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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中央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克强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会议，部署

调集专家和防疫物资，增强边境地区疫情防控能力，进一步扩大检

测范围，做好精准防控和推动全面复工复产。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副组长王沪宁出席。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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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四川省作协从2017年起启动了为期

4年的全省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动。活动开展以

来，全省各地作家积极响应，迅速行动，扎实推进各

项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决胜之年，四川省作协持续推进“万千百十”活

动，在2月启动了2020年度相关主题重点作品扶持

征集工作。近日，又发布了《关于收集“脱贫攻坚”题

材文学作品的通知》和《关于进一步做好全省文学

扶贫“万千百十”图书捐赠活动的通知》，呼吁全省

各市（州）作协、产业作协和省作协各直属事业单

位、下属各学（协）会及时收集本地区、本行业和本

单位掌握的四川作家创作的“脱贫攻坚”题材文学

作品及相关情况，及时报送已公开出版和计划出版

的主题作品。同时，欢迎全省广大作家、文学爱好者

积极参加到文学扶贫“万千百十”图书捐赠活动中

来，为文学公益捐赠添砖加瓦，贡献一份力量。另

外，四川省作协报告文学专委会近日联合人民网四

川频道，共同开办“四川报告：脱贫攻坚·大决战”报

告文学（非虚构）专栏，面向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征集优秀报告文学（非虚构）作品。

四川省作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广大作家继

续投身脱贫攻坚的主战场，感受脱贫攻坚的火热生

活，力争在今年推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精品力

作，打赢脱贫攻坚的收官之战。四川省作协将进一步扩展力度、延展

宽度、拓展深度，按照“扶优、扶强、扶原创”的原则，让扶持工作贯穿

“规划、创作、发表、转化”全过程，通过“资助、推荐、交流、交易”等多

种方式，支持和促进一批优秀文学作品的创作和转化。（张语婷）

《贺敬之评传》
何火任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20年3月出版

本书从传主的革
命人生道路和文学创
作道路的内在联系入
手，详细描述了贺敬之
如何从一个贫苦农家
子弟，逐渐成长为一位
剧作家、诗人、文艺理
论批评家、革命文艺
家、党政部门文艺战线
领导人的过程，同时条
分缕析地论述了传主
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创
作成就，以及其作品的
思想艺术特征、美学价
值和在中国现当代文
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与
意义，多方面展示了传
主真实精彩的人生。

新书贴

记 者：你是前往武汉的报告文学作家采访团里最年

轻的成员。为何决定奔赴武汉前线？当时情况是怎么样的？

曾 散：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密切关注形势的发

展，看到确诊人数越来越多，心里慌乱而沉重，根本不能静

下心来继续原本的创作。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作为一名

青年报告文学写作者，觉得自己有责任和使命用手中的笔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事件。

