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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笔太行——中国作家看长治》
刘醒龙、杨黎光、黄亚洲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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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贴

该书收入若干篇知名
作家书写太行精神发源
地、革命老区山西长治的
散文作品。三里湾、申纪
兰、精卫鸟、神农氏在他们
笔下鲜活起来，抗大一分
校、八路军总部旧址、太岳
军区纪念馆被深情礼赞，
二贤庄、八泉峡、虹梯关、
南平花坞活色生香，吃食、
歌谣、说书艺术闪耀着文
化的光芒。老工业基地在
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
谱写出新的篇章。作家们
各取一点，点染成篇，或活
泼灵动、或苍劲沉郁、或平
实朴素、或细语温婉，文字
风格与所表现之内容相得
益彰，画出长治绿色、红
色、古色的画卷。

文学界在行动

走“青”连心
——浙江作协对口支援结硕果

本报讯 盛夏7月，中国作协组织的“我们向着小
康走”大型主题采访活动在西藏拉开帷幕。该活动策
划历时半年，旨在组织广大作家紧跟时代步伐，感受时
代巨变，讴歌时代风貌，助力“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
攻坚”。

西藏采访团由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任团长，徐
则臣、吉米平阶、黄国辉、罗布次仁、沈念、江子、李宏
伟、傅逸尘、杜立明、岳雯、李壮等十余位作家深入拉
萨、日喀则等地，对当地城乡建设、产业发展、文化传
承、生态保护等多个领域进行实地采访，体验中央第六
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以来藏族群众生活的发展变化，感
受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同奔小康的美好图景。西藏自
治区党委对此次采访活动给予高度重视，采访团在藏
期间，自治区党委副书记严金海会见全体成员，并对作
家们提出了期望。

采访活动中，作家们克服高原反应带来的困扰，驱
车上千里，奔波于采访现场，对高原生活有了更为切身
的感受，对西藏在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中所进
行的伟大实践有了亲身的体验。在拉萨蔡公堂的“智
昭净土产业园”，作家们看到当地政府为提高城市产业
水平、提升群众生活质量而做出的巨大努力。从为丰
富群众生活而建的温室大棚绿植园地，到既为居民生
活提供高质量营养奶品又为牧民提供增收渠道的乳业
基地，再到集批发零售一体的城市物流中心、集娱乐与
经济林建设于一身的桃园林卡，这里结合了高原经济
特色和生产生活特点，体现了现代发展理念在高原的
扎根与普及。

行车经过海拔5000米以上的高原，作家们来到日
喀则市江孜县，在江孜镇东郊村，这个拥有1700多位
村民的无烟村，让作家们深感现代文明健康观念在高
原的深入人心。大家走进村民家中，与老人聊家常，听年轻人谈致富心
声，坐在阳光棚下感受他们新生活的美满，感受到传统特色与现代生活
观念交织在一起别具一格的幸福体验。

在白朗县，山东援建项目发展起来了，如今雨后春笋般随处可见的
温室大棚里，新时代新西藏生活充满了甜蜜的味道。从带着援建资金到
日喀则发展事业的山东汉子孟德利，到培养自己的技术队伍形成规模
经济的藏族青年巴桑顿珠，再到大学毕业回乡创业、发展农村合作化经
营的德吉卓玛，每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都
深深地感染着作家们。

南木林县在雅鲁藏布江河谷中连缀成一片的生态保护林和绵延万
亩的马铃薯种植基地，尼木县秀水环绕、花木葳蕤的吞巴乡里，水磨藏
香传统产业项目在新时代焕发出的新活力，还有嘎东小学校长达顿、勤
劳致富的村民普琼、信心满满的村支书普扎西，几乎每一个场景、每一
个人物都给采访团一行带来了足够新鲜的体悟和至情至深的感受。作
家们一路采访着，认真倾听着、领会着从这片土地上生发出的念党恩、
听党话、跟党走的幸福心声。

