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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四川考察时强调，要坚决贯彻
党中央决策部署，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主动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保持经济稳定发展，
保持社会大局稳定，推动治蜀兴川再上新台阶，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
奋力谱写四川发展新篇章，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在眉山市中心城区，坐落着北宋著名文学家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的故居三苏祠。
习近平来到这里，了解三苏生平、主要文学成就和家训家风，以及三苏祠历史沿革、东坡文
化研究传承等。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们要敬仰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坚定文化自信。要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的理念和思维，广泛借鉴世
界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不能封闭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国的东西为圭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要推动
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激励子孙后代增强家国情怀，努力成长为对国家、对社会有
用之才。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清白做人、勤俭齐家、干净做事、廉洁从政，管好自己
和家人，涵养新时代共产党人的良好家风。 （据新华社成都6月9日电）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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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动回应新时代 绘就文学新蓝图
各地作协采取系列举措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本报讯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各地作协近期

聚焦理论学习、主题创作、“深扎”推进、人才培养等方面，

积极采取系列举措，推动文学工作深入开展，为新时代贡

献文学力量。

山西作协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

精神，回顾建党百年来文学的发展历程，组织撰写相关理

论文章，出版《新时代、新批评——山西作协签约评论家代

表作品集》，编选《新时代山西文学丛书》，为党的二十大献

礼。组织开展“国之大者”文学主题实践系列采风活动，围

绕太忻经济区、中欧班列在山西、“一带一路”这十年、大国

重器中的山西元素、中部地区崛起、黄河流域生态保护高

质量发展等选题，鼓励作家创作能够充分反映中国发展变

革的动人山西故事。规划组织主题创作，推出红色题材的

《邮票上的战争》《将军的树》《英雄时代》《跨过鸭绿江》、乡

村振兴题材的《一百个孩子的中国梦》《联合收割机指南》

《古渡》、改革转型题材的《特钢密码》《雁门关》、反映山西

历史文化的《人说山西好风光》《山西历史文化丛书》等主

题作品。做好重要文学活动组织工作，开展“2019—2021

年度赵树理文学奖”评奖活动，并以纪念马烽同志诞辰

100周年为契机，开展系列活动。开展“护航党的二十大”

安全专项工作，制定工作预案，成立工作领导组，制定任务

清单，明确责任分工，制定应急处置程序，积极迎接党的

二十大胜利召开。

广东作协紧紧围绕迎接党的二十大这条主线，认真贯

彻落实扎实推进文化强省建设大会精神，积极研究部署工

作措施，全力以赴推进新时代广东文学高质量发展。紧扣

“做人的工作”这一重要任务，强化理论武装，一方面综合

运用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对驻粤中国作协会员及省市作协

会员进行培训，一方面依托《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杂

志，持续深化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的

研究和阐释，加快构建具有岭南文化特色的文学话语和叙

事体系。聚焦创作生产优秀作品这一中心环节，强化精品

创作，计划在珠海、深圳、广州、潮州等地分别设立“新时代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点”及“到人民中去”职业道德教

