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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中央人才工作会议9月27日至28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强

调要坚持党管人才，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

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为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撑，为2050年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李克强主持会议。栗战书、汪洋、赵乐际、韩正出席会议。王沪宁

作总结讲话。 （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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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志们、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座谈会，纪念鲁迅先

生诞辰140周年，缅怀鲁迅先生的高尚品格和卓

越成就，进一步学习和弘扬鲁迅精神。在此，谨

向鲁迅先生的亲属和参加会议的各位嘉宾表示

诚挚的问候，向为我国文艺事业作出贡献的广大

作家艺术家和文艺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

鲁迅先生是近代以来文化艺术界最有影响

力的代表性人物，是我国思想文化战线上一面光

辉的旗帜。鲁迅先生诞生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

苦难深重的年代，他曾经用“风雨如磐”“寒凝大

地”等沉痛的词句，描绘自己生活的时代。1918

年5月，鲁迅先生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了中国

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以笔为武器

打响了反抗中国封建文化的第一枪。从此，他以

先进的思想、犀利的笔锋、战斗的精神，在半殖民

地半封建社会与各种反动落后势力进行坚决斗

争，毫不留情地批判旧世界，满怀热情地呼唤新

世界，不遗余力地建设新文化。鲁迅一生研习不

辍，在文学创作与翻译、文艺批评、文化历史研

究、古籍校勘整理等多个领域，都有开拓性的贡

献。他的作品、思想和人格，在唤起中国人民的

精神觉醒和团结奋斗、增强中华民族自信心和凝

聚力等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产生的影响

是深远的。鲁迅先生逝世后，人们自发在他的灵

柩上覆盖了一面写有“民族魂”三个大字的旗

帜。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鲁迅“不但是伟大的文

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称

赞鲁迅是“文化新军的最伟大和最英勇的旗手”，

是“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

前的民族英雄”，指出“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

族新文化的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

场合，多次提到鲁迅先生、引述鲁迅名言，充分肯

定鲁迅精神。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

议上，总书记引用鲁迅《学界的三魂》一文，指出

“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

才有真进步”。在2014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

总书记在讲话中6次提到鲁迅先生，强调文艺工

作者应该像鲁迅那样“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

为孺子牛”，对人民充满热爱，创作无愧于时代、

无愧于人民的优秀作品。在2018年的庆祝改革

开放 40 周年大会上，总书记在论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时，专门谈到“什么是路？就是从没

路的地方践踏出来的，从只有荆棘的地方开辟出

来的”。在 2019 年的纪念五四运动一百周年大

会上，总书记用鲁迅的话表达对青年人的希望，

强调青年“所多的是生力，遇见深林，可以辟成平

地的，遇见旷野，可以栽种树木的，遇见沙漠，可

以开掘井泉的”。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些引用和论

述，贯通历史、观照现实，让我们深切领略到鲁迅

先生思想的深邃高远，深刻认识到鲁迅精神的现

实意义和当代价值。鲁迅先生是中华民族的杰

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民族魂，他的人格和风范

是全体人民的光辉榜样，他的精神和贡献是中华

民族的宝贵遗产。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我们党

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团结广大先进知识分子，凝

聚起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强大力量。鲁

迅先生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毕生追求真理、

追求进步，始终与中国共产党同向同行，一直肯

定、理解并支持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深信“惟新

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称颂共产党是“切切实

实，足踏在地上，为着现在中国人的生存而流血

奋斗者”。从参与发起成立中国自由运动大同

盟，到成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和旗手，从

与党的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瞿秋白等结下深厚友

谊，到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在精神上志同道合，从

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中国新文学作品到给红

军致贺电，鲁迅先生始终与我们党“心是相通

的”，是党的最忠诚、最可信任的同志和战友。中

国共产党的史册上永远铭记着鲁迅先生的贡献

和功绩，永远镌刻着这位伟大的共产主义者的理

想和坚守。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实现民族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

大的梦想。今天，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

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

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

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伟大

事业需要伟大精神。今天，我们纪念鲁迅先生，

就是要学习他的高尚品格，发扬他的精神风范，

始终坚定文化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

方向，以昂扬的民族精神、活跃的文化创造激励

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奋斗新时代。

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关切
民族命运、担当时代使命的爱国精神。鲁迅先生

一生致力于救国救民，时刻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

途和命运。他敏锐把握时代潮流，回应社会需

要，追求救国救民真理。他在青年时代就立下了

“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宏伟志向，在日留学时通过

幻灯片目睹国人的颓丧麻木，让他决心“弃医从

文”以改造国民精神，矢志不渝为民族新生、国家

富强而奋斗。他饱含感情地写道，“我们从古以

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

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

梁”。他对文艺寄予深深的厚望，用如椽巨笔写

下一篇篇振聋发聩的檄文，承担起“启蒙”与“救

亡”的历史责任，以先觉者的呐喊唤醒民众，期望

打破“铁屋子”，激励中国人民在精神上站立起

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富强。正是在他的

“呐喊”之下，无数中国人从沉睡中觉醒，大步踏

上革命的道路。毛泽东同志曾说，“我们纪念他，

不仅是因为他的文章写得好，是一个伟大的文学

家，而且因为他是一个民族解放的急先锋，给革

命以很大的助力。”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精神。当前，我们在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全面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坚持和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向实现民族复兴中国梦

