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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28日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第五届理
事会年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习近平向会议表示祝贺，积极
评价亚投行不断发展壮大，指出亚投行应该成为促进成员共同
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平台。各成员要聚焦共同
发展、勇于开拓创新、创造最佳实践、坚持开放包容，把亚投行打
造成推动全球共同发展的新型多边开发银行、与时俱进的新型
发展实践平台、高标准的新型国际合作机构和国际多边合作新
典范。中国始终支持和践行多边主义，以开放、合作、共赢精神继
续同各成员一道支持和办好亚投行，为国际社会应对风险挑战、
实现共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7月28日电）

故乡所召唤和赐予的
——纪录片《文学的故乡》漫谈 □张清华

（见今日4版）

本报讯 7月23日，以“我们向着小康走”为主题的

中国作家走进西藏、四川、云南、青海、甘肃系列采访活动

正式拉开帷幕。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阎晶明带队

的作家代表团从拉萨市开启了为期8天的西藏自治区采

访活动。此项活动旨在通过作家们深入到西藏的亲身采

访和体验，用文学创作的方式反映和展示中央第六次西

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西藏贯彻落实党的治藏方略、决胜全

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取得的巨大成就。

此次活动得到了西藏自治区党委的高度重视。西藏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牵头对采访活动进行部署协调，对采

访行程和路线进行了精心安排，采访内容涵盖了经济、民

生、生态、文化等多个方面，使采访团真正走入基层藏族

群众之中，走入火热的生产生活一线，感受到西藏在决战

脱贫攻坚中的生动实践。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严金海

亲切会见采访团全体成员，简要介绍了西藏经济社会发

展的整体情况，并期望作家们从西藏之行中汲取营养，创

作出一批优秀作品，反映西藏的新时代新风貌，展现西藏

各族人民走向小康的幸福生活。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扎西达娃也与采访团进行了交流座谈。

在经过对高海拔气候环境的短暂适应后，采访团随

即投入到紧张的采访活动中。在拉萨市城关区蔡公堂乡

白定村，集中发挥当地农业经济特色优势、带领群众实现

增收致富的“智昭净土产业园”，打造绿色经济、集休闲旅

游与农业种植于一体的桃园林卡，引进西藏第一条高标

准现代化乳制品加工生产线、带动周边农牧民发展牧场、

形成规模化的城市周边养殖带、实现农牧民增收致富的

净土乳业，立足拉萨民生、依托立体式管理构建的物流体

系，都令作家们耳目一新。在拉萨经开区德吉康萨社区，

西藏自治区开展的扶贫搬迁工程落地后转移安置群众生

机勃勃的新生活令作家们由衷赞叹，他们主动走进安置

群众家中进行了深入的采访了解。采访团还走访了冲赛

康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团结大院，对老城区改造建设及多

民族和谐共融的幸福生活有了亲身体会。接下来，采访团

还将奔赴日喀则进行采访。

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协创作联络部和西藏自治区文联

共同组织，作家徐则臣、江子、沈念、傅逸尘、杜立明、黄国

辉、岳雯、李宏伟、李壮以及西藏作家吉米平阶、罗布次仁

等参加采访活动。 （郑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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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在行动

作家在赤峰市深入生活

作家在兴安盟扶贫点采访

本报讯 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党和政府汇聚起亿万人民的磅礴力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内蒙