育和文学服务示范基地，鼓励作家深扎、蹲点创作。组织

“广东重大事件、重要人物、重点风物”主题创作、“乡村振

兴、山乡巨变”主题创作、“粤菜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

政”三项工程主题创作、“大美南粤，文明广东”主题创作

等，对重点创作选题给予资金扶持。把握有利时机，突出构

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这一特色品牌，适时设立“大湾区文

学奖”“大湾区文学排行榜”，加大对大湾区作家作品的译

介和推广力度，深化与港澳台作家的交流协作，探索建立

与海外文学机构的常态化合作机制，将粤港澳大湾区文学

锻造成为新的文学增长点。开展一系列文学惠民活动，推

动文学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校园，加快建设升级广

东文学馆和广东左联作家纪念馆，为群众提供优质文学服

务。加快推进广东文学院改革，继续邀请著名作家、名刊编

辑担任导师，以结对方式重点培养青年作家“百人方阵”，

建设“文学粤军”主力军。

陕西作协积极争取承办“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80周年——中国文学之夜”、北京

图博会中国作家馆陕西主宾省活动、全国文学报刊联盟年

会暨中国纯文学期刊西安高峰论坛等全国性文学活动，并

以此为契机，加强与省外文学的交流互鉴。围绕“喜迎二十

大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主题，设计“‘深入生活 扎根

人民’胸怀国之大者”系列采访调研和以“新时代山乡巨

变”为重点的主题创作扶持项目立项及改稿会，组织举办

《小说评论》2022年度“高峰论坛”暨第二届年度优秀论文

奖评选、第五届陕西青年文学奖评选、“雨润三秦 书香为

伴”全民阅读文学志愿服务等活动。积极推进“文学陕军”品

牌建设，做好中国作协、省委宣传部各类文学创作扶持等项

目的作品推荐和陕西文学翻译资助扶持工作，推动陕西文

学馆建设项目落地实施，加快促成陕西作协信息化建设和

融媒体中心建设，启动《延河》驻刊艺术家制度，多措并举

助力陕西文学出新人、出佳作，推动文学陕军展现新风采，

以实干实绩助力文化强省建设，献礼党的二十大。

湖南作协组织开展“喜迎二十大 抒写新湖南”主题文

学创作征文活动，呼吁和引导全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从时代之变、中国之进、人民之呼中提炼主题、萃取题材，

全面展现湖湘大地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南进程中

涌现出的生动画面和感人故事，围绕描绘新时代山乡巨变

的壮美画卷、书写先进装备制造的新时代大国重

器、展现青山碧水的新时代图景、传递民生实事

的新时代温暖、绽放湖湘文化的新时代光彩、讴

歌创造奋斗的新时代英雄等6个方面征集作品，

为建设新湖南凝心聚力。省寓言童话文学研究

会、湖南人民出版社《漫画周刊》编辑部举办“喜迎二十大

红色故事绘”主题故事、漫画征稿活动，旨在通过讲述红色

故事，将红色火种播进一代代青少年心中，让红色基因焕

发时代光芒。

青海作协将举办“喜迎二十大 启航新征程”系列活

动，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喜人氛围。立足青海红色

资源，编辑出版献礼图书《红色青海》，以省内革命遗址遗

迹为主线，以其所承载的革命历史与革命精神为内涵，组

织青海作家深入挖掘，创作出一本让历史鲜活和丰满起来

的青海红色文化散文集，向党的二十大献礼。举办第八届

“中国梦·青海故事”有奖征文，围绕“中国梦”“奋进新征

程 建功新时代”等主题，从不同侧面讲述全省干部群众在

深入推进“一优两高”战略、打造“高地”、建设“四地”进程

中发生的鲜活故事和感人事迹，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

举办青海文学周，通过举办作家读书班、作品探讨会、文学

工作座谈会等，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不断引向深入，引导广大青海作家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用优秀作品记

录青海人民在党领导下进行的伟大实践，艺术再现各族人

民群众的伟大创造。

延边作协以重大题材重点作品前端扶持项目为抓手，

专门设立“迎接党的二十大”创作主题，鼓励和引领广大作

家创作书写新时代、奋进新征程的优秀现实题材作品。举

办第三届延边作家协会青年文学奖，面向45周岁以下的

青年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征集迎接党的二十大、反映乡村振

兴等时代主题的作品，引领青年作者牢记时代责任和使

命，书写成长奋斗的青春故事。利用新媒体平台，推出延边

作协电子期刊《文学月刊》，刊发反映迎接党的二十大、乡

村振兴、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等主题的各类优

秀作品。组织下设各创作委员会和主管文学社团开展主题

研讨采风活动，鼓励开展“迎接党的二十大”“乡村振兴 文

化同行”等主题研讨采风活动，促进文学交流，营造良好的

文学创作氛围。 （罗建森 整理）

本报讯 日前，“诗歌之夜——韩东作品分享会”在南京“世界文

学客厅”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作协主席毕飞宇，苏童、鲁敏、

韩东、胡弦、毛焰等作家艺术家与众多文学爱好者共同参加活动。此

次活动由南京市文学之都促进会、南京作协主办，江苏凤凰文艺出版

社、后浪出版咨询（北京）有限责任公司协办。

活动现场举办了2021年度“文都榜样力量”之“文都创作榜样”

