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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吉林考察时强调，
要切实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新发展理念，坚决
打好三大攻坚战，扎实做好“六稳”工作，全面落实“六保”任务，深入实施东北振
兴战略，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体
现新担当，在走出一条质量更高、效益更好、结构更优、优势充分释放的发展新
路上实现新突破，在加快推动新时代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的征程上展现
新作为。

习近平指出，明年我国将开始实施“十四五”规划。“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个五年，谋划好“十四五”时期发
展十分重要。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的内部条件和外部
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复杂变化。我们要保持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深入研
判、深入调查、科学决策。党中央正在组织制定“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规划
建议。习近平希望各地深入调研，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认真谋划“十四
五”时期发展的目标、思路、举措。 （据新华社长春7月24日电）

《童话青格里》
丰 收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20年6月出版

新书贴

长篇叙事散文《童话青
格里》深情地讲述了一位伟
大而平凡的母亲阿尼帕的
传奇一生。许多人是从《感
动中国》里认识阿尼帕的。
从科布多到青格里，从孤苦
无依的少女到养育了200多
人大家庭的伟大母亲，阿尼
帕用坚强、善良、宽广、慈悲
的内心包容了生活的不幸

与坎坷，把温暖细腻的母爱播撒在了这片广阔神奇的地方。
“青格里”是新疆清河县一条河流的名字，在蒙古语中是“清澈
美丽的河流”的意思。青格里的河水永无休止地绵延着，也绵
延出了主人公阿尼帕的人生四季。作者在书中用灵动、轻盈的
笔触，用饱满动人的情感，讲述了阿尼帕的传奇故事，讲述了
新疆普通人的沧桑岁月以及朴素本真的生活信念。

本报讯 3月 25日，伴随着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的阶段性胜利和全国各行各业有

序复工的铿锵脚步，四川省作协与人民网

四川频道共同主办的“四川报告：脱贫攻

坚大决战”报告文学（非虚构）专栏上线。

截至目前，已有近百篇、长达60多万字的

报告文学作品陆续刊发，全面展现了四川

脱贫攻坚的壮举与硕果。这项活动只是四

川省作协以文学的力量助推脱贫攻坚的一

个缩影。3年多来，四川省作协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周密策划，

精心组织，扎实开展“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特别是围绕四川省委、省政

府“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策部署，全

面开展为期4年的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

动，成效显著。

以强烈使命感组织采访活动

2017 年 4月 19日，汶川大地满目青

翠，百花斗艳。四川省作协组织的脱贫攻坚

“万千百十”文学扶贫活动启动仪式在这里

举行。老乡们从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等作

家手里接过一本又一本签名捐赠的精美图

书，一张张黑里透红的脸庞，花一样绽放。

四川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动是指：

每年动员全省各级作协会员向贫困县农家

书屋签名捐赠图书10000册以上；每年动

员1000名以上各级作协会员书写脱贫攻

坚；每年推出反映脱贫攻坚的优秀文学作

品100件以上，其中在全国有较大影响的

文学精品力作3部以上，力争到2020年累

计达到10部以上。四川省委、省政府有关

领导充分肯定此项活动的意义，明确要求

尊重规律，注重实效，动员广大作家深入脱

贫攻坚主战场，讲述脱贫攻坚四川故事，塑

造脱贫攻坚四川典型，记录脱贫攻坚四川

实践，以文学助推脱贫攻坚工作。

四川成立了由省作协、省扶贫移民局

相关负责人组成的“万千百十”活动领导小

组，明确任务，细化实施方案。采取“命题作

文”与“自拟题目”相结合，统筹确定重大选

题，广泛收集筛选全省会员申报选题，从全

省作家申报的选题中评选确定重点作品给

予创作扶持。全省160个贫困县（区、市）作

为活动主体，分级落实，联动推进，信息互

通，资源共享，定期对新情况、新问题和新

成果进行认真研究，把握活动整体动态，全

力支持指导。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侯志明说：“通过这一系列活动，作家

们抢抓新机遇、迎接新挑战，秉承现实题材

创作的优良传统，把目光投向了脱贫攻坚，

投向了这场伟大的社会实践。”

