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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心组织实施 着力狠抓落实
各地作协全面部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本报讯 连日来，各地作协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精神，对本单位开展主题教育进行动员

部署。

6月5日，河北作协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议。会上

宣读了《中共河北省作家协会党组关于

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的

实施方案》。会议指出，要充分认识开展

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准确把握目标任

务，高标准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通

过开展主题教育，凝聚推动河北文学事

业繁荣发展的强大动力，为开创新时代

全面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作出积极

贡献。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聚焦根本

任务，把握“十二字”总要求，紧扣“五句

话”目标，坚持“四个贯穿始终”，力戒形

式主义，不折不扣抓好落实。

6月6日，山东作协召开“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2019年

是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的“工作落实

年”，也是推动山东文学事业和作协工作

在新时代实现新突破的重要一年。在这

样的关键时间节点开展主题教育，对于

作协组织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

者在新时代实现新突破、勇攀文学高峰

意义重大。会议要求，要把主题教育摆上

突出位置，严格落实责任，吃透政策原

则，把握进度节奏，高标准、高质量抓好

每个动作，抓实每个步骤。要坚持领导带

头、发挥表率作用，坚持科学安排、杜绝

形式主义，坚持统筹推进、促进各项工

作，通过主题教育，努力把党员干部焕发

出来的热情转化为攻坚克难、干事创业

的实际成果。

6月6日，广东作协组织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动员部署会。

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开

展主题教育的重大意义；强化政治担当，

高质量落实主题教育的各项工作；履行

主体责任，努力推动主题教育取得实实

在在的成效。要把主题教育同推进“两学

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实施加强

基层党组织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开展模范

机关创建活动、开展“四力”教育结合起

来，同完成作协重点工作结合起来，使作

风严起来，工作实起来，形象好起来，在更

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广东

文学事业异军突起、繁荣发展。为扎实推

进主题教育，广东作协成立了主题教育工

作领导小组，制订了主题教育工作方案。

6月 12日，江苏作协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动员大会，

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部署要求，对

省作协主题教育工作进行动员安排，确

保主题教育工作高标准启动、高质量推

进。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以高度

的政治责任感积极投入到主题教育工作

中，制定有针对性的主题教育实施方案；

严格标准要求，切实把“十二字”总要求

落到实处，认真对标找差，检视整改突出

问题；立足作协职能，推动主题教育与省

作协当前工作紧密结合，把主题教育活

动和“四力”教育实践工作结合好、衔接

好，共同推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

进省作协“十项行动”重点任务的顺利完

成，推动江苏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6月 13日，浙江作协召开“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工作会议。会议

指出，开展好这次主题教育是浙江作协

当前最重要的政治任务，要学深吃透中

央和省委精神，准确把握主题教育内容

实质；结合作协各项工作，充分体现文学

工作特色。要充分运用浙江“三个地”宝

贵政治资源，认真学原著悟原理，高质量

抓好学习教育；准确把握作协工作任务，

高水平抓好调查研究；对照初心使命，高

标杆抓好检视问题；攻坚克难，高起点抓

好整改落实。会后制定下发了《浙江省作

协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实施方案》，并成立主题教育领导小

组，以确保主题教育取得实效。（欣 闻）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也是《文艺

报》70华诞。《文艺报》创刊于新中国成立前夕

的 1949 年 9 月 25 日，这个为文学界所耳熟能

详。但是它发刊于 1949 年 5 月 4 日，在创刊前

已发行了13期，这个则鲜为人知。

1949 年 3 月 24 日，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

作者大会筹备委员会成立，决定编辑出版《文

艺报》，作为大会筹备期间的会刊。4月 15日，

茅盾在筹委会上宣布，出版机关刊物《文艺

报》，编辑为茅盾、胡风和严辰。

1949 年 5 月 4 日，由中华全国文学艺术

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文艺报》编辑

委员会负责编辑的《文艺报》第一期出版。

《文艺报》为周刊，每星期四出版，每期人民

券 15 元。刊名集鲁迅的字，在首页上刊登了

《发刊词》。

《发刊词》首先介绍了发刊的原由：“多

少年来，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朋友们都希望

有这么一个定期刊，作为交流经验、交换意

见、报导各地文学艺术活动的情况，反映群

众意见的工具。然而由于客观形势的阻隔，

此种希望，迄未能成为事实。现在，全国文学

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即将开会，各解放区以

及解放区以外的文艺工作者陆续来到了北

平，对于这样一个小型的定期刊，固然更其感

得需要，而出版这样一个刊物的客观条件也

大体具备了。这便是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

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决定要发刊这一个《文艺

报》的原因。”