我在新闻中看到“95后”青年女医生甘如意的事迹之

后，深受触动。她一个人骑单车四天三夜，逆行300多公里

从老家返回武汉抗疫一线。路上的曲折与艰辛时刻考验着

年轻且瘦小的她，是身为医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支撑着她

最终抵达武汉的。近年来，我创作的视角主要聚焦当代青

年群体，之前采访大学生西部志愿者的时候，我和甘如意

母校的老师联系较多，于是便通过她的老师与她取得联

系。去武汉之前，我就已经在电话和微信上开始了采访，创

作的报告文学《甘心》发表在《光明日报》上。

当真正接到中国作协赴武汉一线采访的通知时，我心

里是有些诚惶诚恐的，不仅是怕自己因水平有限而完成不

了任务，而且2月份的武汉疫情形势仍然严峻。但我还是

毫不犹豫地回答“听从指挥，随喊随到”。

记 者：你在武汉一共待了多少天？这段时间里你的

生活和采访是如何进行的？

曾 散：经过有关部门的协调，2月26日中午，我乘坐

高铁从长沙抵达武汉。那天的天气阴阴沉沉、寒意逼人，目

之所至冷冷清清。在武汉与几位老师会合后，我们的采访

在中央指导组宣传组的统一安排下进行。通过分工，我继

续聚焦以“90后”为代表的青年抗疫群体。

截至4月初返回长沙隔离观察，我在武汉采访的时间

近40天。受当时抗击疫情的氛围影响，感觉每个人都在奔

跑，都在抢时间。所以我的采访节奏也比较快，几乎每天上

午、下午甚至晚上都在外面跑。比如有次采访1992年出生

的青年志愿者郑能量，我边采访边和他一起做志愿者，先

是去硚口区荣华街建国社区给有需要的人送盒饭，后来又

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搬运物资，去湖北省中医院送出院患者

回家。那天到了后半夜就一直下雨，等我回到驻地时已是

凌晨两点多钟，等再做好消杀工作，三点多才睡下。

记 者：在前线，你深度走访了哪些地区、采访了哪

些人群？他们给你的突出感受是什么？你有哪些相关的

采访计划？

曾 散：在此次采访过程中，我被许多平凡普通人的

善良大爱所感动。因为我关注的是整个青年群体，所以我

采访的面比较广，去的地方也比较多。比如医护人员，我采

访了来自北京、湖南、辽宁、四川、贵州、浙江、河北等地的

援鄂医疗队，也采访了雷神山医院、方舱医院等新建医院

中的医护人员，还有同济医院、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武汉市

中心医院、第四医院等本地医院的医护人员。

我也采访了许多志愿者，既有接送医护人员的爱心车

队，也有帮助运送物资的爱心团队，他们大部分是自己贴

钱在做好事。还有雷神山、火神山两座医院的建设者，有的

人在医院建成后选择留守下来，维护医院的设备运转。他

们都是普通平凡的劳动者，但从他们身上折射出的那种朴

实善良的光让我感到温暖。

在水果湖街北环路社区的那次采访让我记忆犹新。

1991年出生的张忻欣是社区的负责人之一，她带领几个

人管理着一个近两万人的大社区。工作中，她数次目睹生

离死别，还要处理许多复杂的突发事件。作为一个20多

岁的女孩，她突然就被这次疫情裹挟着推到了最前线，挑

起了最重的担子。我采访她的时候，她回想起“应收尽收、

应治尽治”时挨家挨户上门排查的那些时刻，眼泪不禁汹

涌而出，浸湿了口罩，也令我万分感慨。换作是我，身为比

她还大几岁的男子汉，我都不知道能否担得起这副沉重的

担子。

跟消防队员去隔离点做全面消杀的那次经历，让我深

切体会到两层口罩、两层手套、防护服、护目镜、脚套等全

副武装带给身体上的难受。为了给楼道做彻底消杀，我从

一楼爬到五楼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不仅胸闷气短，而且

嗓子里根本发不出声音。尽管那天气温较低，但我依然大

汗淋漓，护目镜也是模糊一片，几次都差点摔倒。结束任务

后，那整个下午我依然处于一种缺氧的状态，头晕晕乎乎

的。我真正感受到抗疫一线人员的艰难，他们在每天的工

作中，身体都遭受着如此巨大的考验。

我的采访基本覆盖了抗击疫情的各个行业。比如基层

警察，我在硚口区公安分局采访时得知，疫情发生初期，分

局就成立了一支以“90后”民警为主的青年突击队，日夜

奋战在抗疫一线，协同社区转运病人，维护治安秩序，处理

各种突发事件，为辖区内百姓解决各种困难。虽然他们的

家就在武汉，但为了防疫工作，他们几个月都没有回家。

记 者：“90后”是你主要的采访对象，他们在抗疫过

程中有着怎样的表现？你认为如何通过报告文学来表现其

事迹、体现其精神？

曾 散：在整个抗疫群体中，医护人员和志愿者是主

力队伍，其中“90后”甚至“00后”又占比最高。以4.2万名

援鄂医疗队员为例，“90后”超过三分之一，是武汉保卫战

的生力军。我在采访过程中最大的感受是，青年一代在茁

壮成长。他们承担责任，履行义务，在国家面临危难之际

勇敢地站出来，冲在前线，为抗击疫情作出巨大贡献。看

到他们朝气蓬勃的身影，仿佛就看到了我们国家的希望和

未来。

在不同的采访对象身上，我都能感受到一股积极向上

的蓬勃力量。比如志愿者郑能量，他身上那种青年的奉献

担当与责任感就非常夺目耀眼。汶川女孩佘沙、邓小丽、张

琴则是怀着感恩与报答的心驰援武汉，奋战在一线。单骑

逆行的甘如意，体现的是一种敢于吃苦、爱岗敬业的精神，

更表现出危难时刻“巾帼英雄”的气概。李佳辰的母亲曾在

一线抗击过非典，接过母亲的接力棒、也成为白衣天使的

她如今在武汉抗击新冠病毒，从她们身上我看到了两代人

的传承。还有方舱医院那众多的“90后”女医护人员，她们

悉心照顾病人，给患者带去温暖与温馨。她们乐观开朗的

性格和朝气蓬勃、生机盎然的气息，使得患者身心愉悦、放

下心理负担，成为治愈轻症患者的一剂良药。这恰恰从各

个侧面展现出这一代年轻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从更深层次而言，他们身上也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的