古作家协会加强组织策划，引导作家深入脱贫攻坚一线，感受和

思考人民创造历史的伟大实践，书写脱贫路上追梦人的奋斗故事

和心灵成长。

内蒙古作协加强顶层设计和组织策划，以草原文学精品工程

为抓手，加强对脱贫攻坚、建党100周年等重大主题文学创作的

引导。“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宣

传部统筹，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协组织实施的一项草原文学精

品工程。从2011年实施以来，共有122部作品入选，汇聚了一大

批内蒙古优秀作家，有效提升了内蒙古文学的整体创作水平。

2018年，该工程转型为“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扶持工程·现实

题材写作计划”，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每年支持100万元经费，加强

现实题材创作，确定脱贫攻坚、建党100周年、弘扬蒙古马精神、

弘扬乌兰牧骑精神等重大主题。2020年，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

协组织召开草原文学精品创作工程动员部署会、草原文学重大主

题作品创作策划座谈会，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白

玉刚与文学创作者面对面进行了交流。他希望广大作家多关注脱

贫攻坚、抗击疫情、草原文化、黄河文化等重大现实题材创作，深

入基层一线，实实在在进入新时代内部细部，真真切切理解新时

代广度深度，有无穷发现和无尽感触，写出有格局和有情怀的优

秀作品，并表示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会在作家深入生活、作品出版、

宣传推荐方面给予大力支持。内蒙古作协还几次邀请自治区扶贫

办有关负责人就内蒙古脱贫攻坚工作总体情况、脱贫攻坚涌现出

的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等为作家们做专题介绍。

内蒙古作协调动各方资源，动员各盟市文联、作协积极推荐

和申报，组织重点作家参与脱贫攻坚主题创作动员会及采访活

动，并与有意向的作家签订创作协议。近几年，“草原文学重点作

品创作扶持工程”中有近20部相关主题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和

非虚构作品，内容聚焦生态扶贫、产业健康扶贫、科技扶贫、文化

扶贫以及扶贫工作中的先进集体和个人。内蒙古地域辽阔，贫困

旗县散射全区，针对这种情况，内蒙古作协组织内蒙古大学文学

创作研究班学员关注脱贫攻坚题材，集中力量撰写长篇报告文学

《内蒙古脱贫攻坚路》，全面反映新中国成立以来内蒙古自治区脱

贫攻坚的壮丽历程。同时，内蒙古作协面向全国、全区作者发布征

集脱贫攻坚主题文学作品的创作函，并和区内外文学刊物联系，

将书写内蒙古脱贫攻坚题材的优秀作品以蒙古文和汉文结集推

出。《草原》《花的原野》等刊物开设脱贫攻坚专栏，出版主题专刊。

这一系列活动旨在引导广大作家贴近大地、贴近人民，把自己的

创作与更广阔的人群、更宽阔的生活现场结合起来，记录内蒙古

各族人民生活奋斗的行进历程。

近年来，内蒙古作协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乌兰牧骑

事业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引导作家走向脱贫攻坚一线。内蒙古文

联、内蒙古作协先后三次组织作家、艺术家80余人分别走进鄂尔

多斯、兴安盟、乌兰察布、通辽等地，《人民文学》杂志社与内蒙古作

协组织作家走进乌兰察布，围绕脱贫攻坚进行主题采访创作调研

活动。内蒙古文联、内蒙古作协组织中国网络文学作家内蒙古采风

行，深入体验内蒙古马文化、民俗文化，了解蒙古族刺绣带动的产

业扶贫。内蒙古作协与内蒙古团委共同举办“网筑梦想”全区青年

网络作家培训班，引导网络作家关注内蒙古在脱贫攻坚中取得的

新成就。内蒙古作协与内蒙古自治区税务局共同举办“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采访创作，深入书写税务干部在脱贫攻坚实践中的

新作为、新形象。内蒙古作协以文化文学助力脱贫攻坚，组织蒙汉

文农牧民诗歌朗诵会，举办蒙汉文农牧民基层作家培训班，引导基

层作家书写身边的扶贫故事，农民作家田夫的扶贫题材长篇小说

入选“现实题材写作计划”，并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近

年来，有50余位作家入选内蒙古作协组织的“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10余位作家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

