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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新时代的创业史——决胜
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中的中国作家》

中国作家协会 主编 文艺报社 选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20年11月出版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决战脱贫攻坚是
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次气
壮山河的壮举。本书多
侧面多维度呈现了中国
文学界和当代作家在这
一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
中，齐心协力，务实奉
献，深入生活，潜心创
作，奋力书写新时代史
诗的壮阔历程。其中

“凝心聚力”聚焦文学界
多年来助力脱贫攻坚事
业的一系列担当作为及
成效。“行走大地”则记
录了中国作家以手中的
笔展现时代巨变，反映
人民生活的可贵追求。
全书图文并茂，扎实细
致，立体可感，具有较强
可读性和收藏价值。

本报讯 为积极助力青年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
作协名誉副主席、作家王蒙与中华文学基金会商议决定，设
立中华文学基金会“王蒙青年文学发展专项基金”，以扶持
和奖励4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作家，鼓励青年作家们创作体
现时代精神的精品力作。12月7日，中华文学基金会“王
蒙青年文学发展专项基金”捐赠和签约仪式在京举行。捐
赠人王蒙，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华文学基金会秘书长
鲍坚、副秘书长安亚斌等参加仪式。

王蒙在讲话中表示，自1953年开始创作《青春万岁》至
今的67年创作生涯中，他得到了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作委
员会，以及当时的主任阮章竞，副主任萧殷、韦君宜等人的
大力帮助，这让他受益一生，也奠定了他的文学命运。他
说：“回想起来，青年人开始写作是很困难的，文学事业的希
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如果我们能够提供一点帮助，在中
国作家协会和中华文学基金会的支持下，将鼓励青年文学
发展的事宜进一步推动起来，继续做下去，这将是一件令人
欣慰的事情。”

李敬泽代表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和正在写作和探索中
的年轻作者们向王蒙先生表示感谢。他说，王蒙青年文学
发展专项基金的成立，充分体现了像王蒙先生这样的创作
经历几乎与共和国文学同步的人民艺术家，对中国社会主
义文学的繁荣发展所怀的殷切期待，对年轻一代作家的成
长抱有的情怀和期望。他相信，一定能够通过有力的举措
方式，将王蒙专项基金扶持和奖励的后续活动办好，真正起
到激励一代又一代青年作家脱颖而出，创造出体现时代精
神的精品力作，激励他们探索创新，不断开拓中国文学的新
疆界、新疆域的作用，不辜负王蒙先生的这份期待。

据悉，“王蒙青年文学发展专项基金”的扶持和奖励的
形式包括：对优秀青年作家给予褒扬和奖励，举办文学交流
及其他活动，推动文学的探索创新等。这是王蒙的首笔捐
赠，后续捐赠活动还将持续推进。

（教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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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11月25日至30日，由
宁波市文联主办，《文学港》杂志社、宁波市作协承办
的第八届宁波文学周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书记处书记邱华栋，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宁波市文
联主席、党组书记杨劲，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
位作家、诗人、编辑家参加活动。

三个文学奖项在文学周期间颁出。储吉旺文学
奖是《文学港》杂志社的年度佳作奖，以当年刊登在
该杂志上的所有单篇（组）作品为参评对象。在今年
的评选中，王小王的短篇小说《蒙面人》、马叙的散文
《走在前面的人仿佛消失在去往远方的山路上》获得
储吉旺文学奖大奖，王棵、黄洪光、耿翔、安琪、庞羽
获得优秀作品奖。由宁波出版社出版的《储吉旺文学
奖获奖作品集2013-2018年》在活动中首发，程永
新、李少君、钟求是、吴玄等与会者围绕“文学评奖对
文学创作的推动意义”这一主题进行研讨。大家充分
肯定了文学奖项的设立在鼓励作家创作，尤其是扶
持青年作家创作上的重要意义。在第四届於梨华青

年文学奖的评选中，紫金陈获得大奖，夜森、樊中泳
获得优秀作品奖。在由宁波市文联、宁波市科协主办
的第三届华语科幻文学征文大赛中，王棵的中篇小
说《心灵重镇》获得金奖，王陌书、夏立楠、捕马的猫
获得银奖，另有11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获得铜奖和

