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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长的话，慢慢说》
阎 纲 著

重庆出版社2020年12月出版

阎纲散文集《长长的话，慢慢说》共4辑，第一辑记录
了作者与文学名家们的交往以及对他们的作品的品评，第
二辑以亲切的口吻讲述身边亲朋好友的故事，第三辑书写
家乡的风俗以及旅游的行踪，第四辑则聚焦自己对生命、
文学、文化的哲思。在集子序言中，作者写道：“散文总关
情，喜怒忧思悲恐惊，或叙事或抒情，或雄辩或休闲，记衰
或记盛，记疑或记趣，旨在以这一生命感动另一生命。”

新书贴

本报讯（记者 黄尚恩） 3月23日至25日，“多民族文
学名家走进黄姚古镇暨2021《民族文学》创阅中心培训改
稿班与经验交流会”在广西贺州举行。活动由《民族文学》杂
志社、广西黄姚古镇旅游文化产业区管委会、中华文学基金
会联合主办。广西桂学研究会创会会长潘琦，《民族文学》主
编石一宁、副主编陈亚军，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常务副会
长李霄明，广西文联副主席石才夫，黄姚古镇产业区管委会
主任汤松波，贺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叶景松，作家赵玫、任
芙康、温欣华、王樵夫，以及40多位改稿班学员参加活动。

《民族文学》杂志社长期以来通过基层创意写作与大众
阅读中心广泛联系基层写作者，刊发大量基层优秀作家的作
品，为少数民族作家的起步、成长提供了良好平台。这是《民
族文学》第三次集中举办创阅中心负责人改稿班。参加本次
培训的大多数学员既是作家，也是基层文学组织的负责人，

联系着数量庞大的文学爱好者。主办方希望通过举办改稿
班，能够加强《民族文学》与基层写作者的联系，发现和培养
文学人才，提升他们的创作水平。在启动仪式上，潘琦、石一
宁、石才夫、汤松波分别致辞，希望作家和学员们围绕文学创
作、文学组织工作进行深入交流，并在黄姚积极开展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实践活动。培训期间，赵玫与学员们进行座谈交
流，任芙康为学员们作了题为《以真诚的心热爱文学》的讲
座，《民族文学》编辑围绕学员们提交的作品进行点评。在创
阅中心工作经验交流会上，大家表示，写作是一项孤独的事
业，适时的改稿和鼓励对于基层写作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推动
作用。今后要通过创阅中心的平台，以多种途径和形式联系
更多的文学写作者，不断延伸工作手臂，扩大服务覆盖面。

其间，作家们深入黄姚古镇、北莱古村落等地采访，并参
观了广西省工委旧址、黄姚统战文化馆、丝绸文化展示馆。

多民族作家走进黄姚开展文学实践

本报讯（记者 王觅） 近年来，浙江德清在经
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均衡发
展，成为中国县域治理的模范生和全面小康示范
县，也是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高光样本和高水平、
高质量新发展的缩影。作家何建明深入德清采访，
创作了长篇报告文学《德清清地流》，日前由浙江
摄影出版社出版。

3月29日，由中国报告文学学会、浙江省作
协主办，新华每日电讯、湖州市委宣传部、湖州市
文联、湖州市作协、德清县委县政府、浙江摄影出
版社承办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德清样本研讨
会暨《德清清地流》新书发布会”在京举行。中国作
协副主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中国志
愿服务联合会副秘书长董俊山，国务院参事室金
融研究中心研究员魏加宁，新华每日电讯总编辑
方立新，浙江出版联合集团副总裁吴雪勇，浙江省
作协党组副书记曹启文，以及20余位专家学者和
主办方、承办方代表等与会研讨。

何建明表示，《德清清地流》是基于对德清历
史与现状、改革与发展的直接观察、感受、体验和
理解创作而成，着重描写了德清的发展之美。人
有德行，如水至清；水德行香，清朗生辉。德清的

“样本意义”，关键就是“治理”。在当代要诠释百
业兴旺、地利人和的德清，须将精准、精细、精深的
社会治理放在首位来论说，让德清的新发展经验
在全国放射光芒并产生引领意义。“德清的改革没
有惊涛骇浪，但也充满激情。她的流水像一曲凯
歌，在我们的心中开花。我希望通过这部作品，把
德清的美写好，把德清人民与党的心连接在一起
的美写好。”