8天时间里，作家们在对这片土地上呈现出的盎然生机和巨大发
展成就表达着由衷惊叹的同时，也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文学心声。徐则臣
感受着西藏与自己作品中完全不同的人文风貌，每到一处，都从文化角
度关注人的发展与现实生活的密切关联。沈念对拉萨市完成扶贫易地
搬迁工程特别关注，他说，所参观的小区里齐整的规划、设施的完备、其
乐融融的生活场景，让他完全忘记了印象中过去的西藏。

扎实细致的采访安排使作家们真切地感受到西藏这片土地上的热
情与生机，感受到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自治
区党委的带领下，西藏各族儿女在走向小康之路上所展开的丰富实践
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在新时代新西藏的发展中，无论是奋斗在哪一条战
线上的人，无论是领导干部、普通市民或是基层的农牧民群众，都是高
原上值得景仰和歌颂的新时代奋斗者。大家也都深深感到，作为文学工
作者，一定要把握时代脉搏，用心感受，用情书写，潜心创作，用优秀文
学作品为建设更加美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据悉，中国作协“我们向着小康走”主题采访活动还将陆续走进山
西、新疆、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深入采访。 （郑 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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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下发通知，就做好“十三
五”国家重点图书、音像、电子出版物出版规划的评估总结工
作提出要求。纸质版材料须于9月15日前寄送。

此次评估总结内容分为完成情况、实施效果、经验建议
3个部分。完成情况包括：全面评估规划项目实施情况，重
点对规划项目完成情况进行汇总，对已完成项目出版情况
进行梳理，对未全部完成项目作出说明，对未出成果项目作
出检查。实施效果包括：全面评估规划项目的社会效益和
经济效益，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
使命任务，认真总结项目在思想引领、学术创新、科技进步、
文化传承、文艺原创、知识普及等方面的特色和成果，汇总
项目在立项、评奖、推优、宣传推广、品牌建设、国际传播等
方面取得的成绩。经验建议包括：深入总结规划执行中有
关制度建设、质量保障、人才培养、激励措施等方面的经验
和实例，认真分析规划执行中遇到的体制机制障碍、存在的

问题与不足，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对编制“十四五”出版

规划以及重点出版方向等提出工作建议，对本地区本部门本
单位编制思路举措及拟列入重点项目等方面作出报告说明。
各出版单位要认真检查项目完成情况，对已完成项目做好数
据统计、质量检查和效果评估；对未全部完成项目做好进度统
计，完成时间截至2020年12月31日；对不具备出版条件、无
法在规划期限内完成、质量未达到要求的项目及时予以撤销。
各省级新闻出版局和中央在京出版单位主管部门对相关出版
单位的评估总结工作进行督促、审核和汇总，结合本地区本部
门在规划执行过程中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健全保障机制的好
经验好做法，形成总结报告。

出版单位报送材料包括评估表、汇总表和总结报告，采用
网上填报和纸质版两种形式报送，由主管部门审核汇总。

（孙海悦）

“十三五”出版规划评估总结工作展开

2009年，浙江、青海两省作协积极响应中国作协倡
导并组织实施的东西部作协“结对子”合作交流机制。浙
江对口青海文学扶贫工作开展11年来，两省深入广泛地
开展了文学交流、作家培训、作品研讨、作家采风等多方
面的合作，为作家之间搭建交流学习桥梁，有力地推动了
两省文学发展繁荣，青海文学也日益呈现出高原文学特
有的活力和风姿。

工作日常化，联络不断线。中国作协提出了“关于东
西部地区作协缔结友好合作关系的参考意见”要求后，浙
江、青海两省作协高度重视，两省都把“结对子”工作纳入
作协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作为职能处室的固定工作项
目，并指定专人负责日常联络。十余年来互相通报各自工
作情况，做到常联系不断线，结对又连心。

分步开展，从点到面。“结对子”合作交流机制共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09年至2013年，以两省作家互
访、扶持青海作家创作项目、文学期刊交流等形式为主。
2014年至今，在第一阶段基础上，增加培训等帮扶方式，
同时积极推动基层作协签约结对、拓展交流面。把省级作
协交流的“点”扩展为全省交流的“面”，每年推动两到三
组基层作协结对子，把仅由省作协组织的交流拓展为各
结对单位自主交流，将交流全面延伸至基层作协，从省、
市、县一级作协负责人到两省文学创作中坚力量中的代
表性作家都有交流。目前，两省共结对12对，148位作家
参加了互访活动。