阔步前进。这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伟大事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举精神之旗、立精神支柱、

建精神家园，都离不开文艺。广大文艺工作者

要像鲁迅那样心怀“国之大者”，立足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增强历史责任感和文化使命感，坚持正确的方

向导向，勇立时代潮头、引领时代步伐，努力创

作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优秀

作品，汇聚起同心同德、接续奋斗的精神力量。

要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礼赞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抒写团结的中国、进步

的中国、多彩的中国，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历史

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志

气、骨气、底气，更加坚定、更加自信地开创美好

未来。

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横
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情怀。
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与人民血脉相连，为人民

大众鼓与呼，是鲁迅精神的根本立场所在。鲁迅

评价苏联作家高尔基时说：“他的一生，就是大众

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鲁迅的一生亦是

如此。“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吃的

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这些广为传诵的名句，正

是他人民立场的生动写照。鲁迅很早就关注“文

艺大众化”的问题，在党领导的左翼作家联盟成

立大会上，他提出为“工农大众”而进行文艺创作

的基本目的，倡导文艺创作应该“竭力来作浅显

易解的作品，使大家能懂，爱看”。他关注旧社会

中“不幸的人们”，对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夫、妇

女、儿童以及落魄的知识分子都给予了极大的同

情，充满了强烈的正义感和责任感。他的每部作

品犹如投枪、匕首，有着犀利的批判锋芒，但在冷

峻背后蕴藏着对人民的深切同情和热情。鲁迅

非常关心青年，特别重视青年作家的发现、扶持

和培养，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为帮助

萧红、萧军、柔石等青年一代成长呕心沥血，不遗

余力。他还常以自己的言行鼓舞和教育青年，呼

吁文学界的前辈们多做园丁的工作，给青年以前

进的智慧和力量，“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只是

向上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

说是人民的文艺，强调优秀的文艺创作都源于人

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只有永远同人民在一

起，艺术之树才能常青。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像鲁

迅那样，坚定人民立场，真诚地把人民置于心中

最高位置，把人民的冷暖和幸福放在心中，把人

民作为表现主体和服务对象，把“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作为文艺创作的必修课，努力把人民的喜

怒哀乐倾注笔端，创作推出更多人民群众喜闻乐

见的优秀作品。文艺是塑造灵魂的工程。要增

强“塑造什么样的未来人”的思想自觉和创作自

觉，摈弃鲁迅所批评的那种“咀嚼着身边的小小

悲欢并视之为全世界”的狭隘认识，善于在幽微

处发现美善、在平凡中彰显伟大，生动刻画人心

的情与义、生命的韧与强，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奋斗、书写人民群众的实践和创

造，用文艺的力量温暖人、鼓舞人、启迪人。

在新的征程上，要学习和弘扬鲁迅先生坚持
理想、敢于斗争的战斗品格。鲁迅先生的一生，

是战斗的一生、奋进的一生。毛泽东同志说：

“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

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

格。”周恩来同志在鲁迅逝世两周年纪念题词中

说，“鲁迅先生之伟大，在于一贯的为真理正义而

倔强奋斗，至死不屈，并在于从极其艰险困难的

处境中，预见与确信有光明的将来。这种伟大，

是我们今日坚持长期抗战，坚信最后胜利所必须

发扬的民族精神！”鲁迅先生一生坚持真理、追求

光明，一直站在进步潮流的最前列，毫不懈怠地

进行战斗。他对敌人进行坚决不妥协的斗争，对

迷路的朋友们坚持原则、给予忠告，对摇摆不定

的中间分子针砭批评。他深刻揭露封建势力的

丑恶嘴脸和吃人本质，渴望以理性精神冲破时代

的愚昧与桎梏。他深知革命事业不可能一帆风

顺，“一个斤斗便告成功”，必然会遇到一时的挫

折与失败，但“即使艰难，也还要做；愈艰难，就愈

要做”。他主张“深沉的韧性的战斗”，就是百折

不挠、锲而不舍。他身上体现出的不畏强敌、爱

憎分明、嫉恶如仇的气质风骨，永远是我们攻坚

克难、砥砺前行的精神滋养。

（下转第2版）

本报讯（记者 李晓晨） 9月28日，中国现

代文学馆灯火璀璨，乐声悠扬，第十一届全国优

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这里隆重举行。这是

一个属于孩子、属于文学的美好夜晚，这是一个

充满收获的喜悦与欢乐的夜晚，18位获奖者在

此接受来自文学界和读者们的褒奖，和所有人一

起分享属于他们的骄傲与荣光。

中国作协主席、中国文联主席铁凝，中国

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出席颁奖典礼并

致辞。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吉狄马加、李敬泽、

阎晶明、吴义勤、邱华栋，中国作协副主席高洪波，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监察组一级巡视