颁奖仪式，韩东获得该奖项。随后，参与者们用法语、西班牙语、意大

利语等不同语种朗诵诗人的作品，本土青年乐队还用音乐形式演绎

了诗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夏日晚风，诗歌之旅”变得更加五彩斑

斓，也让南京这一世界“文学之都”更加熠熠生辉。

南京世界“文学之都”申创顾问毕飞宇说，自南京申办成功世界

“文学之都”以来，他一直期待这座城市能有一个沉浸式的文学交流

场所，而新冠肺炎疫情的反复更让此变得尤其不易。今天在“世界文

学客厅”举办的这场活动终于让这一设想落地。期待未来将以更加

开放的姿态不断推进书香南京建设，让城市书香氛围愈发浓厚。

据介绍，2020年在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下，南京市文学之都促

进会发起“文都榜样力量”征集与评选工作，每年通过知名机构重点

从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国际传播等不同角度征集评选当年度的10

位杰出人物，授予“文都榜样力量”称号。 （苏 闻）

南京“世界文学客厅”
举办“诗歌之夜”

新华社北京6月 8日电（记者 杨淑君 张漫子）
“先生一路走好！”8日，“七一勋章”获得者，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表演、导演艺术家蓝天野，因病在北京家中逝

世，享年95岁。

2021年6月29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七一勋

章”颁授仪式上，94岁的蓝天野作为中国戏剧界唯一

入选者，获颁“七一勋章”。

被称为中国话剧“活化石”的蓝天野，在学生时代

亲历了北平的沦陷，毅然以中共地下党人的身份走上

了话剧舞台。1952年，北京人艺正式建立，25岁的蓝

天野成了第一批演员。

《北京人》中的曾文清、《茶馆》中的秦仲义、《蔡文

姬》中的董祀……几十年来，蓝天野在北京人艺的舞台

上先后塑造了众多鲜明的人物形象，用真诚的敬意回

报观众，为人民文艺事业发光发热。

2011年，北京人艺排演纪念建党90周年重点剧

目《家》，84岁高龄的蓝天野重返舞台。在一次排练

中，他不慎摔倒、手指骨折，起身后第一句话是：“对不

住大家，让各位受惊了。”第二天，依然带伤排练，一刻

也不肯耽搁。

“艺术创作扎根人民，要为人民服务。年轻人应坚

持体验生活的创作传统。”多年来，蓝天野坚持为青年

演员讲授戏剧表演理论和技巧。在他的影响下，一批

又一批演员不断成长进步。

北京人艺原导演苏民曾感慨，蓝天野身上拥有一

种难得的高贵气质。如果不懂得什么叫作献身，什么

是忠诚于自己的信仰，也就不懂得什么叫作崇高，也就

不会拥有生命的激情与创造力，不会成就高贵的品格。

本报讯 5月 30日，由辽宁省文化集团辽宁文

学院主办的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

讲话》发表80周年论坛在沈阳举行。辽宁省文化集团

主任甄杰、副主任杨世涛，以及30余位省内外作家、

评论家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与会。论坛由辽宁文

学院院长、《当代作家评论》主编韩春燕主持。

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

表80周年之际，继承和发扬《讲话》精神，对于在新时

代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坚定文化自信、凝聚

文化力量、加强思想引领具有重要意义。与会者分别

结合各自研究领域，多角度、深层次解读《讲话》的精

神内核、时代传承与守正创新，阐发《讲话》精神对当

代文艺工作的指导意义。

李云雷表示，《讲话》提出的“文艺为人民”等核心

思想奠定了中国文艺发展的基础和方向。习近平总书记

2014年所作的《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讲

话》精神有继承更有创新，确立了第二个百年文艺发

展的总体方向。在刘大先看来，对《讲话》精神的学习

重在继承发扬并落到实处。《讲话》精神强调的是“普

及”与“提高”的问题，文艺批评应承担起这一重任。李

浩谈到，对《讲话》精神的学习需要与时俱进，作家需

