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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学的方式进入抗疫现场 □王 凤 （见今日2版）

（见今日3版）

致敬疫情防控一线的妇女同胞，她们是
这个春天里最美的人

本报讯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湖北、

武汉一时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中心，疫情牵

动着所有华夏儿女的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中华儿女团

结一心、同舟共济，汇聚起抗击疫情的磅礴

力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人间大爱，汇聚

江城。一个个动人的画面，一幅幅感人的照

片，一句句催泪的话语，让湖北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激动难抑。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中，湖北省作协和湖北文学界积极行动，广

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纷纷拿起手中的笔，为

武汉加油，为抗击疫情鼓与呼，为最美逆行

者放歌，用文学的形式温暖人心、凝聚力量。

湖北作家主动作为

湖北武汉发生新冠肺炎疫情以后，湖北

省作协向全省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发出全力

支持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一封信，呼

吁湖北各级作协组织发挥好作用，主动作

为、积极作为，谨慎防控、共克时艰，齐心协

力共筑抗击疫情新长城。信中希望湖北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始终坚守文艺初心，充分发挥

文学记录时代、书写时代、讴歌时代的重要

作用，及时记录广大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

的英勇壮举，生动反映抗击疫情战斗中涌现

出来的感人事迹和伟大精神，用优秀的文学

作品，凝聚国魂民心、奏响民族强音。

倡议发出后，得到湖北各级作协组织的

积极响应。全省作家主动请缨、踊跃参与，纷

纷采用各种方式展开主题文艺创作。宜昌作

家刘小平（羊角岩）还写来“请战书”，主动要

求前往火神山医院采访创作。他表示：“在这

样重要的历史时刻，医生、记者们都在往前

冲，作家们怎么能在前线缺席呢？”