随后，《发刊词》介绍，除了交换经验、交

换意见、领导各地文艺活动、反映群众意见等

经常目标而外，特别希望做到下列几件事：

“一、随时报道筹委会工作进行的情形，并十

分希望筹委会以外的文艺界朋友们随时多多

给我们意见，使我们的工作做得更好些。”“二、对于将来的全国性的

文艺作家协会，它的任务、组织、工作方式、会员成分，等等，文艺工

作的朋友们一定十分关心，而且有很多意见；我们希望朋友们把意

见写出来，交给本刊发表。”“三、为了推荐近五六年来优秀的文艺作

品，筹委会已有评选委员会之设置，并分诗歌、小说等五组。同人们

见闻有限，而搜罗书刊亦苦难齐全。我们知道，这一件事若要做好，

多听各方意见（尤其群众意见），是必要的。因此也十分盼望文艺界

朋友及广大读者群多提意见，本刊自乐于发表。”

《发刊词》表示欢迎下列各种稿件：有关文艺各部门的理论、批

评介绍、研究讨论、经验总结；有关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的各个

问题的商讨；全国各地文艺运动的综合或专题的报道；工厂、部队、

农村及各团体的文艺活动情况等。末尾还留了通讯地址：北平邮政

信箱四十号《文艺报》编委会。

正如《发刊词》所提到的，《文艺报》会随时报道筹委会工作进

展，听取对成立全国性文艺作家协会的意见。《文艺报》第一期就刊

登了茅盾《一些零碎的感想》，作为《发刊词》的补充。

关于新的全国性组织的方式，茅盾介绍，新的全国性的组织，或

将命名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协会”。新组织将包括文学与艺

术各部门的工作者，将来可能会设综合性的各级组织（全国性的总会

与地方分会）和单一艺术部门的各级组织。这些都希望大家来讨论。

关于大会代表的产生办法，茅盾说，最好自然是由各地会员开

会选举，但是目前还办不到。“所以大会的代表，一是以各地文协的

理事及候补理事（有监事者再加监事）为当然代表；二是为了照顾到

各方面，当然代表之外再加上邀请代表。邀请代表可以由各地文协

推举，亦可由个人推举，而由筹委会作最后决定。”

茅盾还介绍，筹委会秘书处正在草拟一个比较详细的报告，

将在本刊本期发表。这个报告实际刊登在《文艺报》第二期上，标

题为《文代筹委会近况》，在第三期又刊登了《文代筹委会近

况——之二》。

从第一期开始，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

陆续刊登征集文学艺术作品、美术展览品等启事，其中第五期刊登

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启事二则》，主要

内容一是延长征求文艺作品期限，二是征求推荐作品。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幕后，《文艺报》连续

发表大会概况、参会代表感言等。7 月 19 日，大会闭幕，通过了大

会宣言。7 月 21 日出版的《文艺报》第十二期刊登了《全国文代大

会宣言》。

宣言指出，从五四以来，中国新文艺运动已历时三十年了，在人

民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以

来，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尤其是解放区的文艺工作者开始和广大的

人民群众相结合。文艺工作者和劳动人民结合的结果，使中国的文

学艺术的面貌焕然一新。宣言强调，我们的文学艺术既然是为人民

服务的，我们的目的也就是使人民能取得胜利与巩固胜利。一个名

副其实的真正爱国的民主的文学家与艺术家，就必须掌握正确的世

界观与人生观，只有这样，他才有可能正确地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

关系，表现中国人民中新的英雄人物与英雄事迹，也才有可能使自

己的作品富有思想性，也才有可能有效地正确地为人民服务，发扬

文艺的伟大教育效能。

7月28日，《文艺报》出版了第十三期即创刊前的最后一期。由

上可见，在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后，《文艺报》确实发挥了“筹委会的公

报”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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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祖国共命运与祖国共命运

与人民同呼吸与人民同呼吸
庆祝中国作协成立庆祝中国作协成立7070周年周年

本报讯（记者 王觅）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单位联

合主办的“好的汉语如何成为可能——从《浮生二十一章》谈起”