要和时代诉求有内在的呼应与深度契合。弋舟认为，

《讲话》由初期的注重“普及”已发展到今天迫切需要

“提高”的阶段，这是当下需要思考的现实问题。杨辉

表示，《讲话》精神对当下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与时代的关系具有指导意义。来自多所高校和科研机

构的专家及辽宁作家、学者代表也分享了学习心得。

（李桂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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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应时代脉动 引领时代新声

本报讯（记者 王觅） 6月1日，

在紫荆文化集团指导支持下，由旗下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与北京

中创文旅文化产业集团、成都文化旅

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联合举办

的遇见博物馆·成都馆正式开馆。《遇

见浮世入梦江户——江户时代浮世

绘原版珍藏展》和《遇见印象派——

莫奈、马奈、雷诺阿与印象主义大师

真迹展》成为开馆首展。

遇见博物馆·成都馆位于四川省

成都市武侯区高新区天府软件园内，

是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携手北京中创

文旅文化产业集团在线下运营的又

一家实体展馆。今后成都馆每年将

举办 5至 6场艺术品真迹展和“遇

见”系列原创光影艺术展，同时不定期开展“艺术沙

龙”和“外交官之夜”等活动。

此次推出的《遇见浮世入梦江户——江户时代浮

世绘原版珍藏展》展出藏品均为19世纪原版浮世绘

作品，展览涵盖了浮世绘三杰葛饰北斋、歌川广重、喜

多川歌麿及其他九大名家的共120件版画作品。《遇

见印象派——莫奈、马奈、雷诺阿与印象主义大师真

迹展》则汇集了莫奈、马奈、雷诺阿、库尔贝、卢梭、莫

里索、欧仁·布丹等西方艺术巨匠的71幅真迹，为观

众展现了19世纪西方绘画艺术的黄金时代，在光与

色的自然流动中体悟独特的欧洲风光。开馆当天还

举办了“印象派遇见浮世绘”研讨会。据悉，遇见博物

馆·成都馆2022年还将陆续推出埃及文明展、毕加索

真迹展、敦煌光影展等重要展览。

中国对外文化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李保宗表示，

“遇见博物馆”项目以“让文物活起来”为宗旨，以适应

现代文化消费、满足人们高层次精神文化需求、促进

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为目的。遇见博物馆·成都馆开馆

后，将通过荟萃国际顶级艺术资源，集中世界级经典

艺术佳作，力求成为融文博展览、沉浸体验、艺术沙

龙、文创衍生、科技赋能、研学教育为一体的城市中外

艺术“会客厅”。

遇见博物馆·成都馆荟萃名家名作

本报讯 近日，海南作协在海南多地举办了“新时代山海巨

变”系列之“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报告文学专题采访活动。在三

天的时间里，来自海南各市县的十余位作家在三亚崖州、琼海潭

门、文昌清澜等地，深入渔村渔港，登上渔船码头，了解新老渔民的

闯海经历，感受新时代海南各地渔民“造大船，闯深海，捕大鱼”的

壮志豪情，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学习、座谈、交流、创作活动。

三亚崖州、琼海潭门、文昌清澜等地是海南重要渔港，也是

海南重要的渔业生产基地。渔村的故事、渔民的经历、渔船的航

路、渔港的变化可谓一座座丰富的文学宝库，为海南作家的文学

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题材。作家们表示，此次专题采访活动深

入基层、深入一线，接地气、有内涵，给他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不

可多得的机会和难得一见的资料，也为他们今后的创作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空间。 （琼 文）

