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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把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围绕中心、

服务大局，积极向基层延伸工作手臂，认真履行职责使命，推

动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山东作协推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向纵

深发展，制订《山东省作家协会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

题实践活动实施办法（试行）》，组织开展山东作家“乡村振

兴”、新旧动能转换暨经略海洋等采风活动，开展形式多样的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创作活动，推荐54个选题入选中

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评定120个山东省定点深入生活

项目，建立13个（次）山东作家创作基地。山东作协连续3年

被中国作协评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进集体。实

施文学精品工程，推介全链条打造机制。围绕“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建党100周年”等，策划重大题材文学创作选题，征集

重点扶持项目，评定、扶持129个，推荐26个入选中国作协重

点扶持项目，召开重大题材文学创作推进会、新时代乡村题材

创作会议、改稿会、首发式、研讨会等，组织“泰山文艺奖（文学

创作奖）”评奖，开展“山东文学周”“记录小康工程”等主题活

动，出版《齐鲁文学典藏文库（当代卷）》《山东文学年鉴》等图

书。实施文学鲁军工程，建强文学新鲁军。修订《山东省作家协

会个人会员申报审批办法》，目前个人会员总数达到4191人，

其中中国作协会员717名。完善签约作家制度，91位（次）作

家成为签约作家，组织青年作家高研班，推荐54位青年作家

到鲁迅文学院学习深造，推荐4位青年作家的作品集入选“21

世纪文学之星”，多名学员参加中国作协、山东省委宣传部等

组织的各类培训，成立网络作家协会。深化作协改革，延伸服

务手臂。成立山东省新时代文明实践文学志愿服务队，开展系

列文学志愿服务活动。在《山东文学》等杂志设置基层作家作

品专栏。建成山东文学馆，举办“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在党

的旗帜下——山东文学经典回顾展”等主题文学展。探索建立

签约文学评论家制度，30名青年评论家签约。开展多种形式

的文学主题研讨和作品研讨活动。创办文艺评论期刊《百家评

论》，扎实开展机关建设，山东省作协连年被评为“省级文明单位”。推动出作品出

人才，10年间，5部作品获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4部作品获鲁

迅文学奖，4部作品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还有大量作品荣获其他奖项。

吉林作协组织党员干部和广大作家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举办专题培训，着力抓好中青年作家、网络作家、新会员的学习教

育。聚焦重大主题，组织创作出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吉林省重点

文艺丛书》《吉林省“纪录小康”主题创作图书》等。多部作家作品获国家级奖项，

《粮道》《巨虫公园》《陈土豆的红灯笼》《女子中队》分获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儿

童文学奖、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坚守人民立场，组织举办“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活动。举办“东北文化寻根”“抗战文学之旅”等采访活

动，打造“远方”写作基地，组织作家赴新疆阿勒泰开展文化援疆活动，选派作家

参加“中国一日·工业兴国——中国作家在行动”主题实践活动，建立舒兰市中国

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打造文学活动品牌，用情用力讲

好吉林故事。承办“第四次汉学家文学翻译国际研讨会”，举办两届中国吉林国际

写作计划，举办认识“吉林文笔”系列活动及《山林笔记》《血色草原》等重点作品

研讨会。 （下转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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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海上丝绸之路的发源

地、近现代革命的策源地和改革开放的前沿地，拥有灿

烂的历史文化、丰厚的革命文化、独特的民俗文化，是

创业创新的一方热土，更是创作生产的一片沃土。党的

十八大后，习近平总书记首次离京考察就来到广东。十

年来，总书记三次赴广东考察，要求广东以更大魄力在

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新征程中走在全国前列、创造新的辉煌。

广东省作协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重

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扭

住关键环节、突出重点领域、狠抓贯彻落实，以“闯”的

精神、“创”的劲头、“干”的作风，以文学方式积极奏响

新时代广东高质量发展的“步步高”。

拥抱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谱新篇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考察时曾指出，“我十八大以

