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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决遏制疫情蔓延势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这是一场没有旁观者的全民行动，是一场齐心协力

的人民战争。

“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等紧急行动、全力奋

战，广大医务人员无私奉献、英勇奋战，广大人民群众众

志成城、团结奋战，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打响

了疫情防控的总体战，全国形成了全面动员、全面部署、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工作的局面。”农历新年上班第一天，

习近平总书记又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听取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

防控工作，对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全面部署，鼓

舞和动员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切

实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坚定信心坚决夺取这场人民战争

的伟大胜利。

生命至上！人民至上！这次疫情发生以来，党中央

高度重视，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

一位，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对加

强疫情防控作出全面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召开会

议、多次听取汇报、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

及有关部门制定周密方案，组织各方力量开展防控。农

历新年第一天，习近平总书记就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务委员会会议，研究疫情防控工作。在党中央集中

统一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防控工作正有力开

展，各项措施正有力推进，举国上下凝聚起共同抗击疫情

的磅礴力量。

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我们全力奋战。疫情就

是命令，防控就是责任。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央应对

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多次开会研究部署疫情防控工作，国务院联防联控机

制及时协调解决防控工作中遇到的紧迫问题，有关部门各司其职，军队积

极支援地方疫情防控。各级党委科学判断形势、精准把握疫情，统一领

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各级党组织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负

责同志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各党政军群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各级党组织

和广大党员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

全面贯彻坚定信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精准施策的要求，让党旗在防控

疫情斗争第一线高高飘扬。

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我们英勇奋战。疫情第一线就是战场，广

大医务人员无惧危险、义无反顾。在除夕夜，各地支援的医疗队紧急集

结，向着武汉前进。面对疫情，广大医务人员以“国有战，召必回，战必

胜！”的信念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与病毒抗争、为生命接力，无数医护人

员无私奉献，展现了无畏、坚韧的英雄本色。为了攻克病魔，一大批科研

工作者按照“战时状态”推进科研攻关。广大医务人员英勇奋战，在病毒

面前为人民群众筑起一道道健康防线，悉心守护着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打响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我们团结奋战。中国人民具有伟大团结

精神。在这场人民战争中，从城市到乡村，从内陆到边疆，14亿人民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共同与病魔展开搏击。广大人民群众响应党中央号

召，自觉听从疫情防控安排，行动起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从自己做起、

从点滴做起，全面落实联防联控措施，共同构筑起群防群治的严密防线。

从心系疫情防控重点地区同胞安危，到纷纷捐款捐物表达爱心，再到为打

赢疫情防控阻击战作出自己力所能及的贡献，广大人民群众展现了“一方

有难、八方支援”的大爱情怀，构成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形成齐心协

力、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强大合力。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面对无情的疫病，

只要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继续全

力奋战、英勇奋战、团结奋战，排除万难、一往无前，我们就一定能打赢这

场人民战争！

（原载《人民日报》2020年2月4日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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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连日来，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

揪动着全国人民的心。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也积极

通过各种方式为疫情防控工作助力。多位作家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文学工作者要及时记录广大人

民群众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英勇壮举，用优秀的文学

作品凝聚人心，同舟共济，共渡难关，打赢这场疫情防

控攻坚战。

面对这场疫情，湖北省文联主席、作家刘醒龙觉

得，“做点文学之外的事情才踏实”。他积极联系天南

地北的朋友，请求支援。很多朋友积极响应，虽然积攒

起来的防疫物资不多，在这场武汉保卫战中起不了太

大作用，但是，“它所传递的天下中国人都是自家人的

情怀，才是孤城不孤的力量所在”。刘醒龙说，武汉是

一个遍地英雄的城市，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城市。武汉

历史上历经多次劫难都挺了过来。面对新冠肺炎，每

一个人都在全力以赴地同从未见过的病毒、从未有过

的疫情抗争。所以，当这场保卫战胜利结束后，一定要

为这个城市立一座纪念碑，因为这座城市的人们为保

卫武汉而不断奋战着。可能有人认为现在谈胜为时尚

早，但是一切行动都是为着胜利的那一天，才能给人以

强大动力。因为除了胜利，没有第二种选择。疫情大

如火，这次空前疫情所造成的危机告诉我们，真正科学

的城市管理已经迫在眉睫。应该以此次大灾大疫为教

训，加快城市的科学化管理速度。

面对疫情，湖北各地的作家们积极参与“众志成城

抗疫情，湖北作家在行动”主题创作活动，用生动的诗

篇、真切的文字记录身边的人与事。湖北省作协党组

书记文坤斗介绍，湖北作家网、湖北省作协微信公众

号推出“众志成城抗疫情，湖北作家在行动”专题稿件

20余组。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省作家已创作诗歌、散

文等作品1000多篇。武汉市作协的“以诗抗疫！武汉

诗人在封城期间”，襄阳市作协的“众志成城抗顽疾，襄

阳诗人在行动”，黄冈市作协的“抗击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黄冈作家的声音”等多个专题推出了系列佳作。黄