四川省作协主动与省扶贫开发局、扶

贫重点市州联系，了解全省脱贫攻坚工作

重点，了解脱贫攻坚工作中的典型事例，确

定重点创作项目。组织骨干作家分别认领

创作项目，深入凉山、阿坝、甘孜等地实地

采访创作。其中，阿来深入阿坝州、甘孜州、

凉山州等贫困地区采访创作。罗伟章参与

中国作协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

工程”，到深度贫困区凉山州昭觉县驻点写

作。四川省作协围绕此项采访活动举办主

题培训班，对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进行

专题培训。2017年以来，先后举办各类创

作培训班5期，邀请全国知名作家、诗人、

评论家授课。截至目前，全省各级各地作协

组织作家创作采风1000余人次，举办主题

文学创作讲座100余场次，组织作家捐赠

书籍56000余册。

以高度的文学自觉奔赴主战场

脱贫攻坚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

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最艰巨的任务。阿来

说：“文学工作者要深入挖掘能够打动自己

的第一手材料，在这样一个过程中，去获得

重塑自我的体验，在自我教育中获取灵感，

升华使命感。”这成为四川作家深入脱贫攻

坚一线采访和创作的一个共同遵循。

甘孜州作协组织“康巴作家群”8名作

家参与脱贫攻坚报告文学创作。作家们不

畏路途艰险及环境恶劣，深入全州各地收

集素材。《抗争百年顽疾》作者顺定强深入

阿坝、壤塘、若尔盖、红原、松潘、黑水、马尔

康、金川等地采访。这位羌族作家说：“面对

这场史无前例的脱贫攻坚战，作家有责任

用自己手中的笔对它进行忠实的记录。”作

家欧阳美书于2017年5月和12月分两次

走访了甘孜、德格、白玉、九龙、稻城、康定

等地，历程2000余公里，历时半个月，采访

贫困群众、第一书记、创业明星等近百人。

广元市作协组织“激发内生动力，引领

脱贫致富”文学采风活动。作家们在深冬时

节，来到寒气逼人的青川山区，走进黄坪乡

解放村的贫困户。他们住农家屋，吃农家

饭，干农家活，面对面与群众交流，了解群

众所思所想，聆听脱贫攻坚一线感人事迹。

南部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南充市委于

2017年9月成立了《南部实践——南部县

脱贫摘帽攻坚纪实》课题小组，南充市作协

选派杨贵树和邹安音参与采访写作。他们

深入贫困户，获取第一手资料，分别完成了

纪实文学《产业园里话脱贫》和《春风化雨

润乡情》《此时 此刻 共欢乐》的创作。

为了鼓励和支持作家走向脱贫攻坚主

战场，几年来，四川省作协还创建和完善了

一系列激励机制。建立完善《四川省作协定

点深入生活扶持办法》《四川省作协重点作

品扶持办法（试行）》《四川省开展文学扶贫

“万千百十”活动重点作品扶持办法》等扶

持机制，组建专家库，随机抽取评审专家评

审选题。对重点选题扶持实行分期兑现，按

作品质量进行扶持。同时，对签约作品进行

动态管理，实行优进劣汰。建立作品研讨推

荐机制。3年来，全省各地组织召开研讨会

50余次，研讨作品40余部，组织召开改稿

会20余次。

采取上挂下派锻炼、横向交流、下基层

采访、体验生活等形式，创新作家深入生活

机制。四川省作协2019年组织5名中国作

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签约作家、10名四川

省文学扶贫重点选题签约作家深入布拖、

美姑、喜德、雷波等地投身脱贫攻坚主战

场，积极为作家创造良好的采访条件，让签

约作家们深入体验生活4至6个月。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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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以文学的力量助推脱贫攻坚
本报讯 7月20日至26日，纪录片《文学的

