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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10月26日下午在参观国
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展时强调，“十三五”时期，我国科技事业加快发展，创
新能力大幅提升，在基础前沿、战略高技术、民生科技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科技
成果。这是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特别是广大科技工作者共同奋斗的
结果。当前，我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科技创新在党
和国家发展全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要面向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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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定创
新自信，紧抓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峰，破解发展难题，自觉肩负起光荣历史使
命，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强、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国家
副主席王岐山分别参观展览。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一、2021年度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
程申报截止日期为2022年1月31日。

二、申报范围和条件
1.须为1978年以来正式发表或出版

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等，已与国外
出版社签订翻译出版合同，将翻译成外
文在国外出版。

2.申报作品须具有较高思想性和艺
术性，生动表达中国人民的价值追求、情
感世界和精神风貌，着力书写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弘扬中华文化，讲述中

国故事，彰显中国精神。
3.申报作品须有利于加强中外文化

交流，增进与各国人民的友谊，传递中国
声音。

4.申报项目尚未获得其他形式的对
外翻译出版资助。

5.设立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对外翻译专项，资助中国当代少数民族
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项目。

6.本工程只向已达成翻译出版合同
的项目提供翻译资助，不负责介绍、组织
具体作品的翻译出版。

三、申报程序
1.版权所有机构、外文出版机构和译

者均可提出申请。国内出版社拥有作品
对外翻译版权的，可作为版权方提出申
请。

2.各申报单位申报数量不超过8个。
同一作品不同语种为不同项目，须分别
填写申报表，提交申报材料。

3.申报材料：
①《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申报

表》，样表见附件一（盖章或签名），或《中
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作品

对外翻译专项申报表》，样表见附件二
（盖章或签名）；

②作品原作者授权书或包含相关授
权条款的中文原作出版合同复印件；

③与外方出版机构签订的出版合同
复印件；

④与译者签订的翻译合同复印件；
⑤外方出版机构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或其他资质证明复印件及中文翻
译件；

⑥作品原作3册。
（下转第2版）

2021年度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征集公告

为加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的对外翻
译出版，推动中国当代文学“走出去”，中
国作家协会实施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
程，设立“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当代作品翻
译工程办公室”（以下简称“翻译办公
室”），负责相关事务。

一、申报范围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对1978年

新时期以来创作发表的中国当代文学作

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纪
实文学）等，面向国外市场的外文翻译出
版项目提供支持，主要针对翻译环节，即
对翻译费用实施补贴。

符合上述要求的对外翻译项目，在
与正规出版机构签订出版合同之后，图
书出版之前，均可向翻译办公室提出申
请。该工程为长期项目，每年征集期内
接受申报。

二、申报材料
1.申报者
申报者可以是所申报作品的版权所

有机构或外文出版机构，也可以是该作
品的译者。申报者负责申报材料的准备
和申报，以及与翻译办公室签订协议、接
收资助款项等具体事务。

2.需提交材料
①《中国当代作品翻译工程申报表》

样表附后（盖章或签名）；
②作品原作者授权书或包含相关授

权条款的中文原作出版合同；
③与外方出版机构签订的出版合同；
④与译者签订的翻译合同；
⑤外方出版机构营业执照、税务登

记证或其他资质证明及中文翻译件；
⑥作品原作3册。

（下转第2版）

中国当代作品翻译资助申报办法
（2021年10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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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1日至22日，北方昆曲剧院原创昆曲《林徽因》在北京天桥剧场首
演。该剧展现了民国一代才女林徽因的人格独立自省和崇高的敬业献身精
神，表现了大时代背景下一位现代女性的人格养成和情感发展。该剧由颜
全毅编剧，杨小青执导，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顾卫英以及杨帆等主演。全剧
将“英伦岁月”“佛光寺”“李庄苦难”“人民英雄纪念碑”“拆城之争”几个林徽
因人生重要节点构织为戏剧情节，细腻深入地抒写林徽因致力于建筑与美
术事业，付出一生心血，并由此达到文化自觉的时代高度以及林徽因、梁思
成相濡以沫的夫妻情感与作为知识分子深沉厚重的爱国情怀。北昆院长杨
凤一表示，每个时代都需要偶像，戏剧舞台上更要有爱国主义精神的范例和正
能量的指引，希望能用昆曲诗情画意的舞台呈现来演绎现代题材，用传统艺术
影响更多当代青年人。 （晓 璐）