“宁波五佳”奖。
关注青年作家的成长、促进文学走进大众，是历

届宁波文学周的特点。在“宁波新锐作家作品改稿
会”上，宗仁发、贾梦玮、王尧、弋舟、黄斌、张菁等近
20位专家围绕朱平兆、哑者无言、林杰荣、沈渊、陆玲
玲等5位宁波作家的具体作品进行点评，认为他们的
作品个性鲜明，具有较强的潜力，鼓励他们在创作的
道路上走得更远。今年的文学周将宁波市民读书节纳
入了活动框架，举办了“疫文学快闪诵读”和多场名家
讲座、作品分享会，并评选出“宁波城市书单”，向市民
推介优秀文学作品。在“慈溪笔会”“名家赴余姚采访”
等活动中，作家们深入宁波乡镇，感受当地的文化底
蕴和时代新变，并与文学爱好者们进行交流。

本报讯 12月6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
广东作协、深圳文联和海天出版社主办，深圳作协
承办的彭名燕长篇报告文学《用爱吻你的痛——
献给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救助》研讨会在深圳举
行。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并讲话。广东作协
副主席范英妍，深圳文联副主席张忠亮，评论家王
山、白烨、李炳银、张陵、王必胜、牛玉秋、贺绍俊、
丁晓原、谢有顺、傅逸尘等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中
国作家》副主编高伟主持。

《用爱吻你的痛》首发于《中国作家》纪实版
2020年第11期，以民政救助、爱与奉献为主题，
是彭名燕历时两年半进行多次实地采访以及大量
的素材收集后创作完成的报告文学作品。作品共
33万字，通过一系列鲜为人知的生动故事，讲述
了一群救助者和被救助者血肉相连的故事，展现
了中国民政系统数万员工的大爱情怀，记录了民
营企业家和社会各界的仁厚爱心。

阎晶明认为，彭名燕新作聚焦基层劳动者，描
写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并在这样一个领域里面为
我们展示了一种人间的大爱。这种人间大爱不是
抽象的，而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的行动和事件来呈
现。在这个过程中，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的治理优势、党和政府对这些特殊群体的关
爱。作家在书写时格外尊重被救助者的生活、心理
状况，投入了真诚的情感。与会者谈到，《用爱吻你
的痛》的主题非常崇高宏大，也非常直入人心，彭
名燕的写作又非常具体细腻。她描写了很多人被
救助之后的生活改变，同时也表现了参与救助的
工作人员所付出的辛劳和心血，以及无私大爱的
精神。作品最打动人的，就是贯穿始终的浓浓的
爱。作者是以一种辩证的思想书写爱，因此她笔下
的爱真实可信，富有感染力。全书视野宏阔，人物
命运故事与时代背景叠印，包含了非常丰厚的情
感与精神内涵。 （欣 闻）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12月5
日，由北京出版集团、福建作协主办，
《十月》杂志社、惠安县人民政府承办
的第10届“十月诗会”在福建惠安举
办。中国作协副主席吉狄马加出席并
讲话。《十月》主编陈东捷、副主编宗永
平，诗人舒婷、杨克、李元胜、沈苇、张
执浩、娜夜等参加活动。

在“新时代诗歌与现实主义精神”
研讨会上，吉狄马加说，我们国家正在
开启新的伟大征程，作为诗人，我们要
站得更高，以宏阔的视野来看待当下
的时代状况，正确认识我们所处的历
史方位。对这个时代有洞察力的文
学，是我们所期许的。作品能不能反
映这个伟大的时代，真正和时代发生
深刻联系，这是对写作者的考验。当

前正是我们加强文化自信的时候，要
传承好优秀的传统文化，同时面对当
下的时代语境进行新的创造。与会者
谈到，诗人应该有表达和处理当下现
实的能力，应该坚持现实主义的多样
性，忠实遵照内心的经验去表现，建构
自我和时代的关系。现实主义创作强
调真实性，强调对时代精神的深刻抒
写，这是一种写作的价值观和伦理。
要尽量避免碎片化的写作，以入世之
心扩展自己的笔触，表达上要有工匠
精神。

当晚还举行了2019年度“十月诗
歌奖”颁奖仪式和诗歌朗诵会。华清
的《上个时代的夜莺及其他》、扶桑的
《心的时辰》、马骥文的《回形楼梯》获
得2019年度“十月诗歌奖”。

第10届十月诗会探讨
新时代诗歌与现实主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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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宁波文学周关注青年作家成长

据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近日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
要（2020—2025年）》。《纲要》提出，党的十九大把法治社会
基本建成确立为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
目标之一，意义重大，影响深远，任务艰巨。

《纲要》提出的总体目标是，到2025年，“八五”普法规划
实施完成，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领域制度规范更加健全，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融入法治建设和社会治理成效显
著，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得到切实保障，社会治理
法治化水平显著提高，形成符合国情、体现时代特征、人民群
众满意的法治社会建设生动局面，为2035年基本建成法治
社会奠定坚实基础。