后第一站就是到的深圳，到了广东。十九大以后，特别

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还是要再到广东来，再到深圳

来。我们就是在这里向全世界宣示，中国改革开放不停

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

重要指示批示，赋予广东新的使命任务，为新时代广东

改革发展领航掌舵、把脉开方。广东文学界深受鼓舞，

倍感振奋。

广东省作协传承改革开放先辈“杀出一条血路”的

大无畏气魄，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奋斗姿态和闻鸡

起舞、日夜兼程的精神状态，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

高目标上谋划推进文学工作。先后实施广东文学攀登

高峰战略、广东文学“异军突起”战略；制订实施《广东

省“十三五”文学发展规划》《广东文学创作振兴三年行

动计划（2020—2022年）》《广东省“十四五”文学发展

规划》；召开全省长篇小说创作推进会、全省长篇报告

文学创作推进会、全省儿童文学创作座谈会、广东省青

年作家创作会议、粤港澳大湾区儿童文学高峰论坛等，

全面规划布局各门类的重点题材创作；先后确定广东

重大现实与历史题材、广东重大现实题材和红色题材、

改革开放重大现实题材、广东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精品

项目、广东省青年作家创作资金扶持选题等100多个。

精品创作取得显著成效，曾平标的报告文学《中国

桥——港珠澳大桥圆梦之路》获中宣部第十五届精神

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特别奖，冯娜的诗集《无数灯火

选中的夜》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

胡永红的小说《上学谣》、吴岩的科幻文学《中国轨道

号》获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

自2019年9月起，广东省作协启动“改革开放再

出发”深扎创作活动，与杨黎光、陈继明、熊育群、吴君、

王哲珠、丁燕6位作家签约，深扎创作周期为3年。根

据创作选题需要，杨黎光蹲点深圳天健集团，陈继明挂

职汕头市委宣传部，熊育群挂职江门市委宣传部，吴君

挂职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办事处，王哲珠挂职揭阳

产业转移工业园磐东街道办事处阳美村，丁燕蹲点汕

尾市海丰县，创作完成了《寻》《金墟》《同乐街》《玉色》

《我们的母亲——彭湃之母周凤小传》等长篇小说或纪

实文学作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再出发”深扎创作

活动开展期间，恰逢习近平总书记到汕头市考察。

2020年10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侨批文物馆，

了解潮汕侨胞心系家国故土、支持祖国和家乡建设的

历史。他强调，“侨批”记载了老一辈海外侨胞艰难的创

业史和浓厚的家国情怀，也是中华民族讲信誉、守承诺

的重要体现。要保护好这些“侨批”文物，加强研究，教

育引导人们不忘近代我国经历的屈辱史和老一辈侨胞

艰难的创业史，并推动全社会加强诚信建设。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侨乡新时代保护、活化“侨批”指

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也为广东省作协组织“侨批”题

材创作明确了思路、增添了内涵。作家陈继明深扎汕

头，足迹遍及几个区，还在韩江边上的一个村庄驻扎3

个多月，与农民同吃同住，深入体验生活，创作完成长

篇小说《平安批》，并在《人民文学》2021年第1期发

表。小说反映了“侨批”在特殊时期所承载的守道怀仁、

守义重情、守财归根、情系桑梓的“中国心”，于2021年

10月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花城出版社出版并获评

“2021中国好书”“2021年度人民文学奖”。

目前，广东省作协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和

多次重要讲话中提及的与广东相关的重要人物、重大

事件、重点风物为核心，紧紧围绕广东特色创作资源，

策划组织“三重”主题文学创作扶持项目。同时将广东

精神文明建设成效与文学攀高峰精品创作相结合，将

文明广东创建生动实践与文学作品形象记录相结合，

组织“大美南粤·文明广东”主题文学创作。

扎根人民，书写广东小康建设“创业史”