员戴军，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彭云，儿童文学作

家、学者束沛德、张之路、海飞、王泉根、梅子涵等

出席颁奖典礼。颁奖典礼由李敬泽主持。

铁凝表示，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

评选，欣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样一

个永载史册的重要节点上，回顾和检视新时代儿

童文学过去4年来的成就，向全社会推荐满足少

年儿童文化需要、增强少年儿童精神力量的优秀

作品，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届获奖的18部

（篇）作品，大都聚焦于新时代新生活新气象，题

材涉及少年儿童成长的诸多阶段和方面，描摹着

中国孩子们纯真而丰富的心灵：他们宽广活跃的

想象和探问，他们成长中的困难和烦恼，他们明

亮的欢笑和向着未来的奔跑。作品的风格多姿

多彩，充分体现了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的探索与

创新、生机和活力。18位获奖作家，来自全国十

四个省市，既有长期致力于儿童文学事业的长

者，也有崭露头角的新人。为孩子写作，这是艰

辛的劳作，更是一份珍贵的、值得毕生为之付出

的光荣与幸福。

铁凝强调，少年儿童是未来，是希望，这是人

类关于自身命运的最深沉的信念，我们对孩子的

爱与责任，同时也是对于我们共同未来的责任与

憧憬。今天，中华民族正在踏上新时代新征程，沐

浴着新时代阳光的孩子们，在他们的童年、少年，

见证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他们必将成

长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开拓者和创造者。在新的历史方位上，

培养优秀的“未来人”，这是民族的嘱托，是时代

的召唤，是中国文学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光荣责任

和神圣使命。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发

展阶段，推动儿童文学的高质量发展，对培育新时

代的社会主义新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都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让

我们出发吧，用我们的笔为孩子们描绘出新时代

的璀璨星空，让新时代的丰饶大地在我们的书里、

在孩子们的脚下伸展，让中国作家所讲述的中国

孩子的故事在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中间流传，让中

国儿童文学进入又一个更加辉煌的“黄金十年”。

张宏森表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是民

族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我们的梦

想，靠我们这一代，更靠下一代。”“为了中华民族

的今天和明天，我们要教育引导广大少年儿童树

立远大志向、培育美好心灵，让少年儿童成长得

更好。”这是全社会的责任，更是文学的责任。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充分发挥优

秀儿童文学固本培元的作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进新时代少

年儿童的现实生活，创造一个丰富而生机勃勃的

文学世界，满足少年儿童的精神需求，增强少年

儿童的精神力量，使他们以自立、自强、自信的步

伐迈向未来。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

对过去四年来中国儿童文学成就的总结，更是对

新时代儿童文学未来发展的寄望与召唤。中国

作协高度重视评奖工作，从推动中国文学和儿童

文学繁荣发展的大局出发，高标准、严要求组织

评奖工作。相信获奖作品对促进中国儿童文学

的高质量发展，将产生重要的引导作用；对丰富

少年儿童的文化生活、提升儿童文学的社会声

誉，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刘海栖、舒辉波、葛竞、黄宇、徐瑾等发表获

奖感言。他们谈到，从事儿童文学创作是艰辛而

幸福的劳动，是美妙而充满未知的行程，每一个

身处其中的人都会由衷地为能参与其中而自豪，

为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而振奋。对于写作

者来说，每一个人都与时代紧密相联，因此他们

的作品也始终葆有时代的温度和气象，并通过执

着的跋涉最终寻找到属于自己的风格。保持对

世界的好奇与活力，保持对孩子的爱、真诚和善

意，才能写出真正被少年儿童读者所喜爱的作

品，为他们的成长提供精神力量。

颁奖典礼上，来自北京朝阳实验小学合唱

团、少年国风室内乐团等的演员们带来了精彩的

演出。歌曲《童心向党歌曲联唱》《我们是共产主

义接班人》《快乐成长》《心中国》等仿若天籁，宛

转悠扬。澄澈的目光，灿烂的笑容，经久的掌

声……作为对文学最好的馈赠，一起定格成这个

秋夜最温暖的记忆，新时代的中国儿童文学由此

将踏上新的征程。

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是中国作协主办的国

家级文学奖，是我国儿童文学创作的最高荣誉，

自1986年设立以来，已评选了十一届。本届评

奖从636部（篇）参评作品中评选产生了18部

（篇）获奖作品，其中，小说7部、童话4部、幼儿文

学2部、科幻文学2部、诗歌1部、散文1部、青年

作者短篇佳作1篇。历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获奖作品已经成为我国文学宝库中的一笔宝贵

的财富，必将有力推动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满

足少年儿童文化需要，增强少年儿童精神力量。

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本届评奖委

员会成员和纪律监察组成员，获奖作品出版单位

代表，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颁

奖典礼。

为少年儿童描绘出新时代的璀璨星空
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9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颁奖典礼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铁凝、张宏森与获奖者合影。 王纪国 摄

在纪念鲁迅诞辰14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2021年9月26日）

□黄坤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