精神内核。

记 者：目前，你已发表了哪些作品？你认为，面对灾

难与不幸，报告文学有什么重要意义？青年报告文学作家

的责任又在何处？

曾 散：一个多月以来，我紧锣密鼓地采访，其间创作

了《爱的温暖与力量》《从汶川到武汉》《甘心》《迎风吐蕊

朵朵花开》《生命的节点》《湘水北去》等一系列报告文学作

品，发表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等报刊上。文

学的最终价值是温暖人心。报告文学写作在此次抗击疫

情过程中起到了文学的“轻骑兵”作用，作家们深入现场、

见证历史，记录抗疫前线的伟岸风景，以及每个个体背后

的动人故事，让他们身上映射出的希望之光照耀更多人的

内心。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身为一名青年报告文学写作者，我更应肩负

起责任与担当，做时代的书写者和记录员。根据此次采访

收集的素材，我正在创作一部反映青年抗疫题材的长篇报

告文学，书写战“疫”中的青春之歌，力求全景式反映新时

代青年在国家危难时刻不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的

精神风貌，作品暂定名为《青春脊梁》。因为这些青年就是

我们国家的未来，也将是我们国家的脊梁。

书写战“疫”中的青春之歌
——访作家曾散 □本报记者 康春华

据新华社电 记者近日从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获悉，为回应

广大群众对于加强清理整治网上有害内容的呼声，4月至11月全国

组织开展“扫黄打非·新风”集中行动，扫除文化垃圾，持续净化社会

文化环境，助力各地复工复产复学。

据介绍，集中行动以互联网为主战场，深入推进“净网2020”“护

苗2020”“秋风2020”专项行动，对网络淫秽色情信息、非法有害少

儿出版物及信息、新闻敲诈和假媒体假记者站假记者、侵权盗版等四

类问题进行“大排查”“大扫除”。

其中，推进“净网2020”专项行动，重点整治网络直播平台通过

色情低俗内容诱导打赏乱象；严肃查处各类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

渠道，重点关注网络短视频、网络文学、网络游戏、微博及社交群组、

暗网等；严打传播淫秽色情低俗信息利益链，坚决铲除转移到境外的

犯罪团伙。

推进“护苗2020”专项行动，整治校园周边文化环境，依法查缴

含有害内容的儿童绘本、卡通漫画及文具、玩具等；查处涉未成年人

非法有害网络应用程序及信息，重点整治传播非法有害信息的学习

类App、扭曲未成年人价值观的网络小说及漫画，规范清理涉未成

年人信息的映前广告、弹窗；同时，广泛开展正面教育引导工作。

推进“秋风2020”专项行动，严打假借新闻机构、假冒新闻记者

从事新闻采访，真假媒体、真假记者相互勾结敲诈勒索，自媒体传播

虚假新闻、有偿新闻等不法活动；坚决打击重大题材、畅销书、教材教

辅等图书、电子书及影视、音乐作品侵权盗版活动，查处培训机构非

法出版、盗版教材教辅行为。

全国“扫黄打非”办负责人表示，将紧抓群众高度关注的热点难点

问题加强治理，依法查办一批大案要案，切实督促企业履行主体责任，

强化部门合作、形成打击合力，做到网上网下一个标准、一体管理。

（史竞男）

全国组织开展
“扫黄打非·新风”集中行动

本报讯 疫情的阴霾正逐渐远去。

4月11日晚，邵丽、李修文、邓一光、徐则

臣、弋舟、张柠、张莉、李宏伟、陈崇正、张

慧雯、张怡微、卢德坤、班宇、王姝蕲、李

唐、林培源等20位作家相聚“云上”，讨

论当代中国短篇小说的调性问题。此次

活动由作家崔曼莉客串主持，约14万网