2018年10月23日，第六个国家扶贫日过去仅6

天，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东清远市英德连江口镇连樟

村，深情地对村民们说：“乡亲们一天不脱贫，我就一天

放不下心来。”连樟村的广场上如今伫立着一块大石，

上面镌刻着习近平总书记这句千钧嘱托。近年来，广东

省作协动员组织会员作家沿着习近平总书记在广东扶

贫的足迹，先后分期分批前往清远、连州等贫困地区，

进村入户、访贫问苦，加大文学服务社会的力度和深

度，在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文学工作

的独特作用。

广东是建成小康社会的排头兵，广东人民从摆脱

贫困到总体小康再到全面小康、从全面建设小康社

会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是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精彩缩影。2019年11

月，广东省作协启动《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

事》创作项目，召集省内优秀作家和媒体人组成集体

创作团队，深入一线采写。广东省作协党组书记张培

忠担任总撰稿，第一卷《百端待举》由喻季欣、黎衡、姚

中才负责，第二卷《风生水起》由王十月、何龙、刘鉴负

责，第三卷《攻坚克难》由陈启文、盛慧、李焱鑫负责，第

四卷《逐梦飞扬》由曾平标、王威廉、陈枫负责，创作历

时一年多，其间数易其稿。2020年11月，四卷本报告

文学《奋斗与辉煌——广东小康叙事》由花城出版社出

版发行，该作品紧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

以老百姓生活变化为立足点，通过100万字的篇幅、

600多个生动故事、1000多个人物，全景式史志式纪

录小康工程，是首部全面讲述广东小康建设辉煌成就

的大型纪实文学作品，也是广东现实题材创作的小康

“创业史”。作品特色鲜明，创作贯穿三条红线：将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思想贯穿始