开展培训，提升创作。浙江的文学创作培训邀请青海
作家参加。鲁迅文学院浙江、青海青年作家高级研修班，

浙江省影视文学创作研修班，浙江省青年诗人创作研修
班，浙江省“新荷计划”青年作家研修班等均有青海作家
参与。研修班邀请了大批知名作家、评论家和高校教授通
过集中学习、采访考察、研讨座谈等形式，指导学员进行
有目的的创作，有效地修改作品，拓展发表平台，提高了
两省青年作家的理论素养和创作水平。通过研修活动，浙
江作协发挥作用，为青海文学人才培养作出贡献。共有42
位青海作家参加了浙江作协的培训。

签约扶持，助推精品。从2011年开始，青海作协每年
向浙江文学院推荐中青年作家签约。所签约的青海作家
享受签约作家一样的扶持政策，所发表的作品列入推荐
浙江省“五个一工程”奖评选范围。此举有力地弥补了青
海作协财力之不足，极大地鼓舞了青海作家的创作积极
性。至今已有15名青海作家成为浙江作协签约作家，创
作扶持资金24万余元。浙江作协《江南诗》《文学港》等期
刊推出青海作家作品150多人次、200多篇（首）。

交流互访，共促发展。两省进行学习、交流、考察活
动，举办浙江、青海作家文学交流座谈会，两地作家积极
互通信息，交流心得。到目前为止，交流互访共开展了23
次。由浙江、青海共同组织的活动得到了中国作协领导的
关心和支持。例如，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将个人所获“郁达
夫小说奖”5万元全部奖金作为活动基金支持两地共同组
织“少年追梦”贫困地区少年文学行活动，并亲赴青海互
助土族自治县出席启动仪式，为征文大赛授旗。

两省结对，成效明显。青海省参与“结对子”的作家近
年来创作并发表或出版小说20多部，出版散文集、诗集

20多部，作品入选各种选刊和全国年选的数量显著增加，
部分作家参加了全国青创会，近20人加入了中国作家协
会。作家曹有云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龙
仁青、江洋才让、德本加等许多作家的创作引起全国文学
界的关注。青海文学日益呈现出高原文学特有的活力和
风姿。支持青海的同时，浙江自身文学发展也有了积极变
化，西部多民族融合地域尤其是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
进一步开阔了浙江作家文学创作的视野，交流也激发了
浙江的青年作家发展。两省作家均十分珍惜难得的学习
交流机会，砥砺思想，切磋技艺，交流心得。许多作家一直
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成为创作上的益友。

作协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作者的桥
梁和纽带，是繁荣文学事业、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的重要社会力量。今后，浙江作协将进一步发挥作用，促
进两省在巩固现有结对帮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建
立长效工作机制，在结对帮扶的深度和广度上下功夫，不
断扩大交流，全面深化合作，力求使交流的层次和方式更
多元化、丰富化、立体化，为双方作家搭建更好的服务平
台，在文学发展繁荣的道路上一同携手前进。（浙 文）

本报讯 日前，作家张平推出了一部新
的长篇小说《生死守护》，该书由作家出版社
出版发行。“抉择”后突围“十面埋伏”，“国家
干部”经历“重新生活”，《生死守护》则带来一
场政治生活中的短兵相接。这一现实题材力
作一经问世就汇聚各方焦点。

小说在龙兴市新一轮市政建设中拉开序
幕。龙兴大道改扩建工程，是市政建设的核心
区域和主打战场。工程总指挥辛一飞面临各
种利益群体和地方势力的掣肘、冲击、诱惑、
构陷和挤压。一个市政工程把各种复杂的矛
盾由暗地里推到明面上，让各方矛盾突如其
来地空前激化，引发了一次又一次“地震”。看
似毫无关联的人其实彼此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早就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笼罩在龙兴市，网住
了辛一飞。这一切注定了这场鏖战不会“太
平”，阻挠、拖延、下绊、背叛、搏杀……随之牵
出的还有一起隐藏多年的重大文物盗挖走私
案。辛一飞以及同他一样的各色人物，披荆斩棘、坚守使命，誓死
守护着人民的权益和未来。