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张立宪、王小、侯磊等文学界、出版界人士

与该书作者任晓雯，围绕这部新书的创作、阅读感受以及活动主

题等展开交流。

《浮生二十一章》今年5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

是任晓雯在《南方周末》连载的短篇小说系列精选，材料源于对上

海芸芸众生的采访记，书中的插图全部由王小创作。这些作品聚

焦小人物命运，结尾出人意料，兼备生活细节的笃实与文学想象

的自由。其语言文白融汇，精练筋道，被誉为“篇篇沉重，句句耐

品”。与会者认为，在任晓雯的笔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和命运，

作者关注到这些城市里的无名者，并用自己独特的语言将其记录下

来。任晓雯表示，自己将书中21个人物的生活背景设置在不同历史

阶段，就像一部微观的历史，从中可以看到上海几十年的变化。“我

希望在细微处撕开裂口，向小人物背后的浩大历史做出召唤。”

任晓雯短篇小说集首发

本报讯 6月6日，由南京大学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心主办的李

森诗歌创作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丁帆、王彬彬、傅元峰、耿占春、何

平、黄梵、敬文东、沈奇、张光芒、小海等与会研讨。

李森是云南大学教授，曾出版《屋宇》等诗集，近日推出长诗

《明光河》。与会者认为，李森的诗歌既体现“及物性”，也体现“精

神性”。新作《明光河》既是一部诗人故乡云南腾冲明光河流域的

“风物志”，还是一部诗人的精神成长史。《明光河》的面世，使诗人

素来的创作生成了一种“秩序感”，构建了一个“自足的世界”。《明

光河》最后有一个“附录”，这与诗歌正文形成了互文关系。李森近

年来的创作呈现出“札记写作”的特性，体现了诗人不断探索、突

破的创作追求。 （杜 佳）

南京研讨李森诗歌创作
本报讯 6月15日至19日，由西藏自治区

文联与西藏高山文化发展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纪

念西藏民主改革六十年——书法美术展览慈善

公益活动”在北京民族文化宫展览馆举行。

展览涵盖书法、美术作品共计70余幅，其中

包括《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

会讲话精神》摘要书法长卷，书法作品《中华巨轨、

神州天路》《西藏安居工程》，国画作品《春满中华》

《东方红》《雪域祥和》等，以不同的视角和艺术表

现形式，将美丽新时代的盛景呈现给观众，展示

了新中国成立70年来繁荣发展的光辉历程和西

藏民主改革60年来发生的可喜变化，展现了人民

的昂扬精神风貌，同时也体现了艺术家们为慈善

公益文化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境界，以及弘扬中

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艺术追求。

（黎 华）

纪念西藏民主改革60年
书法美术展览在京举行

6月 20日晚，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

夫人彭丽媛在朝鲜劳动党委

员长、国务委员会委员长金

正恩和夫人李雪主陪同下，

在平壤“五一”体育场同朝鲜

各界群众一道观看大型团体

操和艺术演出。

新华社记者

黄敬文 摄

本报讯 6月13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贵州人民出

版社联合主办的汪一洋《国脉：谁寄锦书来》首发式暨研

讨会在中国邮政集团公司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

及邬书林、李岩、康宁、臧永清、王旭、应红等主办方代表和

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国脉：谁寄锦书来》作品名出自周恩来同志为邮政

人题词：“传邮万里，国脉所系”，小说主人公秦鸿瑞的原

型是新中国首任邮电部部长朱学范。作为首部讲述中国

邮政百年风云的长篇小说，该书揭示了鲜为人知的邮政

史，抒写了邮政人的家国情怀，为百年中国邮政谱写了一

曲不忘初心、百折不挠、奋发向上的壮丽凯歌。

阎晶明说，这部作品所写的历史，作者自己并未亲

历，但是与今天的生活联系得非常紧密，可以说既是写历

史、又是写现实。作者的写作态度、笔调以及想要表达的

主题，都与我们今天的时代精神非常契合。希望作者在

下一部作品中能把70年新中国邮政的历史以文学的笔触

生动展现出来。

与会者认为，《国脉：谁寄锦书来》有着宏阔的历史视

野、深厚的社会生活基础和生动的艺术表现力，在新中国

70华诞之际问世具有特殊意义。作品从邮政行业切入，

以工人运动为主线，从邮政、工运两条线索交织来勾勒中

国社会历史进程，描述缔造新中国的伟大斗争，题材上颇

具新意。作者以小说家丰富的想象力和娴熟的技巧，讲

述了一个个关于时代与人性、历史与命运、理想与奋斗、

爱情与信念的跌宕起伏的故事。作品精心塑造了秦鸿

瑞、方执一、郑开先等几个邮工出身的工运旗手形象，为缔造新中

国的中华儿女谱写了一曲正气浩然的民族史诗。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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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15日，由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山东省作协主办，《时代报告·中国