终，将广东改革开放的生动实践贯穿始终，将党的正确

领导贯穿始终。

2020年7月15日，广东省作协召开新时代乡村题

材创作会议。会议聚焦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

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围绕国家和广东重大战略部

署、重要时间节点和重大活动策划文学创作，与庆祝中

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结合起来，形成“策划一批、创

作一批、储备一批”的梯次推进格局，务求在文学界掀

起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热潮，大力推动乡村题材创作

取得丰收。

2021年4月26日，广东省作协在中国作协社联部

指导下，在中山市设立“美好生活基层行”中山“小康样

本”创作基地，并邀请全国作家开展多次开展创作活动。

2021年下半年至2022年，广东省作协聚焦“粤菜

师傅”“广东技工”“南粤家政”三项工程，主动策划重点

主题文学创作，通过记录普通劳动者如何利用一技之长

改变个人命运、家庭命运甚至家族命运的真实经历，讲

好广东故事、中国故事，塑造时代新人形象，弘扬劳动创

造幸福的积极理念。108位作家积极响应，创作完成文

学作品120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中央媒体择优

刊发了部分作品。广东省作协联合《羊城晚报》开辟创作

成果展示专版专栏，自2022年7月份起连续三个月每

周择优刊发优秀作品，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

目前，广东省作协正规划在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广州永庆坊、潮州、粤西、

粤北分别设立“新时代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实践点”和

“到人民中去”职业道德教育和文学服务示范基地，组

织“国之大者·科技报国”“国之大者·大湾区建设”“国

之大者·山乡巨变”主题实践采访活动。

（下转第3版）

广东：奏响改革开放前沿的“步步高”
□邱海军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非凡十年

本报讯 9月 15日，由文化和旅游部、

北京市人民政府、天津市人民政府、河北省人

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河

北雄安新区闭幕。文化和旅游部党组书记、部

长胡和平致辞并宣布艺术节闭幕。河北省委

书记倪岳峰出席闭幕式。河北省委副书记、省

长王正谱代表京津冀三地致辞。

胡和平表示，本届艺术节以“艺术的盛

会 人民的节日”为宗旨，以“观百部大戏、赏

千件展品、汇万众活力”为目标，集中反映了

近年来全国文化和旅游系统、广大文艺工作

者精心筹备、潜心创作的丰硕成果。艺术节主

体、联动活动交相辉映，线上、线下活动相得

益彰，凸显京津冀特色，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

文艺事业蓬勃发展的新气象新风貌。广大文

艺工作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更加自觉地立足新时

代中国文艺历史方位，坚守人民立场，坚持守

正创新，推出更多讴歌党、讴歌祖国、讴歌人

民、讴歌英雄的精品力作，努力攀登文艺高

峰，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闭幕式上，第十七届文华奖揭晓。经过评

审，舞剧《五星出东方》、评剧《革命家庭》、话

剧《塞罕长歌》、舞剧《骑兵》、锡剧《烛光在

前》、越剧《枫叶如花》、莆仙戏《踏伞行》、民族

歌剧《沂蒙山》、彩调剧《新刘三姐》、川剧《江

姐》、川剧《草鞋县令》、话剧《桂梅老师》、话剧

《主角》、音乐剧《花儿与号手》和舞蹈诗剧《只

此青绿》——舞绘《千里江山图》等15部作品

荣获第十七届文华大奖。李莉、陈涌泉、盛和

煜获评文华编剧奖；王筱頔、毛尔南、李伯男

获评文华导演奖；仁青顿珠、毋攀、宁珑、刘

薇、李博、杨俊、吴正丹、茅善玉、倪茂才获评

文华表演奖。第十九届群星奖获奖名单公布，

5个艺术门类的25个作品和5个群众合唱团

获奖。当晚还上演了闭幕式晚会《新时代的荣

光》，舞蹈、歌剧、舞剧、戏曲、朗诵等精彩节目

同台荟萃，展示了本届文华大奖、群星奖获奖

作品和文华表演奖获得者的风采。

本届艺术节汇聚全国78家文艺院团、

112个基层文艺团体近两万名

文艺工作者，荟萃81台舞台艺

术精品、145个群众文艺作品、

32个合唱团和1007件美术、

书法篆刻、摄影作品。近20万

人次走进剧场、美术馆、博物

馆、展览馆，超3亿人次共聚云

端，品味艺术节、云赏艺术节、

乐享艺术节。

闭幕式上还举行了中国

艺术节节旗交接仪式。第十四

届中国艺术节将于2025年举

行，由文化和旅游部、四川省

人民政府、重庆市人民政府共

同主办。 （路斐斐）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场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闭幕式晚会现场 陈陈 晨晨 摄摄

本报讯（记者 王觅） 作家万宁多年来致力

于小说创作。作为其首部长篇小说，《城堡之外》

曾入选2019年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湖南

现实题材长篇创作工程，今年初由湖南文艺出版

社推出。该作品由两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的

相识相恋展开，随着时空开阖和故事推进，各种人

物轮番站在历史舞台的聚光灯下，两个家族的起

伏纠葛在近百年的时代风云里娓娓道来。

9月 15日，由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

室、湖南省作协、株洲市委宣传部、湖南文艺出版

社联合主办的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作品研讨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湖南省作