石、荆州、荆门、恩施、鄂州、随州、潜江、仙桃等地作家、

诗人也都以真诚的诗句，记录疫情防控工作中的感人

事迹。此外，湖北省作协还联合中华文化促进会语言

艺术委员会、湖北省文联等单位举办“声动中国，声

援武汉”活动，推出以湖北武汉为主、全国各地共抗

新型冠状病毒为主题的诗歌、感人故事、短文讲述等声

音作品。

作家叶梅说，这是一个不同于寻常的春节，我们的

国家正在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每个城市，每个乡村，

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在与这场生死攸关的疫情展开搏

斗。比起我们上一代人所经历的硝烟弥漫的战争，我

们目前遭遇的这场战争虽然没有炮火，但有更为复杂

艰难的搏杀。我们坚信，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有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科学防治，

一定能打赢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与此同时，作为文

学工作者，我们应当保持清醒的思考，战胜恐惧和慌

乱，不为流言所惑，进一步呼吁尊重生命，尊重科学，彰

显战斗在第一线的医务人员和所有工作人员的英雄业

绩。我们应当重新评估自己的生活态度，反思疫情的

由来，真正意识到要敬畏自然，保护野生动物，摈弃不

良的生活习惯，以人道顺天道，为迎来更加健康文明的

新时代而鼓与呼。

诗人杨克谈到，面对疫情的态度，既要有充分信

心，也要有科学精神。每一个人都应该从我做起，从小

事做起。作为一个个体，我们力所能及的，就是守规

矩，尽量少出门，不添乱。之前，《作品》编辑部的多个

编辑，原本打算去外省探亲，后来都自觉取消了行程。

认识的很多亲朋好友、作家同行，有的捐款，有的积极

联系、捐赠防疫物资，有的通过微博等途径传递收留湖

北滞留旅客的酒店信息。有的朋友，一有发烧症状，就

自觉进行隔离，不到处乱跑，同时也知道根据病情及时

就医。这点点滴滴，都体现了大家的自觉意识。每个

人都在为奋战在一线的医生和护士们加油鼓劲，同时

也注意保护好自己，尽量不给疫情防控工作添乱。作

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们有责任去记录和反思这场特

殊的战役。

作家柳建伟说，2003年非典爆发时，我在成都

生活、工作。在那次疫情中，成都不算重灾区。我在

家待了几天，坐不住了，就找关系到几家收治非典病

人的医院采访了几次。疫情稍稳定后，我在家用了50

来天写了长篇小说《SARS危机》。作家出版社在疫情

结束后没几天就出版发行了这部小说。接着，导演谢

飞找到我，想把《SARS危机》改编成电视剧。当年年

底，剧本都改好了，但资方后来决定不投资了。今年元

月20日，钟南山院士在央视讲，武汉的新型冠状病毒

可以人传人。我意识到，大难又来临了。现在，确诊病

例已经是17年前确诊非典病人的3倍多了。我的心情

很沉重。我坚信我们很快会战胜这个新病毒。但我担

心中国人的忘性太大，会两次以上踏进同一条河流。

作家要拿起笔，出于良知和责任，忠实记下这天灾人祸

发生时国人的惶恐无助、团结抗争。这种记录终究是

有用的。

作家陈应松最近一直在湖北神农架待着，那里虽

然人烟稀少，但也出现了几

例感染病人，所以他买足物

资后，尽量不出门。他说，

细细回想起来，曾在去年

12月25日陪友人去了汉口

某医院，1月9日陪朋友坐

了一趟地铁，都未感染，也

算万幸。面对疫情的扩散

蔓延，需要更多积极作为的

人，而不是那些制造恐慌、

惟恐天下不乱者。那些只

知道指责的、墙倒众人推

的，也都是应该批评的。他

相信这场来得凶猛的疫情，

因为有政府强力的介入和

努力，危情将会得以控制，

困难终将过去，阳光和热闹

都会回来。此次疫情虽是

天灾，也是人祸，因为信息

滞后，没有很快引起大家的

警觉。希望将来能够追责

到底，以告慰那么多无辜死

去的人，吸取惨痛教训。

在全国人民共克时艰、

奋力抗疫之时，四川文艺出

版社和《草堂》诗刊编辑部将以最快的速度推出“抗疫”