本报讯 10月11日至15日，由《中国作家》杂志社、中共
盐城市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盐阜大众报报业集团承办的中国
作家盐城采风行暨2021全国生态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在江
苏盐城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叶辛，军旅作家高建
国，《中国作家》主编程绍武，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李朝全，
以及李青松、汪政、丁晓原、许晨、陈启文、任林举、王晖、王国
平、傅逸尘、佟鑫、张琳、张冰等20余位作家评论家参加此次
活动。

采访团团长白庚胜在启动仪式上致辞说，盐城东临黄海，
有悠久的海盐历史文化，丰富了我国海洋文化版图，拓展了美
丽中国的内涵。叶辛表示，红色革命历史文化与蓝色海洋文化
的融合，铸就盐城独特的城市气质。期待中国作家写下盐城

“面朝大海、向海发展、赋能未来”的高质量发展故事。
活动期间，采访团赴盐城市博物馆、新四军纪念馆、海盐

博物馆、盐城国投集团、金融城及盐都“三胡故里”、草房子乐
园、佳富村、大纵湖、东晋水城、大丰荷兰花海、只有爱·戏剧幻
城、上海知青纪念馆、恒北村和东台条子泥、巴斗村、黄海森林
公园等地采风采访，走进盐城国家级珍禽自然保护区、中华麋
鹿园等地感受黄海“吉祥三宝”的独特魅力。作家们表示，一路
所见所闻展示了“湿地文景”“世遗名片”的盐城气象，呈现出
践行“两山”理念的盐城实践，彰显了“依海逐梦、向海图强”的
盐城格局，让人真切感受到“老区人民日子越过越红火”的景
象，为创作中国故事的盐城篇章积累了丰富素材。

10月14日，盐城市荣获“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称
号。当日，以“新时代生态文学观与生态报告文学创作”为主

题的2021全国生态报告文学理论研讨会举行。白庚胜在会上致辞，研
讨会由丁晓原主持。与会者认为，优秀的生态报告文学要关注深层次生
态问题，通过作品引导和推动全社会在生态保护上的思想自觉和行动
自觉，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大家表示，结合这次理论研讨，将从
采风采访中汲取养分，激发创作灵感，书写出有担当、有情怀、有质感的
中国生态故事。 （明 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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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月12日至13日，江苏省第
六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南京举行。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
副部长徐宁出席并讲话。共青团江苏省委书
记司勇，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党组书记汪
兴国出席会议。丁捷、贾梦玮、鲁敏、黄德志、
王朔、叶弥、朱辉、胡弦、跳舞，以及来自江苏
各地的近200名青年作家参加会议。

邱华栋在讲话中说，长期以来，江苏省委
省政府高度重视文学事业，多措并举，江苏青
年作家作品数量不断增多，创作题材不断拓
展，艺术品质不断提高，文学影响不断扩大。
希望广大青年作家进一步加强文学专业知识
学习，加强道德修养，积极投身于时代和生
活，真正关注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贴近人民
群众的欢喜忧愁，提高观察生活、凝练生活、
升华生活的能力，深刻理解和把握时代潮流，
从当下火热的现实中发现创作主题、捕捉创
作灵感，积极投身新时代的书写，描绘出这个
时代的精神图谱。

五年来，江苏青年作家队伍迅速成长，置
身火热生活，用心用功写作，发表各类作品万
余部，获得了一系列重要文学奖项，产生了广
泛影响。会上，汪兴国代表江苏省作协作工作
报告，回顾了五年来江苏青年作家取得的优
秀成果，介绍了江苏省作协为培养青年人才

所采取的多项方法措施。他表示，希望江苏青
年作家肩负时代重任，勇攀文学高峰，以人民
为中心，讲好中国故事，树牢精品力作意识，
加强思想道德修养，为谱写“强富美高”新江
苏建设现代化篇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贡献才华和力量。

会议期间，青年作家代表进行了分组学
习讨论，并向全省青年作家发出倡议：要呼应
时代，扎根人民，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
人民抒怀；要沉潜生活，用心书写，以强烈的
现实关怀，展现最真挚的生命体验和人生理
想；要深耕学养，锐意创新，增强创新意识，遵
循创新规律；要崇文尚德，德艺兼修，把崇高
的价值、美好的情感融入作品中。青年作家代
表向迅、赵汗青、韩松刚、赵玲、周荣池、陆秀
荔、卓牧闲、孙频等发言。南京师范大学教授
王晖作辅导报告。