与会者认为，《德清清地流》把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大主题通过德清这一微型样本进行了生动解读，
为未来中国的乡村振兴提供了宝贵借鉴。作者对时代发展
走向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通过这部作品解密德清
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展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水平的明显提高，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初心使
命、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的庄重承
诺。作品对浙江模式、浙江精神进行了生动的文学解读，具
有强烈的代入感和感染力，阐述与叙述交替，议论与抒情并
重，体现了很强的艺术性和审美价值，也呈现了鲜明的个人
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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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30日，中国人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术
成果评价研究中心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发布了
2020年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指数排名，《中国当代文学研
究》喜获佳绩。在“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期刊”全文转载排名中，
转载量位列第6名，转载率位列第12名，综合指数位列第9
名。在“语言文学学科（包括中国语言文学、外国语言文学）期

刊”全文转载排名中，转载量位列第6名，转载率位列第20
名，综合指数位列第13名。据介绍，该排名是根据人大复印
报刊资料近100种学术刊的全文转载数据，从转载量、转载
率、综合指数三个维度统计形成。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是从国
内公开出版的近4000种报刊上精选人文社科研究成果，并按
人文社科二级学科进行分类、编辑、出版的二次文献。（欣 闻）

《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转载率喜人

书写可歌可泣的新时代创业史
——访作家王宏甲 □康春华

《走向乡村振兴》是怎样诞生的

康春华：您的最新作品《走向乡村振兴》是中国
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作品之一。
这部作品经历了比较长时间的调研采访，您从何时
开始构思这本书的？

王宏甲：我采写的每一部作品，对我自己来说，
都是一次非常重要的学习。如果说这是“谦虚”，形容
的正是自己的“不知”状态，所进行的首先是“求知”。
西方人讲“知识”，中国人讲“学问”。“学问”二字，蕴
含着中国先哲提示的获取学识的两条渠道：一是可
以从书本里“学”来；二是可以从实践中“问”来。人们
在实践中产生的新知识很多还没有进入书本，我们
可以通过“问”得到。中国人讲“做学问”，没有人讲

“做知识”的，“做学问”就是一个调查研究的过程，不
是照搬照录，需要思索，也需要时间。《塘约道路》是
2016年11月出版的，在那次采写中，贵州的乡村振
兴实践极大地打开了我的眼界。我看到，塘约村党支
部把农民组织起来创建村社一体的合作社，这个方
向是正确的，也是走出贫困的最佳方式。但塘约只是一个村，
其他村行不行？“塘约经验”如果能被推广和普及，而非一枝
独秀，那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就在《塘约道路》出版前夕，支持
塘约村党支部创建村集体合作社的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被
调到毕节市担任市委书记，我相信他一定会在毕节推广塘约
经验。2017年4月，我就选择去毕节进行乡村调研。可是，要
把一个村的经验，放到一个有900多万户籍人口的地区去推
广，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不是我去采访一下就能行的，需
要追踪采访，没想到这一追踪就追了4年。

康春华：刚到毕节之初，您对那里有什么印象？
王宏甲：起初，我只听说毕节是贵州贫困人口最多而且

最穷的地方，还想象不到它具体有多穷。去了之后，知道贵州
就是全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省份，贵州提出的

“同步小康”目标，意为要力争与全国同步实现小康，不拖后
腿。有句话说，全国能不能如期脱贫要看贵州，贵州能不能如
期脱贫要看毕节。毕节会不会拖全省乃至全国的后腿？它就
是这样一个地方。我到毕节不久，得知贵州省委在4月召开
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已提出要总结推广“塘约经验”，并写入
省委文件。毕节市委遵照省委部署正开展推广，这使我更坚
定地在毕节乡村开展调研。刚来，对毕节很陌生，我首先采访
这个地方的贫困程度到底有多深，这就是《走向乡村振兴》第
二章《闻其饥寒为之哀》里写的内容。

“塘约经验”在毕节和烟台落地

康春华：毕节作为您书中记述脱贫攻坚的重要战场，这
里有哪些典型性和代表性？

王宏甲：毕节是集“老少边穷”和喀斯特地貌为一体的多
民族聚居区。当时毕节有7个贫困县、1981个贫困村、115万
贫困人口。特别是留守儿童有15.82万，还有15.23万困境儿

童。为什么这样划分？前者是父母都外出打工的，后者包括本
身有智力障碍等问题的孩子，面临的困境比前者还大。还有
持证残疾人26.48万，在册精神疾病患者2.94万，这都是精
准记录在册的。有句话说：“贫困的标签就贴在毕节脸上。”早
在2014年5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
的重要批示中，就指出“毕节曾是西部贫困地区的典型”，并
指示：“建设好毕节试验区，不仅是毕节发展、贵州发展的需
要，对全国其他贫困地区发展也有重要示范作用。”

