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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座谈
会暨专题宣讲动员会15日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重要讲话
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紧紧围绕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学好用好学习材
料，深入开展专题宣讲，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
效，以优异成绩庆祝建党一百周年。

王沪宁表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以习近平同
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要组织广大党员、干部
认真学习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毛泽东、邓小平、
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中国共产党简史》，
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下

功夫，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自觉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要广泛深入开展党史专题宣讲，坚持联系实际、
用好红色资源、注重面向基层，讲清楚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
的光辉历程、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伟大贡献、始终不渝为人
民的初心宗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重大理论成
果、长期奋斗铸就的伟大精神、成功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
贵经验，引导干部群众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党史学习教育领导
小组组长黄坤明主持会议。

中组部、中宣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
文献研究院、教育部负责同志作了发言。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
组成员、中央宣讲团成员、学习材料编写组部分成员、中央宣
传文化单位主要负责同志、中宣部部务会议成员等参加会议。

王沪宁在党史学习教育用书出版座谈会暨专题宣讲动员会上强调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取得扎扎实实成效

本报讯 3月15日，中国作协召开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
议，对2021年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进行部署。中国作协党组书
记钱小芊、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纪检监察组副组
长罗明成在会议上讲话。会议由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机关党
委书记吉狄马加主持，中国作协党组成员李敬泽、阎晶明、
吴义勤、胡邦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会议。

钱小芊在讲话中指出，2020年，中国作协各级党组织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决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组织
引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抗疫防疫中共筑同心同德、众
志成城的文学力量，围绕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开展
重大主题创作，加强对网络文学创作引导，认真做好中央巡
视整改和审计整改工作，扎实开展政治机关意识教育，大力
加强纪律和作风建设，组织开展内部巡视，持之以恒正风肃
纪，层层压实管党治党责任，推动了中国作协全面从严治党
工作。

钱小芊强调，2021年，中国作协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
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不断开创中国作协全面从严治
党工作新局面，为开好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推动
文学事业繁荣发展提供坚强保证，以党的建设工作新进展
新成效庆祝建党100周年。他代表党组从6个方面作了部
署，提出了要求，强调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坚决
贯彻党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抓好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学习贯彻，认真谋划和部署“十四五”期间文学事业发展
任务，深化作协体制机制改革，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加
强对广大作家的思想政治引领，不断增强作协组织政治性、
先进性、群众性和吸引力、凝聚力；要坚持把党的政治建设
摆在首位，带头增强政治意识、保持政治定力、把好政治方

向、承担政治责任，贯彻党在文艺领域的方针政策，坚持“二
为”方向和“双百”方针，推动文学精品创作，推动文学事业
繁荣发展；要巩固深化中央巡视整改、审计整改成果运用，
加大对整改重点问题的监督检查力度，坚决防止整改的问
题反弹复萌，组织开展中国作协第二轮、第三轮内部巡视，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旗帜鲜明反对
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要毫不松懈纠治“四风”，严格执行中
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做到常教育常提醒常预警，
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坚决纠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要督促
推动作协各级党组织特别是主要负责人切实担负起全面从
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推动全面从严治党责任层层传导、层层
压实，紧盯“关键少数”和关键岗位，强化日常监督，以严明
的纪律确保今年的换届工作风清气正；要与时俱进加强干
部队伍建设，积极培养和选拔想干事、能干事、能干成事的
干部，锻造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敢于担当、富有朝气的高素
质专业化干部队伍。

罗明成在讲话中指出，2020年，中国作协全面从严治
党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抓得很紧，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2021年，中国作协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进一步提高政
治站位，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方针
和决策部署上来；认真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引领保
障中国作协工作高质量发展；进一步树牢政治意识，落实好
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为党的百年华诞营造良好舆论环境和
氛围；持之以恒深化作风建设，毫不松懈纠治“四风”，深
入开展优良传统和作风教育；坚持问题导向，进一步深入开
展廉政风险防控，抓好内部管理，进一步完善文学奖项评选
机制，严肃换届工作纪律，更好发挥联系广大作家、文学工
作者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和机关正处长参加
会议。