故乡》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纪录片分为

《莫言》《贾平凹》《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刘震

云》六部分，镜头聚焦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贾平凹

的商州、阿来的嘉绒藏区、迟子建的冰雪北国、毕

飞宇的苏北水乡、刘震云的延津世界，还原作家们

的童年往事、青春岁月，以及他们如何将生活的故

乡转化为文学的故乡。

《文学的故乡》由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出品，

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制作，北京师范大学国

际写作中心提供学术支持。从2016年夏天开始，

《文学的故乡》导演张同道率领团队历时两年时

间，从冰雪北国到南方水乡，从青藏高原到胶莱平

原，跟踪记录作家们重返故乡的过程，寻找作家童

年的秘密，展示了作家独特的人生轨迹，记录他们

如何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世界。

“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

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在

纪录片中，莫言如此谈及自己的故乡山东省高密

平安庄：“秋天是望不到边的高粱地，夏天到处都是青纱帐。冬天

漫漫的荒原，一眼看不到边的雪。”贾平凹、阿来、迟子建、毕飞宇、

刘震云也分别重返故乡，来到与自己的作品有着深刻联系的地点，

讲述《秦腔》《尘埃落定》《北极村童话》《青衣》《塔铺》等作品背后的

故事和孕育的过程。拍摄团队还采访了多位评论家和汉学家，对

作家作品的艺术特色和海外译介情况进行评述。

与此同时，《文学的故乡访谈录》由中国广播影视出版社出版，

进一步揭秘作家们的作品与其故乡的关联，以及作家们如何构建

文学精神家园的故事。 （欣 闻）

本报讯 由中华文学基金会、平安公益基金会主办，中国作家

网承办的“爱不孤读——青少年文学素养提升计划”第三期名家直

播课“以阅读为渡舟，还原家庭教育的‘育’功能”近日在中国作家

网、网易直播、中国平安官方抖音号同步上线。

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大

部分停学停课，令整个社会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为此，本期

名家直播课邀请儿童文学作家殷健灵、谢倩霓与《文学报》记者张

滢莹做客直播间，围绕“疫情期间家庭面临的焦虑和教育的难度”

“从教到育，被置于聚光灯下的文学阅读”“从非常态向常态的过

渡”等几个方面，深入探讨文学阅读及青少年心理健康等话题。

大家认为，疫情的暴发和疫情防控的常态化影响着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孩子们不得不面对学习方式的改变。随着以往有序

环境的中断，孩子不得不面对一个只有自己的环境，这势必影响孩

子的心理。在这种情况下，孩子们需要进行自主调整，自我定位。

一旦他们不能及时作出调整，随之而来的烦恼可能波及父母乃至

整个家庭。目前有些家长陷入一种认识误区，认为教育只是学校

的事，而事实上，教育的核心责任应该由家庭来承担。特别是就文

学阅读、文学教育而言，家长的引领作用显得尤为重要。

在直播过程中，网友们纷纷要求两位作家开书单。但两位作

家都不主张急于为孩子开书单的做法。她们认为，阅读不应简单

地受到所谓门槛和范围的限制，世界上的好书数不胜数，不同孩子

的性格、兴趣、认知水平也存在差异，因此不能用一个单一的标准

来衡量。也不希望家长因为一味追求形式而忽略亲子阅读的重要

意义，仅仅是完成任务式地实施购书计划、“一买了之”的办法不可

取。教育从来不应该是孩子单方面的事，需要多方力量共同努力

推进。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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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不孤读”第三期
名家直播课线上推出