我选择在毕节调研采访，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毕节是我
国惟一以“扶贫开发、生态建设”为主题的试验区。毕节试验
区起源于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的深切关怀，由时任贵州省委
书记胡锦涛同志倡导建立。救济，中国古代就有。当今联合国
组织也有赈灾活动。救济是给物给钱，扶贫是派出人去，驻扎
乡村，与贫困农民共同改变那里的穷困处境。1986年初，贵
州从省直机关和各市（州、地）县抽调了3300多名中青年干
部，派驻毕节的赫章、威宁、纳雍、大方、织金，以及毕节以外
的册亨、望谟、麻江等26个贫困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首批
大规模投身扶贫事业的干部。贵州，是扶贫开始的地方。
1986年5月16日，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立，当时的名
称是“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用了“开发”一
词，表明深度贫困问题不是靠救济能够解决的，要从帮扶经
济开发去解决。从“救济”到“扶贫”，是历史性的变化。扶贫事
业，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为改变穷人命运而奋斗的理想，是此
后几十年来坚持缩小贫富差距艰辛跋涉的大事业。典型性和
代表性，都在这里了。

康春华：2017年您到毕节的时候，他们的脱贫攻坚战役
进行得怎么样了？

王宏甲：毕节市委刚刚开始要求全市县乡村创办脱贫攻
坚讲习所。要想推广一种经验，首先就是要宣传。没有广泛的

宣传，怎么能够把群众组织起来？1929年毛主席在
古田会议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
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
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
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现在要打脱贫攻
坚战，这“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一样都不能少，

“武装群众”就是让群众学习掌握政策和科学技术，
投入脱贫攻坚大战场，并建立起合适的经济组织。毕
节市委当时提的发展战略就是“大党建统领大扶贫、
大安全、大发展”。

康春华：除了贵州毕节，您还选择到山东烟台进
行调查研究。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内在关联？

王宏甲：在几年的时间里，我跑了全国20多个
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300多个自然村寨，看到了各
地许多干部在精准扶贫中想出各种办法投入帮扶。
扶贫干部的付出，我相信我们到农村中去采访的作
家们都是亲眼所见、深有感受的。2017年5月，我到
烟台调研时看到，烟台在一个月前已经发文件要求
学习塘约经验，并且把《塘约道路》作为村干部的必

读书。烟台推广塘约经验是由烟台市委组织部发起的，组织
部去支持村党支部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件事给我印象极深。
您问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简单说，他们都是在党组织的领
导下，做同一件事吧。

康春华：他们具体是如何行动起来的？
王宏甲：我第一次去，走了烟台5个县区的9个村，看到

那里的党支部书记都有《塘约道路》，有个叫林贤的村支书手
里拿着的那本书画了许多道道，还写了不少体会。烟台市委
组织部组织了一个研讨会，各县区的组织部长、部分乡镇干
部和村支书与我一起座谈，讨论“塘约经验”到底能不能推得
开，各种意见都有。也有人质疑：烟台有没有必要学塘约？我
印象最深的是，有人说，塘约是所有的人都“落水”（指全村遭
遇特大洪水）了，这时候一条大船驶来，船上有人招呼：“上船
吧，上船吧！”于是落水的人纷纷上船。但烟台人没有“落水”，
不少人用小舢板还过得不错，这时招呼上大船，小舢板上的
人是会犹豫的。要是上船了，发展不好怎么办？这时我也注意
到，当今的不少干部对于这种合作模式心里犯嘀咕。多年来
讲“大锅饭，养懒汉”，这话谁都不陌生。要重新把农民组织起
来，不容易。但是，烟台也有贫困户。而且，越是富裕的地方，
贫富差距越大。我注意到，时任烟台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于
涛方向明确，她坚定地认为应该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没想到
他们后来真正把这件事做起来了，凝聚起市、县、乡、村那么
多干部群众，做得相当好。

比较一下，塘约原本是贫困村，遭遇特大洪水后更穷了，
“穷则思变”！在党组织领导下，塘约把极端困境转化为优势，
这个优势就是全村人抱团发展，组成了“村社一体”的新型合
作社。其他很多村庄很难做到全村人入社，怎么办？于涛认为，
不一定是全村人都入社，只要有一部分困境中的农民愿意组
织起来，党支部就应该去领导他们创办合作社。（下转第2版）

据新华社电 4月1日出版的第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文章强调，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是党中央立足党的
百年历史新起点、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动员全党全国满怀信心投身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作出的重大决策。全党同志要做到学史
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以昂扬姿态奋力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以优异成绩迎接建党一百周年！