本报讯（记者 王觅） 3月15日，由中宣部文
艺局指导、中国作协创联部和鲁迅文学院联合举办
的中国作协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创作改稿培训班
在京举行开班式。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
吉狄马加，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宣部文艺
局副局长彭云，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出席开
班式。开班式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

吉狄马加在讲话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文学如何书写党
的奋斗历程、光辉业绩，如何展现党领导下我国现代
化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如
何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是广大作
家面临的重要课题，也是我们的责任担当与历史使
命。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
论述、庆祝建党100周年而举办的本次改稿班，充分
体现了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对重点主题文学创作人
才培养、对建党100周年主题文学创作的高度重视和
战略部署。希望学员们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历史，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反映时代气象，弘扬时代精神，坚守艺
术理想，树立精品意识，进一步挖掘作品的艺术深度，
认真投入鲁院的学习生活，力争创作出反映中国特
色、时代精神的华章佳作，献礼党的百年华诞。

彭云在致辞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
年，这是一个交织着历史与现实、国家叙事与百姓叙事的时代
现场，特别需要一大批能够记录历史、彰显伟大精神的精品力

作乃至传世之作。在此背景下举办这个改稿班，是以
创新形式开展思想和业务培训的一项重要举措，对于
文学创作出精品、攀高峰也具有重要推动作用。中宣
部文艺局对此十分重视，并将其纳入全国文艺骨干培
训计划。希望学员们重视思想交流，在更广更深的视
野上书写伟大的时代，注重文学的切磋和碰撞，进一
步提高主题创作的质量。要把此次改稿班和党史学习
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更准更深更透地研究好我们党的
精神谱系，全面推动下一步的重大选题创作。

学员代表郑彦英、樊一平在开班式上发言。郑
彦英说，希望通过这次培训班对学员们作品进行的
打磨修改，让这些作品以更好的面貌、更健康的形
象、更美好的风采展现在大众面前。樊一平表示，
这是自己第一次来鲁院，在这里将修改完成自己为
庆祝建党100周年而创作的长篇小说《四季书》，

“相信作品中的问题在这里一定会药到病除”。
据悉，本次改稿班为期10天，参加的16名作家

是由各省区市择优推荐、中国作协创联部遴选、鲁迅
文学院审核后录取的。作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积
极践行者，学员们都已完成建党100周年主题创作初
稿。本次改稿班融合学习培训、审读改稿于一体，采取
专家提前审读、集中授课学习、分组点评授课、一对一
辅导改稿等多环节相结合的形式，力求帮助大家开阔
眼界，把学党史和悟思想贯通起来，以学促改，深入挖
掘，精心打磨，在有限时间里取得最大的收获和进步。

出席开班式的还有鲁迅文学院副院长邢春、李东华，中
宣部文艺局理论文学处处长胡友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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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召开2021年
全面从严治党工作会议

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共收到申报选题333项。经论证委员会论证，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
准，确定60项选题入选。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

2021年3月16日

“庆祝建党百年、纪录全面小康”主题专项

长篇小说
《千里江山图》 孙甘露
《摇篮旁的诃额伦》 郭雪波
《乌兰牧骑的孩子：篝火与星空》 鲍尔吉·原野
《芬芳大地》 王怀宇
《中国名片》 王延才
《虎犊》 温燕霞
《我们的路》 赵大河
《一生的长征》 彭东明
《找魂》 申 平
《嫁果记》 马宇龙
《乌图美仁，那长长的河》 梅 尔
《可可托海》 董立勃
《驻村父亲》 尹德朝
《红色草原》 崔英春
《真相小组》 吕 铮
《苦难山》 西 元
《爸爸星》 高满航
《疑兵》 冯俊科
《喜剧》 陈 彦
《乡村诗篇》 卢一萍
《惊潮》 张新科
《半坡三部曲》 季栋梁
《挺进者陈然》 胡雁冰

报告文学、纪实文学、传记文学
《他们潜伏在黎明之前——上海旧警察中的地下党》

走 走
《他和他的十七个妈妈》 高林有
《倾听》 红 雨
《和你在一起》 周桐淦
《谷文昌之歌》 钟兆云
《迈上小康的共和国摇篮》 凌 翼
《在那高山顶上》 陈 果
《滇池治水记》 冉隆中
《欧阳自远自传：奔月，求索天地间》 欧阳自远