前线跃动作家身影

湖北省作协积极协调服务一些作家深

入武汉市48家新冠肺炎患者定点收治医院

采访创作。在采访过程中，当了解到医院

防护物资匮乏的困难后，湖北省作协主席

李修文筹措了400套医用防护服和8000个

医用口罩，分别捐献给汉口医院和江岸疾

控中心。

2月11日，湖北省作协向全省17个市

州作协和96家县级作协发出通知，开展“众

志成城抗疫情 湖北作家在行动”主题文学

创作活动，动员湖北作家用生动的诗篇、热

情的文字为这个特殊春节发出文学的正能

量。3月初又组织谢克强、刘益善等106名作

家，分为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长篇报告文

学、网络文学5个采访创作组，深入抗疫一

线进行创作。

与此同时，奋战在各条抗疫战线的湖北

作家也都自发行动起来，及时记录感动瞬间，

讴歌英雄事迹，宣传疫情知识，唱响众志成城

为武汉加油的高亢歌声，吹响齐心协力共抗

疫情的文艺号角，将所思所想所感转化为文

学作品，筑起了防疫抗疫的文艺战斗堡垒。

在公安战线上，侯国龙一直在抗疫一

线，并采访了大量一线干警，创作了非虚构

作品《守城录》。陈超创作了反映抗疫的中

篇小说《武汉恋人》，王旭东创作了《隔离日

记》，均发表在2020年第3期《啄木鸟》上。

段吉雄也在抗疫一线积极进行采访和创作。

在医护战线上，匡芳一直在沌阳医院抗

疫一线，并写下《大疫情下的小医生》。刘桂

英创作了《一个家三个人一条线》。李雁一直

坚守在医院岗位。周芳在教学工作之外，积

极参加社区抗疫。

一批作家积极投身抗疫一线，创作了大

批优秀文学作品。邓运华坚持在隔离点一线

值守，并创作了《我在隔离点工作实录》。肖

静采访了蔡甸残疾理发师义务为援汉医疗

队员理发的故事，创作了《剪一个春天来》。

程红梅一直奋战在抗疫一线。严辉文创作了

下沉社区的纪实作品《下沉的春天》。喻建设

在洪山区书城路社区担任疫情防控组组长。

蔡咏梅采访多位一线医护人员，创作了《好，

我马上到》等多篇反映医务人员的作品。罗

爱玉积极采访一线抗疫故事。郑能新在社区

抗疫一线创作了《我的“疫期”生活》等作品。

何存中创作了关于抗疫的长篇纪实作品。

在组织开展战疫主题文学创作的同时，

按照中央和湖北省委、省政府的统一部署，

根据湖北省委省直机关工委的具体安排，湖

北省作协组成党员进社区工作队和工作组

2支，对口支援武汉市两个社区。全体党员

到居住地社区（村）报到，就地就近支持参与

社区（村）的防控工作。全体党员义无反顾地

站在疫情防控一线，以实际行动抗击疫情，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贡献力量。

文学作品鼓舞人心

抗疫期间，湖北广大作家积极开展文学

创作，一批优秀作品在网络等平台广泛传

播。作家董宏猷《答关心武汉和我的朋友》的

诗朗诵在抖音上广为转发：“我很好，我在武

汉/在汉口在武昌/在青山在汉阳/在全球关

注的风口浪尖/健康地活着/……武汉人民，

每一个人都成为前线的战士/我，真防护/坚

强地活着/也请你相信我/相信和我们/为了

自己，为了家人，也为了中国和世界/会戴上

口罩/会认武汉/相信不信邪的武汉人/一定

会战胜凶猛的病毒/迎来一个清洁健康的春

天”。这样滚烫的诗句，一首首、一篇篇，通过

网络迅速传遍大江南北。

据不完全统计，湖北作家创作了诗歌、

散文、报告文学等抗疫题材作品过万篇

（部），其中有100多篇在《人民日报》《光明

日报》《文艺报》《湖北日报》和学习强国、今

日头条、“长江云”湖北广电融媒平台等媒体

登载播出。其中，刘醒龙的《问世间情为何

物》、郭海燕的《车站村抗疫记之红色志愿

者》、尔容的《绿叶对根的情意》、范小雅的

《春之声》等作品在《文艺报》发表；李鲁平的

散文《值此之际》1月29日在《长江日报》刊

发，并于2月4日被学习强国平台选用；张好

好的散文《愿人间总是好时光》1月31日在

人民网文化频道发表，《中国作家》文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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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万众一心抗击疫情新诗篇
湖北文学界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

湖北省作协党员志愿者为居民分发蔬菜 湖北省作协党员志愿者下沉社区为居民楼道消杀

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

央军委主席习近平6日在京出席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并

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

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

实现。这是一场硬仗，越到最后越要紧绷这根弦，不能停顿、不

能大意、不能放松。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

定信心、顽强奋斗，以更大决心、更强力度推进脱贫攻坚，坚决

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决夺取脱贫攻坚战全面胜利，坚决

完成这项对中华民族、对人类都具有重大意义的伟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座谈会。

座谈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在各省区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以及中西部22个省区市所辖市（地、州、盟）、县

（市、区、旗）设分会场。各省区市提供书面发言。云南怒江州委

书记纳云德、新疆和田地委书记杨发森、河南兰考县委书记蔡

松涛、广西大化县委书记杨龙文、贵州赫章县委书记刘建平通

过视频会议系统先后作了发言。

在听取大家发言后，习近平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强调，这

次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座谈会是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方面

最大规模的会议。会议的主要任务是，分析当前形势，动员全

党全国全社会力量，凝心聚力打赢脱贫攻坚战，确保如期完成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确保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

全党全国全社会共同努力下，我国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

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接近完成，贫困人口从 2012 年年底的

9899万人减到2019年年底的551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0.2%

降至0.6%，区域性整体贫困基本得到解决。贫困群众收入水

平大幅度提高，自主脱贫能力稳步提高，贫困群众“两不愁”质

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基本

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

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义务教

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明

显加快，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贫困治理能力明显提升，基

层组织得到加强，基层干部本领明显提高。今年脱贫攻坚任务

完成后，我国将提前10年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的减贫目标，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帮助这么多人脱贫，这对中国和世界都具有重大意义。

习近平强调，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

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这些成绩的取得，凝聚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和心血，是广

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广大脱

贫攻坚战线的同志们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脱贫攻坚战不是轻轻松松一冲锋就能打赢

的，必须高度重视面临的困难挑战。剩余脱贫攻坚任务艰巨，

新冠肺炎疫情带来新的挑战，巩固脱贫成果难度很大，部分贫

困群众发展的内生动力不足，脱贫攻坚工作需要加强。今年是

脱贫攻坚战最后一年，收官之年又遭遇疫情影响，各项工作任

务更重、要求更高。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决策部

署落实好，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

习近平强调，要继续聚焦“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落

实脱贫攻坚方案，瞄准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狠抓政策落实，攻

坚克难完成任务。对52个未摘帽贫困县和1113个贫困村实

施挂牌督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要较真碰硬“督”，各省

区市要凝心聚力“战”，啃下最后的硬骨头。要巩固“两不愁三

保障”成果，防止反弹。对没有劳动能力的特殊贫困人口要强

化社会保障兜底，实现应保尽保。

习近平指出，要落实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努力克服疫情影响。疫情严重的地区，在重点搞好疫情防控的

同时，可以创新工作方式，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没有疫情或疫情较轻的地区，要集中精力加快推进脱

贫攻坚。要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在企业复工复产、重大项目开工、物流体系建设等方面优先组织和使

用贫困劳动力，鼓励企业更多招用贫困地区特别是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人员，通过东西部扶贫协作“点对点”帮助

贫困劳动力尽快有序返岗。要分类施策，对没有疫情的地区要加大务工人员送接工作力度。要切实解决扶贫农

畜牧产品滞销问题，组织好产销对接，开展消费扶贫行动，利用互联网拓宽销售渠道，多渠道解决农产品卖难问

题。要支持扶贫产业恢复生产，做好农资供应等春耕备耕工作，用好产业帮扶资金和扶贫小额信贷政策，促进扶

贫产业持续发展。要加快扶贫项目开工复工，易地搬迁配套设施建设、住房和饮水安全扫尾工程任务上半年都

要完成。要做好对因疫致贫返贫人口的帮扶，及时落实好兜底保障等帮扶措施，确保他们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习近平强调，要多措并举巩固成果，加大就业扶贫力度，加强劳务输出地和输入地精准对接，稳岗拓岗，支