毕飞宇在致闭幕词时说，这次会议是对
五年来江苏青年作家文学成就的一次全面检
阅。江苏青年作家勤奋笔耕，关注现实生活，
记录时代变迁，创作了一大批有思想、有温
度、有筋骨的佳作力作。希望广大青年作家志
存高远、脚踏实地，沉潜内心、戒骄戒躁，端正
姿态、耐住寂寞，勇担江苏文学的新使命，创造
江苏文学的新辉煌。

（罗建森）

江苏举办第六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本报讯 10月24日，由中国作协创研部、北京作协、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会和上海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陈福民《北纬四
十度》研讨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中宣部副秘
书长郭义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党委副书记、总裁阚宁辉，北京
市文联一级巡视员田鹏，以及白烨、梁鸿鹰、孟繁华、贺绍俊、毕
胜、钟红明、李伟长、乔叶、宁肯、周晓枫、杨早、潘涛、杨庆祥、刘
大先、黄德海、张定浩、木叶、徐刚、王继军、李林荣、岳雯等专家
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北京作协副秘书长王虓主持。

李敬泽谈到，北纬四十度地理带是中华民族历史上至关重
要的一个地带，代表了中华文明数千年来的动力结构，游牧文
明与农耕文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此交错交融。回看这条地理
带，对我们理解中国、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萌芽、形成和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北纬四十度》立足于当下，回望中华民族
共同体几千年来走过的历程，展示了作者丰富扎实的历史知
识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广阔胸襟和见识。该书也为我们提供
了历史写作的新范例，展示了文学、泛文学写作新的可能性和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北纬四十度是一条与万里长城彼此成就的地理带，不同
民族在此互相打量、彼此想象，最终完成了不同文明类型的竞
争与融合。陈福民新推出的历史文化散文集《北纬四十度》以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为经，以北纬四十度地理带为纬，绘制出
一幅探究民族文化历史的千古江山图。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
历史史实与文学抒情相结合、历史感和现场感并重的文化散
文佳作，作品既是个人历史记忆对宏大民族集体记忆的呼应，
也是对两千年来文化冲突与文明融合的呼应。作者将国家和
民族放置在漫长的时间和空间之中，重新塑造了千年时空中
的历史人物，通过对历史的重构和再次对话，呈现出饱含人文
关怀的历史观和文学观。

陈福民表示，这次写作不仅是对过往经验的回顾，也是对
长城、中国北方和中华文明的致敬。北纬四十度地理带拓宽了
中国的文化疆界，文明的步履在此络绎不绝。本书正是用文学
去打量和描述这一切时，跨越时空而来的一次回响。（北 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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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在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
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发来贺信，表示热烈的祝贺，向全社干部职工致以诚挚的
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100年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
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高水平哲学
社会科学著作，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播党的
创新理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希望人民出版社赓续红色血脉，始终紧跟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党的创新
理论；始终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理念，着力展现党和国家发展
历程、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始终坚持高质量发展，
着力深化改革创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贺信全文另发）

26日下午，繁荣党的出版事业暨人民出版社成立100
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黄坤明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说，要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弘扬光荣传
统，坚持守正创新，筑牢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坚强阵地，争做
讴歌人民、记录时代的鲜亮标杆，构筑涵育人民精神世界、
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高地，打造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的出版重镇，搭建中外文化交流互鉴的知识桥梁，努力创造
党的出版事业新辉煌。

人民出版社负责人和作者、出版界代表发言。
人民出版社成立于1921年9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

第一家出版机构。100年来，人民出版社以出版马克思主义
经典著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以及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基
本任务，成为政治性、理论性和通俗读物出版的重要阵地。

值此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之际，我向你们表示热烈
的祝贺！向全社干部职工致以诚挚的问候！

100年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
作、党和国家重要文献和高水平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为推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播党的创新理论、繁荣社会主
义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人民出版社赓续红色血脉，始
终紧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步伐，着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
党的创新理论；始终坚持为人民出好书理念，着力展现党和

国家发展历程、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始终坚持高质
量发展，着力深化改革创新，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21年10月26日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习近平致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的贺信

习近平致信祝贺人民出版社成立100周年强调

赓续红色血脉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