协党组书记胡革平，株洲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江

小忠，湖南文艺出版社社长陈新文，以及白烨、胡

平、彭学明、程绍武、何弘、李朝全、贺绍俊、张燕

玲、张莉、刘琼、饶翔、徐晨亮、卓今、张战、赵宁、岳

雯、陈涛、李蔚超、宋嵩、贺秋菊等与会研讨。研讨

会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主持。

李敬泽在讲话中说，万宁长期植根湖湘大地，

多年来以低调姿态书写自己的所见所感，以系列

作品聚焦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用艺术的方式思

考探索社会和时代的心事与心情，是一位如静水

深流而又沉着有力的优秀作家。中国乡村的巨大

变化需要一代代作家不断寻塑和建构出新的认知

方向和想象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堡之外》

挖掘和展现了丰沛的乡土经验，对火热现实生活

作出了新的想象和书写，对广大作家在新时代巨

变中探索如何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和方法具有重

要开拓意义。

胡革平表示，万宁拥有深厚的编辑学养和文

字能力，《城堡之外》中有大量对乡村文化和乡村

振兴的关切与思考，巧妙地将几代人的家国情怀

融入日常事件中，显示了作者的创作功底。江小

忠认为，作品编织了一幅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生命

与动脉生生不息的画卷，通过人物写出了辉煌的

发展历史，是株洲从新中国新建重点工业城市到

加速崛起的制造名城的一次文学梳理。在陈新文

看来，作品讲述了百年历史大潮中血脉亲情反复

遭遇断裂和重建的故事，将地缘美学密码放在长

时段历史中加以呈现，生动展现了湖湘地区几代

人的命运沉浮与精神品格。

与会者认为，《城堡之外》以血脉亲情作为故

事原点，将时代巨变放置在小人物的日常细节中

再现，记录了几代人跨越百年的信仰追寻，呈现出

乡土情怀和家国情怀在当代的悠远回响，延续着

中华民族世代相传的精神谱系。作品同时也承载

着丰富的传统民俗、民间传说、价值信仰和处世哲

学，其构思精巧和暗藏的深厚寓意需要读者在阅

读中不断“破解”。

万宁在谈及创作感受时坦言，这部作品是立

足中国现实、根植中国土地来写作的，大时代、大

历史融入其中。小说中的人物在一百年来的奋斗

史里展开他们波澜壮阔的人生。这部历时四年创

作出的小说，接近她心目中新时代文学的要义。

本报讯 9月8日，中华诗词学会与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临潭县“全国性社会组织助力国家

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结对共建启动仪式在冶力

关镇池沟村举行。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中华

诗词学会会长周文彰，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甘南州委书记俞成辉，中国作协社会联络部主任

李晓东，甘肃省文联副主席王正茂，甘南州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马瑜，临潭县委书记杨永红等出席

仪式。临潭县委常委、副县长崔沁峰主持仪式。

邓凯表示，在临潭开展定点帮扶工作，是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的宝贵机遇。中国作协高度重视并

认真做好帮扶工作，用心用情用力开展帮扶。临潭

是青藏高原东部的文化大县，是全国拔河之乡、中

国文学之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文旅产业

是临潭乡村振兴、县域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优势

产业。作为中国作协主管的全国性文学社团，中华

诗词学会近年来创新探索“文化＋党建＋乡村振

兴”结对帮扶模式，此次共建旨在以诗词彰显临潭

之美，助力临潭深入挖掘文化资源，扩大对外影响

力，进一步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周文彰说，临潭县在中央有关部门，特别是中

国作协多年来的支持下，带领全县各族人民脱贫

致富。中华诗词学会将一如既往支持临潭发展，持

续利用自身优势资源，深度宣传和推介临潭，在振

兴诗词、振兴文化、振兴经济、振兴临潭各项事业

中发挥积极作用，实现党建引领聚合力，共建活动

出实效，为提升临潭文化软实力作出更大贡献。

临潭县委书记杨永红谈到，自1998年以来，

中国作协秉承高度政治担当，创造性提出“文化润

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帮扶理念。希望中国作

协、中华诗词学会继续扶持临潭县文化事业发展。

临潭也将把中国作协、中华诗词学会的帮扶转化

为工作的信心和动力，全力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

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各项工作。

仪式上，中华诗词学会与冶力关镇池沟村签

订党支部结对共建协议，并向临潭县捐赠了《百年

诗颂》《中华诗词》等图书刊物。仪式结束后，周文

彰作专题讲座，并与基层单位干部群众进行交流。

（欣 闻）

专家研讨万宁长篇小说《城堡之外》

中华诗词学会与临潭县结对共建

新华社北京9月18日电（记者 罗鑫） 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纪念馆18日举行“铭记历史 勿忘九一八”主题活动，旨

在回望历史、追思先烈，警示人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珍

爱和平。

活动在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中拉开序幕，全场高唱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为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英勇牺牲

的烈士默哀。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馆长罗存康在致辞中说，91年

前的今天，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

刻，中国无数爱国人士挺身而出，抛头颅、洒热血，不畏强暴、

浴血奋战，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

现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志愿者等进

行了抗战主题朗诵，演唱了抗战歌曲。参与朗诵活动的中国

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工作人员李洋说：“我们今天以各种方

式回望这段历史，就是为了提醒人们勿忘国耻、以史为鉴，激

励人们为了更加美好的生活不懈努力、接续奋斗。”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
“铭记历史 勿忘九一八”主题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