报告文学》杂志社、山东省报告文学学会承办

的王筱喻报告文学《习习儒风孔子潮》作品研讨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何建明，山东省作协副主席陈文东、铁

流，《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常务副社长王夏

及3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国报

告文学学会常务副会长李炳银主持。

山东是孔子的故乡和儒学发祥地，儒家思

想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年4月，山东

作家王筱喻的中篇报告文学《习习儒风孔子

潮——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复兴中华传统文化宏

伟愿景纪实》在《时代报告·中国报告文学》头条

刊发。作品再现了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的曲阜

之行，讲述了广大仁人志士重建新时代人文精

神新坐标的生动故事，展现了儒家思想、儒学经

典的历史蕴含和现实意义，体现了报告文学作

家的传统文化情怀和社会责任感。

与会者认为，作为一部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

的报告文学，《习习儒风孔子潮》紧贴时代脉搏，书

写新时代人文精神律动，围绕习近平总书记曲阜

之行这一重大事件深度开掘、奋笔讴歌，以时空

上的大穿越、大跨度、大开合，哲学化地阐释了

儒家思想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给人以

耳目一新之感。作者用儒学精神书写儒学发

展，以儒家风范刻画儒学人物，并创新性地对他

们进行了儒家传统意义上的个性化品质提炼，

生动刻画了他们孜孜不倦的情怀与使命担当，

增强了作品的感染力和艺术张力。

会上，王筱喻分享了自己“以儒学精神书写

儒学文化”的创作感悟。

专家研讨报告文学《习习儒风孔子潮》

本报讯 6月 16日，“与共和国同行”——

《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作品赏读会在湖北省图

书馆举行。湖北省委书记蒋超良为《长江文艺》

创刊70周年做出批示，充分肯定了《长江文艺》

70年来为湖北、为新中国文学作出的贡献，对

《长江文艺》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湖北

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艳玲，中国作协书记

处书记邱华栋，湖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邓务贵，

中国期刊协会副会长李军，以及湖北省作协主席

团成员、《长江文艺》2017—2018双年奖获奖作

家等参加活动。活动由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

主持。

王艳玲在讲话中肯定了《长江文艺》70年来

的办刊成绩，希望《长江文艺》继承和发扬光荣

传统，不断创新思路、丰富内容、改进文风，进

一步提高刊物的传播力和影响力。邱华栋代

表中国作协向《长江文艺》杂志社表示祝贺，

希望《长江文艺》在新时代继续坚持正确导

向，进一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办刊思想，凝

神聚力，精益求精，多推出记录新时代、书写新

时代、讴歌新时代的文学精品。

活动中，大家首先观看了由湖北省作协出

品、湖北电视剧制作有限公司精心制作的庆祝

《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专题片《唯见长江天际

流》，以影像的方式全面回顾和展现了《长江文

艺》70年来的光辉历程。随后，赏读会以清脆的

《小燕子》的歌声拉开序幕，分“峥嵘岁月”“燃情

岁月”“流金岁月”“如歌岁月”四个篇章，以各个

历史时期为线，以发表在《长江文艺》上的经典作

品为表现内容，融合诗文朗诵唱诵、情景剧表演、

电视剧配音演诵等多种形式，形象丰富地再现了

《长江文艺》70年来的历史足迹和时代感应。

会上还举行了《长江文艺》2017—2018双年

奖颁奖典礼。阿袁、次仁罗布、李昕、张二棍、叶

舟分别代表各门类获奖作家发表了获奖感言。

庆祝《长江文艺》创刊70周年美术作品展同期在

湖北省图书馆举行，展出了刊登在《长江文艺》上

的70幅美术与装帧设计作品。 （鄂 文）

《长江文艺》纪念创刊70周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