文学界在行动

四川省作协赴渠县大田村慰问结对帮扶户 四川作家赴昭觉县悬崖村进行脱贫攻坚主题采访

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前一天，我来

到延安，搜集整理脱贫攻坚方面的写作

素材。这里是中国革命的圣地，孕育了伟

大的延安精神。我赶在国庆节前来到延

安，是想走进八一敬老院，与在这里疗养

的老八路、老革命，有一次重温革命历

史、不忘初心的学习。

我是在延安市作协党组书记霍爱英

的陪同下，去到八一敬老院的。6位老人

谈起了各自参加革命的情况。这6位革命

老人是：同景飞，93岁，志丹县意镇人，原

359旅轻机枪手。孟振亚，90岁，洛川县

石头镇人，原359旅重机枪手。王步福，

101岁，宝塔区蟠龙镇人，原359旅战士。

王乃胜，92岁，延川县永坪镇人，原西北

局战士。高志昌，89岁，安塞县坪桥镇人，

原西北局战士。李福功，88岁，米脂县城

关镇人，原西北局战士。

“为了什么呢？为了吃得饱，穿得

暖。”谈起最初参加革命的目的，老人们

说得非常朴实。同景飞老人回忆说，他们

兄弟姐妹共9人，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

生于贫苦农民家庭的他们，吃不饱，穿不

暖，前前后后饿死了几个哥哥姐姐。父母

亲为了让他能活下来，在他13岁时就送

他参加革命。由于年纪小，最初的工作就

是整天纺线。这是他所擅长的，一天纺个

七八两的棉花，一点问题都没有。他因此

还获得了“纺线线能手”称号哩！后来，到

南泥湾参加开荒种地大生产，他也是一

把好手。最后跟队伍上战场，扛着枪，打

胜了扶眉战役，然后一直往西打……老

人穿着军装，左胸佩戴了几枚灿亮的军

功章，看起来神采焕然。

“我出来革命，是我爸把我打出门

的。”王步福说，他年轻的时候，遇到了一

位衣衫破烂、面黄肌瘦的讨口人，有气无

力地讨到他家来了。他不仅没给讨口人

一口食，还作势作态地撵走了讨口人。那

时候的陕北，苦极了，他父亲为了家里人

不太受饿，就学了门手艺，在农闲时节给

人打石条箍窑。父亲并不知道他撵走讨

口人的事，是他说给父亲的。原本还想得

到父亲的夸赞哩，但结果是被父亲抬手

一个巴掌，把他打得趴在了地上。父亲揪

住他的后脖领，把他拽出窑院门去，让他

跪在一堆乱草前……父亲吼道：“做人要

厚道。家里有一口吃的，自己吃一半，分

给讨口人一半。你咋能忍心让讨口人饿

死呢！”沉痛的教训被王步福记了下来，

记了一辈子。

在与老人们的交流中，我知道了“梢

林”这个词，还知道黄陵县的一大片林区

有革命时期陕北红军建立起来的“小石

崖根据地”。我要采访的主人公柯小海，

就住在这片“梢林”里的索洛湾村。他的

大伯柯玉斌、父亲柯玉荣，曾是“梢林”里

与敌顽势力坚决斗争的游击队队员。

从八一敬老院出来，我先后采访了

延安市的宝塔区、安塞区、延川县、子长

县等脱贫攻坚的先进典型点，最后来到

黄陵县的索洛湾村，见到了带领索洛湾

村村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柯小海。他和

我交流时说：“小时候吃不饱，穿不

暖……”这句话和八一敬老院的老人们

说得一样。他说，“我们遇上了一个好时

代。我们不仅要吃饱、穿暖，还要有新的

成长、新的发展。”

柯小海此前赴京参加了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庆典。当时,他就站在“乡村振兴”

彩车上。宏伟壮阔的国庆庆典，陕西的元

素有许多，然而陕西农民代表估计就柯

小海一个。他是红色土地延安的骄傲。他

也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他不负青

春，为了家乡，为了家乡的百姓，坚定不

移地付出了努力。就在他参加国庆庆典

的 5 天前，他还在人民大会堂获得了

2019年全国“最美奋斗者”的荣誉称号。

正是因为我心怀着对于他的那一份

敬佩、那一份感动，我一定要把他写出

来。与柯小海头一次交流，他提到了路遥

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的一句话：“一

切将会怎么发展？什么时候闪电？什么时

候吼雷？什么时候卷起狂风暴雨？”我惊

异于柯小海的开场白。在进一步的交流

中，他还说到了《创业史》里的梁生宝。梁

生宝，再加上《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

孙少安，成为了柯小海的榜样。他学习他

们，自愿放弃原先做得风生水起的生意，

回到故乡，完成父辈们没有实现的梦想、

没有完成的使命，带领索洛湾村全体村

民脱贫致富，奔向美好小康生活。

我在黄陵县索洛湾村驻扎下来，与

村里的许多村民成了朋友。我从他们嘴

里听到对于精神产品的需求，既是强烈

的，更是积极的，他们需要能够滋润心

灵、滋养精神的好作品。这是我参与脱贫

攻坚报告文学写作的最大感受了。我们

文学艺术工作者必须向文学前辈柳青学

习，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出无愧

于时代的文学作品来。

红色土地上的梦想
□吴克敬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创作进行时创作进行时

据新华社电 7月23日，由江苏

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共江苏省委宣传

部、江苏省新闻出版局、苏州市人民政

府、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承办的第

十届江苏书展在苏州拉开帷幕。

为期5天的第十届江苏书展，以

“阅读的盛会，读者的节日”为总定位，

聚焦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夺取

“双胜利”、建设新江苏这条主线，紧扣

“读书追梦，阅享小康”主题，组织优秀

出版物展示展销、重点阅读推广活动、

行业交流论坛、重要信息发布等。书展

主展场总面积1.7万平方米，设置新

时代主题馆、主宾馆、长三角馆（含江

苏精品馆）、书香苏州馆、全国优秀出

版单位展区、亲子绘本馆、青少年阅读

馆、港台海外馆、方志江苏馆、书香文

创馆、书香邮政馆、数字阅读馆、团购

馆配馆等13个馆区，共有400多家出

版发行单位参展，展销8万多种优秀

出版物。

开幕式上发布了“2019 苏版好

书”“2020江苏最美书店”“第三届江

苏全民阅读‘五十佳’”评选结果。《我

心归处是敦煌：樊锦诗自述》《中国运

河志》《南京传》等47种“2019苏版好

书”获颁荣誉证书。凤凰新华南京分公

司少儿书店、吾在书舍精品社区书店、

钟书阁苏州店等 10 家书店获评

“2020江苏最美书店”。

开幕式当天，主展场还举办了首届东方娃

娃原创绘本奖颁奖典礼暨第二届东方娃娃原创

绘本大赛启动仪式、“小康时代的出版展望”主

题论坛、首届江苏青年出版编辑人才论坛、“书

香社会建设的江苏探索”新华书房读书论坛、第

二届“曹文轩儿童文学奖”新书发布暨颁奖典礼

等阅读推广、行业交流活动。

书展期间，还陆续举办了专题讲座、名家签

售、新书首发、作品阅读分享等130多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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