学的“征求意见本”现象——以人民文学出版社20世

纪70年代的长篇小说为中心》（《文学评论》2017年第3期）

2.祝宇红：《“化俗”之超克——鲁迅〈起死〉的叙事渊源与主旨辨析》（《中

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7年第12期）

3.李娜：《试析1950-60年代台湾青年的“虚无”，重新理解“现代主义与左

翼”——以陈映真、王尚义为线索》（《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6期）

4.张欢：《“事实性”的利用与“真实性”的表达——解读〈小团圆〉兼论张爱

玲》（《当代作家评论》2017年第5期）

5.张晓琴：《“独药师”的文学之道——论张炜的意义》（《文学评论》2017年

第2期）

现将评奖结果予以公示。其中若有不符合评选条件或违反学术规范的作品，

欢迎在公示期内向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办公室反映。

公示日期：2018年1月15日至2月15日

联系人：宋 嵩

联系电话：010-57311895
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评奖办公室

2018年1月15日

关于第七届（2017年度）
“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

评奖结果的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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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作家协会2018年度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

程民译汉作品翻译出版扶持项目，申报时间自本通知发

布之日起，至2018年3月31日截止。

二、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云南、贵州、四

川、重庆、甘肃、青海、吉林、延边州作家协会以及民族文

学杂志社、民族出版社等为推荐单位。

三、申报范围

1.使用少数民族语文创作、已在我国大陆地区公开

出版，并获得过地州市级（含）以上文学奖项的文学出版

物。

2.体裁：小说、诗歌（含散文诗）、散文、报告文学（含

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理论评论专著。

3.作品内容健康，符合党和国家民族宗教政策。

4.作品不存在版权、著作权纠纷。

5.原作者须为少数民族，译者族别不限。

四、申报办法

1.申报者须向推荐单位申报，不接受个人申报。中

直、国直系统申报者可向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

展工程办公室申报。申报表格从中国作家网（http：//

www.chinawriter.com.cn）下载。

2.申报者须按要求用汉语填写申报表格，说明翻译

计划，并提供1万字左右的汉译作品文本。

3.各推荐单位推荐作品不得超过5部。推荐单位对

申报作品进行论证、遴选后填写推荐意见，报送中国作

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

4.曾入选少数民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或中国作家协

会其他扶持项目但尚未结项者，不得申报。

5.曾入选本扶持项目但尚未结项者，不得申报。

6.同一申报者一次仅限申报一部作品。

7.征集截止日期前已翻译出版的作品，不得申报。

五、论证、审批和管理

1.中国作家协会民译汉作品翻译出版扶持项目论证

委员会对申报作品的价值和译者完成翻译的能力进行

综合评估。论证委员会遴选出的少数民族文学民译汉

作品翻译出版扶持项目拟入选作品，经中国作家协会书

记处审批后，在《文艺报》和中国作家网予以公布。

2.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推荐单位、入选该

扶持项目的译者三方签订合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

程办公室和推荐单位对扶持专项进行跟踪管理，定期了

解作品翻译的进展情况。

3.作品完成翻译后，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

聘请相关民族语文翻译专家进行终审。

六、工作纪律

严格论证与审批程序。参与推荐、论证和审批的人

员，不得有任何可能影响论证和审批结果的不正当行

为，如有违反，有关人员的工作资格和有关作品的申报

资格均予取消。民译汉作品翻译出版扶持项目论证委

员会成员和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工作人员如

有作品申报，或系申报作品的作者和译者的亲属，应实

行回避。

中国作家协会少数民族文学发展工程办公室
2018年1月12日

1月9日至10日，由中国东方歌舞团推出的《金砖之夜》专场晚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
演。这台晚会于2017年7月在天津首演，是该团为其时在此举行的第二届金砖国家文化部
长会议所“量身打造”的。晚会汇集了来自“金砖五国”独具代表性的音乐和舞蹈等文化艺术
元素，在节目内容、舞美设计、动作编排等方面均有所创新。 王觅/文 王小京/摄

文艺类新书亮相北京图书订货会

中国作协举办省级作协行业作协负责人专题研修班强调

坚定自觉地用党的十九大精神
指导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创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