草原作家群深入基层一线，因地制宜的精准扶贫举措、农牧区日新

月异的面貌，给作家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用笔记录下无数真切

鲜活的声音，书写属于这个时代的、有质地有深度的草原故事。

作家艾平关注兴安盟科右中旗文化扶贫和产业扶贫，在《人

民文学》刊发的中篇小说《包·哈斯三回科右中旗》将扶贫主题放

在传统文化的恢复转化、现代科技对生活的改变中，脱贫奔小康

的主题与历史、文化、生态、自然、蒙古马精神、淳厚的民风融成一

个水丰草美的大故事。作家肖亦农、肖睿父子两代聚焦毛乌素沙

漠、库布其沙漠的生态扶贫、绿色扶贫，肖亦农获得鲁迅文学奖的

长篇报告文学《毛乌素绿色传奇》、在《人民日报》刊发的中篇报告

文学《耕读库布其》，肖睿在《十月》刊发的长篇小说《生生不息》、

出版的长篇报告文学《库布其与世界》，用抒情的英雄主义旋律深

情书写新中国成立以来生态扶贫的突出成就，国家战略、人民力

量、企业治沙的成功结合让沙漠变成绿洲，真正实现了鄂尔多斯

大地的绿富同行。

此外，艾平在《人民文学》刊发的报告文学《脱贫路上追梦

人》，特·布和必力格、胡额斯图获得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

嘎”奖的蒙古文长篇报告文学《十年足迹》，布仁巴雅尔、牛海坤正

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去嘎查，路怎么走？》《让世界看见》等作

品，关注基层党组织和扶贫干部，以文学的方式呈现了内蒙古人

民在脱贫攻坚路上扎实奋进的身影和深沉热切的心声。吴阿拉腾

宝力格的蒙古文长篇小说《永不枯竭的涌泉》关注教育扶贫，阿勒

得尔图正在创作的长篇报告文学《光明行》聚焦健康扶贫，海勒根

那的短篇小说《过路人，欢迎你来哈吐布其》书写新时代农牧民精

神生活的富足，韩伟林的中篇小说《阿尔善河水长又清》关注生态

文明建设与现代化发展，韩静慧的长篇儿童小说《赛罕萨尔河边

的女孩》关注传统手艺的转化和发展，以此改编的电影《毡匠和他

的女儿》上映后，入选全国中小学生推荐优秀影片片目。

这些作品从内蒙古脱贫攻坚的现实课题中来，从当代中国、

内蒙古大地发展进步和当代草原人的精彩生活细节中来，以草原

文学独特的地域书写和民族书写，彰显了草原文化有容乃大的精

神，弘扬了蒙古马精神、乌兰牧骑精神和守望相助的理念。这些作

品以体现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相统一的草原书写，为

无数创造历史的人们树碑立传。 （赵富荣）

大力弘扬蒙古马精神
记录脱贫攻坚路上的追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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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7月 24日到26日，由《诗