海南作协组织
报告文学专题采访

本报讯 2011年，创先争优活动在全国范围内

开展，西藏创新模式，在全区各行政村、居委会派驻

工作队。作家吉米平阶率队驻村，在工作过程中陆续

记录和发表了一些感想体会。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

里，作家多次深入农村，与基层群众同吃同住同劳

动，工作之余不忘细心关注身边的人和事，最终将

10年间的种种经历汇聚成《幸福的旋律——西藏脱

贫交响曲》这部优秀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该书由广

东经济出版社出版，分为四个乐章，分别以藏东昌都

市的村庄、日喀则的边境县、阿里地区最艰苦的东部

三县和阿里噶尔县为对象，记录了西藏农村的发展

状况和驻村工作的点点滴滴，讲述了脱贫攻坚过程

中干部群众勠力同心、艰苦奋斗的故事，展示了党的

领导在我国边疆地区焕发出的强大生命力。

6月8日，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报告

文学学会主办，西藏民族大学文学院、广东经济出版

社承办的《幸福的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研讨会

以线上会议形式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邬书林，中国报告文学

学会会长徐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编辑

肖延兵出席并致辞，潘凯雄、石一宁、彭学明、程绍

武、白烨、胡平、柳建伟、李晓东、侯健飞、刘笑伟、陈

东捷、张子影、王国平、李蔚超等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研讨会由《文艺报》总编辑、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常务

副会长梁鸿鹰主持。

“《幸福的旋律》聚焦西藏脱贫攻坚的伟大实践，

充分显示了作者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人文情怀，是一

部有温度、接地气、洋溢着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也是吉米平阶向时

代和人民交出的一份文学答卷。”吴义勤表示，吉米平阶既是脱贫攻

坚的书写者，也是参与者和亲历者，这本书对作者、对这个时代而言

都具有特殊意义。吉米平阶以生动的细节、感人的故事，全景式呈现

了西藏脱贫攻坚的辉煌成就，写活了各式各样的典型人物，展现了藏

族人民在西藏这片土地上的创业史、心灵史、奋斗史，对于今天如何

讲好中国故事、讲好少数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故事贡献了宝贵经验。

“作者以小见大，通过细致描写自己的亲身经历，歌颂我们的社会

主义制度、歌颂中国共产党人、歌颂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具有强烈的

时代特色和主旋律色彩。”邬书林认为，脱贫攻坚是一件实实在在的事

情，需要落实在无数小事之中，作者正是通过描述小事，生动表现出时

代的发展变化和人物的心灵追求。作品立意高远，字里行间饱含着关

心社会发展、民生改善、社会进步的人文情怀，把各族人民的命运和西

藏的繁荣发展有机结合在一起，是一部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读本。

大家认为，《幸福的旋律》整体设计严谨，语言亲切平实，创作风

格朴实无华，不论是对人物的塑造、对环境的描写、对心理的刻画，还

是对细节的捕捉，都体现出作者优秀的文字驾驭能力。书中的一章一

节、一人一事，都反映出作者对党、对西藏、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

具有感动人心的强大力量。该书还是一部西藏的民族史、地域史、文

化史，对保存西藏独有的地域和民族文化具有重要价值。（罗建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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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期，重庆作协采取多项举措，扎实推进网络文明建

设。实施“网著新时代”重庆网络文学创作传播提升行动，组织“青春

心向党，建功新时代”网络征文、“网络文学读书日”公益主题读书等

活动。开辟网络文学专栏，设立“喜迎二十大”主题优秀网络文学作品

征集专题，制定《重庆文学创作季度重点选题参考》，组织重庆作家创

作更多向上向善网络文学作品。重庆市网络作协与阅文集团、百度文

学、塔读文学等全国10家网站平台达成战略合作协议，西南地区首

家文学网站“盛世阅读网”共有签约作家551名，签约作品4295本，

开发影视版权2本，开发有声版权262本。发布《提升网络文学创作

质量倡议书》，落实《重庆作家与文学工作者网络行为规范》，营造清

朗网络文学空间，推进网络文学主流化、精品化、经典化。（渝 文）

重庆作协扎实推进
网络文明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