《纲要》指出，要推动全社会增强法治观念，维护宪法权
威，增强全民法治观念，健全普法责任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
文化。要健全社会领域制度规范，完善教育、劳动就业、收入
分配、社会保障等领域和退役军人、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
残疾人正当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善疫情防控相关
立法，促进社会规范建设，加强道德规范建设，深入开展道德

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依法惩处公德失范的违法行
为。大力倡导科学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革除滥食野生动物
陋习，增强公民公共卫生安全和疫病防治意识，推进社会诚
信建设。要加强权利保护，健全公众参与重大公共决策机
制，保障行政执法中当事人合法权益，加强人权司法保障，为
群众提供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引导社会主体履行法
定义务承担社会责任。要推进社会治理法治化，完善社会治
理体制机制，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发挥人民团体和
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作用，增强社会安全感，完善
平安中国建设协调机制、责任分担机制，依法有效化解社会
矛盾纠纷。要依法治理网络空间，通过立改废释并举等方
式，推动现有法律法规延伸适用到网络空间。研究制定互联
网信息服务严重失信主体信用信息管理办法，制定完善对网
络直播、自媒体、知识社区问答等新媒体业态和算法推荐、深
度伪造等新技术应用的规范管理办法。研究制定个人信息保
护法。培育良好的网络法治意识，保障公民依法安全用网。

《纲要》还对加强组织保障提出了要求。

中共中央印发《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

本报讯 2018年10月23日，第六个国家扶贫日
过去仅6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清远市英德市连
江口镇连樟村，深情地对村民们说：“乡亲们一天不脱
贫，我就一天放不下心来。”如今，连樟村的广场上伫立
着一块大石，上面就镌刻着习近平总书记这句千钧嘱
托。近年来，广东作协积极响应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号
召，动员组织会员作家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扶贫
的足迹，先后分期分批前往清远、连州等贫困地区进村
入户访贫问苦，加大文学服务社会的力度和深度，争取
在脱贫攻坚战中发挥文学工作的独特作用。

守土有责：组织脱贫攻坚文学活动

为弘扬扶贫济困大爱精神，促进全社会关注扶贫
工作，早在2012年，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正式成立
了广东扶贫开发工作全景式纪实文学《大爱》编委会。
由广东作协组织全省50多名作家进行采写，50万字
作品经广东作协、省扶贫办结集成纪实文学集由花城
出版社出版。该书以纪实文学的手法，客观、真实、生动
地记录了扶贫“双到”工作中扎根基层、无私奉献的干
部群众的感人事迹，被誉为新时期广东精神的行动体
现。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广东作协不断拓展文学
服务脱贫攻坚形式和内容。2018年，围绕“精准扶贫、乡
村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现实题材，确定深入生活扶
持项目30个，并与扶持对象签订《创作生产承诺书》，明
确目标要求和完成时限，采取多种方式跟踪服务。

开展“送文学精品到基层”文化惠民活动，向全省
贫困山区等赠送4万余册文学图书。2019年，以“文学
精准扶贫”为主题开展“文学进校园”活动，全年在省内
15所学校举办文学讲座30场，培训学生约5400人。
赴基层组织“红色文学轻骑兵”活动20多场。随“中国
少数民族文学之星”广东采访团，向英德市横石塘镇龙
华村、江口镇连樟村捐赠了一大批图书。2020年，按照
省委宣传部的部署，广东作协组织张培忠、陈启文、王
十月、曾平标、王威廉、黎衡、何龙、喻季欣、姚中才、刘
鉴、盛慧、李焱鑫、陈枫等13名作家历时7个月精心创
作百万字的长篇报告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
叙事史》（一至四卷），选题定位为通俗历史、百姓故事、

家国情怀、全球视野，以老百姓生活变化为立足点，呈
现经济建设、民主法治、文化建设、人民生活、生态环
境、科技创新等重要侧面，全景式展现广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伟大历程。