题材诗集《另一种驰援的集体行动——2020年中国抗

疫阻击战诗选》。《草堂》诗刊主编梁平介绍，目前已经

征集到了100多位诗人的优秀诗作。这些作品记录的

是疫情防控一线的感人事迹，以及发生在身边的可歌

可泣、催人奋进的抗疫行动。他认为，在这个非常时

期，用文学记录时代故事，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责任。面

对公共事件，诗人发声理所当然。面对灾难，诗歌应该

警惕和摈弃假大空的伪抒情，但绝不能因为有这样的

警惕和摈弃，就隔离诗人直面公共事件的真情实感。

据悉，四川文艺出版社计划于2月中旬以电子出版物、

纸质图书及网络出版等方式公开发行该书，出版物将

在新华文轩全国书店及线上线下渠道面向全国发行。

网络作家蒋胜男谈到，目前正值返程高峰，疫情也

更加令人担心。作为一名作家、编剧，在疫情面前的责

任是说真话，弘扬真善美。善和美的前提是真。在网

络文学领域，有很多的读者都是在各条战线上为防疫

工作而奋斗，如果讲空话、套话、官话，我们就对不起他

们的信任。近日来，文学工作者们为抗击疫情做的最

好的事情，是告诉大家在家里待着不要出门，减少受感

染的概率。我们的任务是奉献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希

望能够为留在家里的读者提供一份精神力量的支持。

同时，很多文学工作者也在积极地捐款、捐物，以帮助

在一线奋战的医疗人员。讲真话不是说官话、套话，不

是粉饰太平，而是传递很多一线的真实情况，让大家看

到，让上级看到，以促进情况好转。有些读者把情况反

映给我们，我们就有责任说出来。更多的传播，有利于

更多地帮助他人。有些网络作者在春节长假期间日更

过万字。这就是网络时代文艺工作者为抗击疫情作出

的贡献。

（本报新闻部记者集体采写）

用优秀作品凝聚人心 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本报讯 近日，由湖北利川市委市政府与《人

民文学》杂志社联合主办的“生态文学·水杉树”研

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人民

文学》主编施战军、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湖北恩

施州委宣传部部长尹达、利川市委宣传部部长顾

问，以及胡平、张陵、王必胜、王干、李朝全、张柠、刘

琼等专家与会研讨。

水杉树是一种珍贵的树种，有植物王国“活化

石”之称。资料显示，百年以上水杉树，利川境内有

5000余棵。2019年9月，《人民文学》与利川市委、

市政府联合举办了生态文学采风活动，30位作家

参与采风，创作了一批以水杉树为主题的生态文学

作品，在《人民文学》第12期推出了“利川生态行”

散文专刊，并推出增刊发表采风作品。

与会者认为，生态文学是世界文学的重要传

统。关于自然的书写是生态文学的重要内核。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当下“美丽中国”的建设，呼唤

更多丰富的生态文学作品。作家应当肩负重任，将

生态意识和自然伦理精神深深嵌入民族文化，为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更多贡献。此次“利川生态行”，产

生了一系列以“水杉”为写作对象的生态文学作品，

将水杉从自然到人文进行了丰富的呈现，是生态文

学写作的一次较好实践。

（康春华）

“生态文学·水杉树”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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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2月3日召开会

议，听取中央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工

作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关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的

汇报，研究下一步疫情防控工作。中共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2月3日电）

与疫情赛跑，武汉火神山医院10天落成。2月3日，医护人员在武汉火神山医
院调试医疗设备，整理病房。2月4日，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收治新型冠状病毒感
染的肺炎确诊患者。 （新华社发）

本报讯（记者 王觅） 1月10日，由《中国作

家》杂志社主办的沈洋长篇报告文学《磅礴大

地——昭通扶贫记》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

副主席何建明、云南省作协主席范稳、云南人民出

版社副社长尚语、云南昭通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朱大庆及20余位专家学者和主办方代表与会