友观看直播和参与互动。

邵丽认为，调性是小说的秉性，也是

小说的核心魅力所在。不同作家的调性

有所不同，但好作品是存在共同调性

的。徐则臣说，小说的问题、风格与作家

本身性格三者协调，不用“假嗓子”说话，

才能形成作者自己的调性。张柠谈到，

短篇小说的调性是形式概念，包括小说

的语言节奏、叙事的起伏缓急，但同时小

说也存在内在的精神调性，这与写作者

的个人灵魂相关。不少青年作家都提到

调性包含短篇小说的写作技术、语言风

格、故事氛围、人物关系等因素，只有彼

此之间相得益彰，才能形成作家独属于

自己的稳定调性，而其中潜藏着作家对

世界、情感与人世的不同理解方式。

关于过去一年短篇小说的整体观

察，张楚总结道，2019年度的短篇小说

创作有对新旧世纪精神的持续探究，有

对当下社会热点事件的梳理，也有对社

会进程的不断反思。编选《我亦逢场作戏

人：2019年中国短篇小说20家》一书的

张莉说，“新异性”是年选的主要标准，也

是2019年短篇小说的特征之一。将当代

中国文坛的中青年作家汇集于一处，既

是2019年短篇小说的年度观察档案，也

供后来者不断回望。直播中，作家们还分

享了各自的短篇小说创作经验。

“云聚会”“云串门”“云聊天”是作家

之间互动提及最多的词语，这也成为疫

情之下文化圈面向公众交流的主要途

径。如同弋舟所说，“借此机会，在云上，

期待得以重新展开我们的文学与精神生

活。”此次文学直播活动中，网友们在线

踊跃互动提问、交流看法，同样显示出对

文学蓬勃旺盛的热情。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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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11日晚，国家大剧院“春天

在线”系列音乐会之首场演出“迟来的春天”在国家大剧院古

典音乐频道及数十家媒体的多个网络平台同步播出。国家大

剧院管弦乐团的艺术家们为广大乐迷和网友奉献了一场清

雅明媚、精致细腻的“云上”音乐会，用音乐迎接这个“迟来的

春天”，受到广泛关注和好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国家大剧院一手抓疫情防控，

一手抓艺术生产，相继推出10部抗击疫情主题作品，并充

分利用丰富的演出资源与多平台运营的优势，策划了一系

列音视频产品，进行高雅艺术的线上普及与推广，用艺术

的力量鼓舞人心。为了在特殊时期将音乐送到观众身边，

为早日取得抗疫之战的全面胜利传递音乐力量，迎接重新

开启的美好生活，国家大剧院特别策划了“春天在线”系列

音乐会，“迟来的春天”就是其中的第一场。此后直到国家

大剧院恢复正式演出为止的每个星期，该系列音乐会都将

持续在网络平台与观众见面。

本场音乐会上，主持人白岩松首先进行了导赏，随后艺

术家们奏响了音乐家贝多芬的两部早期室内乐作品《C小

调第四弦乐四重奏》和《降E大调管乐六重奏》，以表达对

贝多芬诞辰250周年的纪念。不少乐迷和网友说，在任何

时候，贝多芬的音乐都能让人心境平和且充满力量，从而

更加感恩生活、珍惜当下。参演艺术家们表示，希望通过

贝多芬的作品向广大医护工作者致敬，同时表达对在疫情中

经历磨难的人们的鼓励和支持。

据介绍，“春天在线”系列音乐会接下来还将陆续推出

“命运的回响”“爱的祝福”“春天的拥抱”等多个主题的专场，

精彩演绎马勒、柴科夫斯基、布鲁赫、勃拉姆斯、巴伯、莫扎特

等音乐家的经典作品。

国家大剧院推出“春天在线”系列音乐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