《号角——红色印刷故事》 李 英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诞生的地方》 陈永华
《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诞生记》 程树榛
《东方大港》 陈崎嵘
《望道——〈共产党宣言〉首部中文全译本的前世今生》

徐锦庚
《凯歌铸忠诚——荣誉军旗背后的故事》 叶青松
《红岩家书》 厉 华
《战地黄花分外香》 赵方新
《隐形先驱者》 李瑶音
《一号红档》 高 渊
《除了胜利 别无选择——记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专家组》

李琭璐
散文

《在北方原始森林深处》 艾 平
《红与绿：沁源品格》 赵树义
《月空来信》 苏沧桑
《赣地风流》 朝 颜

儿童文学
《桦皮船》 薛 涛
《云端小学》 迟 慧
《马缨的夏天》 吴梦川
《正气歌：百年党史家风故事》 徐 鲁

网络文学
《北斗星辰》 匪 迦
《南北通途》 心中有清荷
《火种》 静夜寄思
《我的黄河我的城》 麦 苏
《他以时间为名》 殷 寻

文学理论评论

《重释现实主义文学》 李松睿
《历史的反复与文学的变奏》 李 音

写作和出版计划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中华文学基金会
《第37届青春诗会诗丛》 诗刊杂志社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公告

2021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排序不分先后）

现将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征集参评作品事
宜公告如下：

一、评选体裁、门类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体裁、门类包括：小说、诗

歌（含散文诗）、童话、寓言、散文、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
传记文学）、科幻文学、幼儿文学。为鼓励文学新人，设青
年作者短篇佳作奖。

二、征集范围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作品应为2017

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期间，首次公开出版和
发表，出版和发表地在中国大陆地区，符合评选体裁、门
类要求的儿童文学作品。

各体裁、门类作品均以单行本参评，须具有图书在版
编目（CIP）数据，出版时间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次出版

时间为准。结集作品中，出版年月前四年内创作的作品
须占总字数的三分之一以上，若书中未予明确标识，须另
附列表，注明每篇作品写作或首次发表的日期，由推荐单
位证明属实，加盖公章。不接受多人合集或一人多体裁
合集参评。

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评作品，为各体裁、门类的儿
童文学短篇作品，字数不超过1万字，作者出生日期应在
1985年1月1日（含）之后。

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以汉文译本
参评。

三、征集办法及时间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作品征集工作由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办公室负责。
（下转第3版）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旨在鼓
励优秀儿童文学创作，推动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是中国
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

一、指导思想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为
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
争鸣的方针，体现导向性、公正性、权威性，为少年儿童提
供更好的精神食粮。

二、评选范围和奖项设置
凡评选年限内首次公开出版和发表，出版和发表地

在中国大陆地区，符合评选体裁、门类要求的儿童文学作
品，均可参加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

评选体裁、门类包括：小说、诗歌（含散文诗）、童话、
寓言、散文、报告文学（含纪实文学、传记文学）、科幻文
学、幼儿文学等。

以上各体裁、门类作品均以单行本参评。结集参评
的，出版年月前四年内创作的作品须占全书字数的三分
之一以上。不接受多人合集或一人多体裁合集参评。

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儿童文学作品，以汉文译本
参评。

为鼓励文学新人，设立青年作者短篇佳作奖，参评
作品字数不超过1万字，作者年龄须在35岁以下（含
35岁）。

获奖作品总数不超过18部（篇）。
三、评奖标准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选坚持思想性、艺术性、可读

性相统一的原则。获奖作品应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有利于提高少年儿童的思想品德、文化素质和审美情操。
对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时代精神、塑造新人形
象、鼓舞少年儿童奋发向上的作品，尤应予以关注。重视
作品的艺术品质，提倡题材、风格的多样化。在保证质量
的前提下，兼顾面向幼儿、儿童、少年的作品。

四、评奖机构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工作在中国作家协会书记

处领导下，由评奖委员会负责。
评奖委员会委员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聘请。应为

关注和了解儿童文学创作状况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及
文学组织工作者，年龄不超过70岁。

评奖委员会设主任、副主任，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
处聘请。

（下转第2版）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评奖条例
（2021年3月16日修订）

关于征集第十一届（2017—2020）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参评作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