刊》社主办的第十一届“青春回眸”诗会在河北兴隆县诗

上庄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讲话。《诗刊》

主编李少君、诗人舒婷、评论家陈仲义、河北省承德市作

协主席刘福君，以及十余位“青春回眸”参会诗人汇聚一

堂，就“诗歌与时代精神”展开深入研讨。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

标实现之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乡村的发

展，既需要经济上的脱贫致富，也需要文化的繁荣兴盛。

诗上庄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注重发挥诗歌的作用，将诗歌

写作、诗歌教育融入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利用各种民

间艺术形式积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人民

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希望诗人们进一步关注新农村，书

写脱贫攻坚进程中涌现出来的感人事迹，以更多优秀诗

作描绘新时代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篇章。

围绕诗会主题，王久辛、张清华、北乔、陈人杰、西渡、

周庆荣、祁人、任白、金所军、胡茗茗、贾永、曹国英、王夫

刚等参会诗人谈到，诗歌写作应该准确地反映时代的脉

搏。具有时代性的优秀诗歌文本，需要把个体观察与时代

生活进行有效的融合。对时代的书写，不应该只停留在浮

光掠影地摘取几个意象，而是要深刻把握时代的精神内

核，仔细倾听人民群众的真实心声，写出这个时代的个体

和群体的命运变迁。对当下现实的观察，需要我们把视野

打开，把现实中的人和事放在历史的链条中进行考察，从

而获得对时代与社会更辩证的认知。时代在发展，人民创

造美好新生活的实践在不断推进，作为诗歌写作者，要担

负起记录时代的责任和使命。诗歌写作是时代精神的反

映，同时也参与着时代精神的建构。每个诗人切入时代和

社会的角度是不一样的，因此，我们要尊重各种不同的诗

歌写作风格。但是，诗歌终究是要引导人们走向真善美，

带给人们温暖的力量。

诗会期间，诗人们深入诗上庄，和村民们进行交流，

领略兴隆县在新农村建设方面的成就。据介绍，诗人们参

加“青春回眸”诗会所提交的稿件，以及在采风中所创作

的乡村振兴题材诗作，将会在近期的《诗刊》以专辑的形

式推出。

第十一届青春回眸诗会探讨诗歌与时代精神

本报讯（记者 王觅） 7月 23日，由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香港文学出版社等

联合主办的“香港故事，如萤火，如星

光——周洁茹《小故事》新书发布会”在线

上直播。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青

年作家邵栋及本书作者与会，同各界读者

分享了《小故事》的阅读感受，并围绕相关

创作话题展开交流。

作家周洁茹出生于江苏常州，现居香

港。她善于在对话和想象中展开叙述，以

风格化的文字完成对故事的确立和人物的

塑造，同时指向时间、空间与孤独等主题。

《小故事》是周洁茹新创作的一系列小说的

合集，包含《读书会》《野餐会》《华特餐厅》

《油麻地》等18个相对独立的短篇，反映了

作者近年来主要的写作倾向。全书一面讲

述异乡人在香港生活的故事，一面反映现

代都市女性的情感困境，两者相互交织，形

成茫茫城市之中的萤火与星光。作者以疏

离的姿态叙述，以一个个小视角探寻私密

空间，在细碎的日常中发出声音。本书还

收录了周洁茹与傅小平的对谈文章，以帮

助读者了解作家的成长轨迹与书写策略。

邱华栋认为，香港文学是丰富灿烂的，

周洁茹的小说不太在意香港的地理描述，

而特别注重人的生存状态。《小故事》有一

种简约的叙事风格，描绘了女性成长过程

中的爱情、婚姻、期待、欲望及挫折等。这

部作品仿佛人生经验的储藏室，展现了生

活中面临的种种困难。在邵栋看来，周洁

茹的写作独具特色，她会在不同跨度里用

相同人物做不同面向的表述，这就形成了

一幅女性的群像。周洁茹表示，《小故事》

是自己献给闺蜜们的一部作品，希望有更

多女性读者能够看到。接下来自己还会写

更多普通香港人的故事。

周洁茹《小故事》在京首发
本报讯 7月12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的“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

故居”大型系列直播活动第十站与广大网友见面。此次活动围绕“追忆永远的

朱自清”展开，分为“云游朱自清故居”和“感受朱自清精神之旅”两部分。朱自

清嫡孙朱小涛、扬州朱自清故居主任韩丰、扬州作协主席吴周文、扬州大学副

教授黄诚参加此次直播活动。

活动中，韩丰详细介绍了朱自清故居的地理位置及扩建过程，生动细致地

还原了朱自清一家在扬州生活的点点滴滴。随后，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朱自清

故居的变迁、朱自清文化历史价值的发现及朱自清的文学史地位评价等话题

展开交流，钩沉轶闻趣事，分享历史文化，点面结合，深入浅出。此外，朱小涛

还结合家族记忆，生动讲述了朱自清走上文学道路的历史因缘及其民族气节

和爱国精神，勾勒出朱自清的家庭和地域文化教育的图景。

据主办方介绍，“回到文学现场，云游大家故居”系列直播活动是人民文学

出版社一次大胆的跨界尝试，使文学不再局限在纸面上，而是将其立体化、全

方位地呈现给读者。今后，人文社将秉持“古今中外，提高为主”的理念，把这

项活动由现代文学扩展到古今中外，力求使其成为文学和热爱直播的现代青

年人之间的桥梁。 （欣 闻）

人文社携网友“云游大家故居”本报讯 7月21日，“文学的星空·当代文学名家展

首展——赵本夫新书分享会暨青春会客厅揭牌仪式”在

江苏南京举办，此次活动也是江苏书展南京分会场系列

活动之一。

活动现场，作家赵本夫接受了“青春文学网驻站导

师”聘书，并就青春会客厅正式启幕致辞，同时分享了他

最新的长篇小说《荒漠里有一条鱼》。据介绍，《荒漠里有

一条鱼》与作者此前的《刀客和女人》《混沌世界》《天漏

邑》等作品相比，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从整体结构看，

它是寓言、是传说，荒诞性几乎一览无余。“片段化”或“团

块状”是该作品最大的特点，但具体内容和细节又多与现

实世界息息相关，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青春会客厅由文学期刊《青春》打造，位于南京秦淮区

长乐路武定门登城口，致力于打造“文学之都”的精品线下

阅读空间，以“学术交流、文化沙龙、艺术展览、数字出版”为

主题。与之相对的青春书店是一家以青春文学为主题的特色书店，包含文学书

店、文化展厅、专业录音棚等功能空间，店内装修体现了城墙与青春元素的巧妙

融合，整体风格清静文雅，与古老城墙融为一体，建筑、历史和人文特点相得益

彰。作为“文学的星空·当代文学名家展”首展的特邀作家，青春会客厅此次陈

列了赵本夫与《青春》的故事、创作年谱、作品影视化、精选评论等专题展陈内

容，从而更为全面地展示作家的文学创作生活。展期约为60天。（苏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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