张平一直坚持现实题材小说创作，作品大多直面当代政治

生活，真实反映党和国家的反腐斗争。与以往的
作品相比较，《生死守护》跳出常规的“反腐”小
说的思考，提出了一个更深刻的命题——只有
良好的政治生态，才会有健康的政治土壤，才会
开出美丽的花、结满甘甜的果实。“反腐”之外，
小说描述的另一个重中之重是民生问题。龙兴
市的领导们都把民生放在了首位，也正是如此，
龙飞大道的拆迁工作才不好做。辛一飞上任伊
始就走访棚户区，在这个城市最千疮百孔的地
方，面对最容易受到侵害的群体，他真挚动情的
讲话，这是整部作品最慷慨激昂的地方。

《生死守护》情节曲折，涉及城市社会方方
面面，有些情节极富传奇性。小说塑造了一群
誓死捍卫人民权益的人物，他们是党和国家一
直律动不止的“初心”。来自于人民大地的故事
和人物赋予小说与众不同的张力，正如张平在
小说自序中所写到的：“现实题材中的人民性写
作，必须是接地气的，必须是人民乐于接受和认

可的。因此，现实题材文学创作的灵魂和生命线首先是真实，最
终也只能是真实。”

（欣 闻）

张平新作《生死守护》与读者见面

浙江青海两省作家交流结对浙江青海两省作家参观文学艺术成果展

8月4日，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美术
家协会、中国国家画院、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主办的“重山和畅——苗重安绘画展”在国博
开展。此次展览为期一个月，分为“师与心”

“墨与色”“光与情”“思与境”四个部分，展示
了艺术家的代表作85件。苗重安是新中国美
术院校培养的具有扎实绘画功底的艺术家。
他在写实主义美学的广泛基础上，将传统中
国画的笔墨情趣注入了史诗般的情怀，把黄
河、长城、西部山川等文化意象熔铸在充满革
命浪漫主义热情的绘画语言中，赋予山水画
新的生命活力，别有一番境界。展览以苗重安
的画作为个别案例，探索与前人对话的新方
式、新途径，以期广大观众从中深切感受中国
山川之美、艺术之美，进一步增强文化自信。

（王 觅）

本报讯 8月5日，由内蒙
古自治区党委宣传部统筹，自
治区文联、自治区作协组织实
施的《内蒙古文学百年大系》编
纂工程在呼和浩特市正式启
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文联有
关负责人以及专家学者出席活
动。内蒙古作家阿古拉泰担任
主编，张锦贻、乌日斯嘎拉、莎
日娜、崔荣、刘绪才等作家、学
者担任分卷主编。

当代内蒙古文学具有鲜明
的时代性和地域性，具有重要
的学术意义、审美意义和文学
与社会价值。《内蒙古文学百年
大系》荟萃1921年至2021年
一个世纪的内蒙古文学代表性
作品，反映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内蒙古大地翻天覆地的历
史性巨变，尤其是维护国家统
一、民族团结、守望相助，各民
族和谐交融、繁荣发展的壮丽
画卷，充分体现了百年草原文
学的时代性、民族性和艺术性。
《内蒙古文学百年大系》计划出
版50卷，约1800万字，分长篇
小说、中篇小说、短篇小说、诗
歌、散文、纪实文学、儿童文学、
理论评论等体裁。

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乌恩奇介绍，《内蒙古文学百年
大系》编纂工程将坚持正确的
价值导向，所选作品要充分彰
显一百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自治区文学创作繁荣发展的辉煌成
就。编撰者要充分认识编纂工程的重要
性，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用心编选，精心打磨，按时保质完成所承
担的任务，以汇聚浓郁民族特色、地域特
点、时代特征的精品力作，为自治区文学
艺术宝库乃至中华文化长廊增添新的锦
绣篇章，为建党百年献礼。

（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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