研讨。研讨会由《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主持。

《磅礴大地——昭通扶贫记》发表于《中国作

家》2019年第10期头条，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推

出单行本，被列入云南省委宣传部文艺精品资助

项目、云南省作协“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丛书”

之一。作品以干部群众和作者的亲身经历、所见

所闻为切入点，以乌蒙山贫困片区扶贫主战场昭

通接力决战脱贫攻坚、合力决胜全面小康为素

材，多角度立体式展现了昭通扶贫攻坚工作深入

推进的历程。为写好这部作品，作者深入昭通市

各县区及部分乡村体验采访，收集了大量第一手

资料，对昭通扶贫攻坚工作的诸多侧面进行了精

当呈现。

与会者认为，《磅礴大地——昭通扶贫记》真

实记录了昭通啃下脱贫攻坚“硬骨头”、从物质层

面到精神层面实现巨大发展的蜕变史，写出了昭

通的时代变迁、区域特色、人文特质和大美大爱，

展现了一个拼搏、奋进、温暖的昭通。读者从中不

仅能解读磅礴乌蒙群山的脱贫密码，而且能深入

感悟昭通人“昭明通达、崇文尚义、勇于拼搏、敢为

人先”的禀赋。作品内容丰富、主次分明，叙述饱

满、大气磅礴，兼具思想性和艺术性。今年是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这部作品

在此之际推出正逢其时，具有积极现实意义。

《
磅
礴
大
地
》
聚
焦
昭
通
脱
贫
攻
坚

本报讯 1月10日至2月10日，北京画院推

出“灼灼其华——北京画院藏写意花鸟画精品

展”。展览聚焦近现代写意花鸟，活化典藏精品，展

出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汪慎生、李苦禅、王雪

涛、崔子范等11位名家的近60幅珍品。

“灼灼其华”出自《诗经·周南·桃夭》，意为花之

繁盛。此次展览以写意花鸟为脉络，通过“钟灵毓

秀”“红花墨叶”“竹下清风”三个板块，呈现了20世

纪初期北京画坛写意花鸟一科的艺术风貌。展览

还对中国写意花鸟画的发展流变进行了系统梳理，

试图对当代画坛创作提供有益启示。展览中许多

精品让人眼前一亮，吴昌硕的《牡丹石榴》、陈半丁

的《珠罍罍》、齐白石的《仙鹤》、李苦禅的《墨笔花

鸟》、王雪涛的《紫藤白鹇》、崔子范的《朝露》……这

些作品在传统与时代、现实与浪漫、具象与抽象间

随意游走，稚拙天真、浑厚苍劲。

展览期间，北京画院美术馆还邀请花卉艺术老

师为展览设计了专属插花盆景。 （小 辰）

北京画院举办写意花鸟精品展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日，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等联合主办的“七个女

性 七层隐喻 七道门 七种照亮——黄孝阳《人间值得》新书分享会”在京举行。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评论家杨庆祥与作者交流分享了这部新书的写作

内外，探讨了站在时代的特殊经验里如何书写当代中国人心中的山川形胜。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近期推出的《人间值得》是作家黄孝阳的最新长篇小

说。作品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以强烈的时代感勾勒出上世

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风云变迁，血肉丰满。小说从平凡处透视出深沉恒远

的光芒，对人性的挖掘和思考深入绵密，在艺术表现手法上富于创新，体现了

作者不断突破自我、寻找更高坐标系的雄心。无论乡情琐事或家长里短，作家

皆能以智慧冷静的目光打量，使读者在春风化雨、润物无声的亲切叙事中，渐

悟世界的真相与人情的万千滋味。

与会者认为，黄孝阳多年来始终注重现实题材创作，一次次将笔触扎根向

生活的深处，在社会、历史与现实的纵深之地笔耕不辍。他的每一部作品都指

向一个不同的方向，彼此之间差异很大，但放在一起便构成了专属于作者的空

间结构和文字美学。《人间值得》既展示了百科全书式的写作风格，将各种领域

的洞见和卓识穿插其间，同时又突破了作者原先工于雕琢结构的写作定法，以

灵活丰富的多种手法进行艺术表现。作品表面看起来是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但

实际上带有强烈的寓言性和症候性，书中人物的成长史是与中国几十年间的

社会历史变迁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同时，作品对人的精神和心理欲望进行了真

实书写，从而产生了巨大的艺术冲击力。

《人间值得》书写小人物奋斗史

穿越行业的“围墙”
触摸行业的“初心”

——医务工作者为医疗剧把脉开方

（
文
见
今
日
四
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