因地制宜：开展脱贫攻坚主题创作

广东作协坚持省、市作协组织联动参与脱贫攻坚
工作，动员团体会员因地制宜、各显神通开展脱贫攻坚
主题文学创作，取得显著成效。东莞市组织胡磊、丁燕、
柳冬妩、林汉筠、莫寒、孙海涛、周光明、雷电波、程建华
等作家，走访慰问东莞凤岗镇对口帮扶韶关仁化县3
个镇12个省定贫困村，对各村的产业扶贫、教育扶贫、
文化扶贫、民生扶贫等现状和措施摸底调查，创作系列
脱贫攻坚报告文学作品，结集出版为《丹凤朝阳》。广东
作协公安分会作家袁瑰秋利用周末及节假日时间，历
时3年深入韶关市始兴县马市镇红梨村采访，进出该
村30多次，行程达2万公里，创作长篇报告文学《红梨
花开》，作为唯一一部脱贫攻坚题材文学作品入选省委
宣传部向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图书《见证——我们
的70年》。2018年7月至2020年1月期间，作家黄柳
军被中山文联派往肇庆市广宁县排沙镇木源村参与脱
贫工作，创作了一部以乡村扶贫为题材的长篇纪实小
说《为春天抚琴而行》，全书3卷，约70万字，同时创作
了300多首以乡村扶贫为题材的诗歌。韶关作协、残联
分会于2019年组织创作编写反映残疾人脱贫攻坚、自
强自立的文学集《绽放》，于2020年组织会员深入瑶乡
乳源县采访，创作完成脱贫攻坚、反映乡村新变化题材
散文28篇，拟结集出版《和美瑶乡》，还举办广播剧创
作培训班，组织作者创作反映脱贫攻坚、乡村振兴题材
的广播剧本。韶关作协作家王心钢创作出版长篇小说
《云外青山》，以广东石灰岩地区一个乡镇为背景，反映
乡镇干部带领群众脱贫攻坚奔小康的故事，入选广东
作协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丛书。肇庆市举办“脱贫
攻坚迎小康”主题征文活动，精选优秀作品出版《“脱贫
攻坚迎小康”文学作品集》，于2019年中国农民丰收节
期间举行了向全市农家书屋赠书仪式。阳江市分别组
织“作家记者走进阳西特色乡村”采风、“给力脱贫攻

坚，共建富美阳西”征文活动，推出了一批优秀作品。云
浮作家文长辉创作报告文学《陈开枝：106次百色行》，
获得中国城市党报新闻奖一等奖。湛江市先后组织“番
薯情·稳村行”釆风、“作家走进椹川村”脱贫攻坚主题
采风活动，由南方日报出版社结集出版了散文诗集《番
薯崛起》等。湛江作协作家莫贤精准扶贫题材长篇小说
《稔子花开》入选2018年广东省委宣传部精品文艺创
作扶持项目，获首届江苏省网络文学原创大赛二等奖
等，在当地产生良好反响。

加温鼓劲：强化乡村题材创作措施

广东作协把传达学习贯彻全国、全省新时代乡村
题材创作会议精神，与做好当前文学工作结合起来，积
极研究加强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措施，大力推动乡村
题材创作取得丰收。聚焦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国家和广东重大战略
部署、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活动策划文学创作，与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结合起来，形成“策划一批、
创作一批、储备一批”出版传播等方面加大扶持力度，
更好配置创作资源，激发创作动力。动员各地作协及
时推荐优秀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选题，申报省作协各
类文学创作扶持项目。因地制宜，组织作家开展“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到农村、乡镇、革命老区等
蹲点深扎、挂职体验生活，积累创作素材。优化长期深
入生活的具体保障措施，把深入生活作为作家业务考
核的重要依据，建立常下基层、常在基层的长效机制。
推动开展积极健康的文学批评。适时举办新时代乡村
题材优秀作家作品研讨会。《作品》、广东作家网、《广东
文坛》联合全省文学报刊探索联合集中推介优秀作
品。积极介入电台、电视、手机、互联网等传播平台，采
用微信、微博、网络视频和音频等形式推介精品佳作、
新人新作。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优秀作
品改编，提升社会覆盖面。改进文学评奖工作，有关评
奖向新时代乡村题材优秀作家作品适当倾斜。加大社
会效益评估考核权重，细化衡量社会效益的措施办
法。倡导让优秀的作家有地位受尊重、优秀的作品有
影响受欢迎。

南粤热土上的脱贫攻坚故事

新书贴

广东省作协以“文学精准扶贫”为主题开展“文学进校园”活动作家走进遂溪县乌塘镇椹川村，举行“椹川-荔枝”文学助力乡村振兴采访活动

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樊发稼同志，因病医治无
效，于2020年12月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83
岁。

樊发稼，中共党员。1955年开始发表作

品。198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评论集
《爱的文学》《儿童文学的春天》、作品集《小娃娃
的歌》《春雨的悄悄话》《兰兰历险记——樊发稼
儿童诗选》《樊发稼寓言集》《樊发稼童话》等。
曾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等。

樊发稼同志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