文章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意义重大。我们党历来重
视党史学习教育。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在“两
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在全党集中开展党
史学习教育，正当其时，十分必要。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是牢记初心使命、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伟业的必然
要求，是坚定信仰信念、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的必然要求，是推进党的自我革命、永葆党的生机活力的必
然要求。

文章指出，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突出重点。第一，进一步
感悟思想伟力，增强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的政治自觉。
第二，进一步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和大势，始终掌握党和国家事
业发展的历史主动。第三，进一步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的认
识，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鲜明本色。第四，进一步总结
党的历史经验，不断提高应对风险挑战的能力水平。第五，进
一步发扬革命精神，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昂扬精神。第六，进
一步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确保全党步调一致向前进。

文章指出，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要务求实效。全党
要高度重视，提高思想站位，立足实际、守正创新，高标准高质
量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一是要加强组织领导。二是要树
立正确党史观。三是要切实为群众办实事解难题。四是要注
重方式方法创新。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普及党史知识，推动党史
学习教育深入群众、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本报讯 百年奋斗路，启航新征程。为庆祝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积极开展党史学习教育，3月31日，“喜迎建党
100周年 重温文学经典”系列活动上线启动。

此次活动由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办，旨在通过形式多
样的活动，重温书写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
民族谋复兴光辉历程的经典文学作品，进一步激发广大文学
爱好者和读者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热情以及参与公共文

学活动的积极性。系列活动包括：“颂百年 心向党”短视频微
诵读征集、“再读文学经典 重温红色记忆”读书征文、“读者
最喜爱的红色主题经典文学作品”及“我最喜爱的短视频微
诵读作品”网络投票、“最美阅读人”和“最美朗读人（家庭、团
队）”评选等。系列活动将持续至6月，期待广大文学爱好者
和读者登陆中国作家网“喜迎建党100周年 重温文学经典”
系列活动专题页面了解详情并踊跃参与。 （欣 闻）

喜迎建党100周年重温文学经典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李墨波） 3月29日至31日，由
《诗刊》社、中共湘潭市委宣传部、中共湘潭市岳塘区
委和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建党百年伟人故里行”
活动在湖南省湘潭市举行。活动期间举办了百年路
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座谈会。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
泽出席并讲话。《诗刊》社主编李少君，湖南省作协主
席王跃文，中国诗歌学会会长杨克，中共湘潭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晓理，岳塘区委书记陈爱民，以及
霍俊明、胡丘陵、梁尔源、罗鹿鸣、曹宇翔、刘向东、龚
学敏、林森、黄斌、王涘海、刘川等诗人、学者和湘潭
市的作家代表共60余人参加座谈会。

李敬泽在讲话中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在这一时间节点实施“百年路新征程诗歌
创作工程”具有重要的意义。广大诗人、作家要深入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
要讲话和关于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精神，在创
作中提高思想认识和政治站位，提高文化自信和历
史自觉，深刻领会建党百年这一历史节点的重要意
义，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光辉历程，重温百年大党的
奋斗之路，用诗歌展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情
怀与担当。今天的诗人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和历史境
遇，应该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创作，把我们时代丰
富的生活经验、文化经验和语言经验体现在诗歌创
作中，在时代厚重的经验中开辟出诗歌的抒情空间，
用精益求精的态度，创作出属于新时代的文学精品。

百年路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自今年2月启动，
旨在以诗歌的形式向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献礼。在座谈会上，杨克、胡丘陵、梁尔源、龚学敏、曹
宇翔、芦苇岸、黄成松、李志强、王二冬等参与百年路
新征程诗歌创作工程的诗人们分别谈了自己的创作
感受。工程启动以来，诗人们带着饱满的激情，深入
到生活现场，捕捉最鲜活的时代情绪，寻找打动人心
的诗句。他们有的深入到长江源头，有的多次到黄河
流域采风，有的用诗歌展现我们国家高铁的快速发
展，有的用诗歌表现快递小哥的生活体验，在创作上进展顺
利。在今后的日子，他们还将继续投入到创作中，以精益求精
的态度对诗作进行修改打磨，争取用优秀的诗篇向中国共产
党的百年华诞献礼。

“建党百年伟人故里行”是《诗刊》社举行的庆祝建党百
年、学习党史教育系列活动之一。活动期间，诗人们深入湘潭
多地展开采访创作，并参加了名刊名家文学创作交流会，与湘
潭市的诗人、作家进行了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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