持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提升带贫能力，利用公益岗位提供更多就近就地就业机会。要加大产业扶

贫力度，注重长期培育和支持种养业发展，继续坚持扶贫小额信贷，加大易地扶贫搬迁后续扶持力度，确保稳得

住、有就业、逐步能致富。

习近平指出，要保持脱贫攻坚政策稳定，对退出的贫困县、贫困村、贫困人口，要保持现有帮扶政策总体稳

定，扶上马送一程。过渡期内，要严格落实摘帽不摘责任、摘帽不摘政策、摘帽不摘帮扶、摘帽不摘监管的要求，

主要政策措施不能急刹车，驻村工作队不能撤。要加快建立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制，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

致贫户以及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加强监测，提前采取针对性的帮扶措施。

习近平强调，要严格考核开展普查，严把退出关，坚决杜绝数字脱贫、虚假脱贫。要开展督查巡查，加强常态

化督促指导，继续开展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对各地脱贫攻坚成效进行全面检验，确保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

习近平指出，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要接续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推动减贫战略和工作体系平稳转型，统筹纳入乡村振兴战略，建立长短结合、标本兼治的体制机制。总的要有利

于激发欠发达地区和农村低收入人口发展的内生动力，有利于实施精准帮扶，促进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习近平强调，脱贫攻坚越到最后越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党组）一定要履职尽责、不辱使命。中央

财政要继续增加专项扶贫资金规模，各级财政也要保证脱贫攻坚的资金需求。要加大财政涉农资金整合力度，加

强扶贫资金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对已经实现稳定脱贫的地方，各地可以统筹安排专项扶贫资金，支持

非贫困县、非贫困村的贫困人口脱贫。要深化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帮助中西部地区降低疫情对

脱贫攻坚的影响。要立足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化区域合作，推进东部产业向西部梯度转移，实现产业互补、

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共同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加强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减轻基层负担，做好工作、生活、安全

等各方面保障，让基层扶贫干部心无旁骛投入到疫情防控和脱贫攻坚工作中去。要加强脱贫攻坚干部培训，确保

新选派的驻村干部和新上任的乡村干部全部轮训一遍，增强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能力。

汪洋在主持会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脱贫攻坚取得的成绩，深刻分析了脱贫攻

坚面临的形势，对加强党对脱贫攻坚的领导、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和针对性，进一步坚定了全党全社会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信心决心。各地区各部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认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重要性艰巨性紧迫性，对标对表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

求，全面排查梳理今年工作任务，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和结果导向，倒排工期、强力

推进，层层压实责任，级级传导压力，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确保如期高质量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向党和

人民交出合格答卷。

部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出席座谈会。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有关负责同志参

加座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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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到来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向奋战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广大妇女

同胞表示诚挚的慰问，向全国各族各界妇女同胞致以节日的问候！

习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广大女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日夜奋

战，坚守在疫情防控第一线，展现了救死扶伤、医者仁心的崇高精神。广大党

员干部、公安民警、疾控工作人员、社区工作人员、新闻工作者、志愿者等中的

妇女同胞们忠诚履职、顽强拼搏，做了大量艰苦工作，用实际行动为疫情防控

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希望大家坚定必胜信念，保持昂扬斗志，做好科学防

护，持续健康投入战胜疫情斗争。

习近平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疫情防控第一线和各条战线的

妇女同胞，大力宣传防疫抗疫一线的巾帼典型，激励和支持亿万妇女为打赢疫

情防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本报讯 中国作协心系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斗争，积极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自愿捐

款，各报刊社网组织开展抗击疫情主题文学

创作，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响应党中央对广大党员的号召，2月26

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钱小芊部署机关党委

组织党员干部职工自愿向疫情防控斗争第

一线的医务人员、基层干部群众、公安民警

和社区工作者等捐款活动。机关党委当日下

发了《中国作协关于组织党员自愿捐款支持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中国作协

广大党员干部职工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捐

款，奉献爱心。截至3月4日，中国作协机关

党委共收到19个基层党组织457名党员干

部职工和离退休党员捐款265362元。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中国作协各报刊

社网积极组织开展抗击疫情的主题文学创

作。《文艺报》开设“众志成城 抗击疫情”专栏

刊发大量作品和评论；《人民文学》陆续推出

“一线手记”等抗疫题材作品，微信公众号设

“抗疫期间读精品”专栏；《诗刊》开设“武汉诗

人抗疫诗”专栏，编辑《同舟共济抗疫诗歌

选》；《民族文学》开辟“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专

栏，积极译介抗疫诗作；《中国作家》开展“人

民战‘疫’”主题征文，推出“万众一心，抗击疫

情”特辑；《小说选刊》发表抗疫题材优秀微小

说，把刊物捐赠到武汉11家方舱医院；作家

出版社将所属网站在线阅读和在线写作部分

免费开放给用户，策划出版《“抗疫”之歌》等

系列主题图书；中国作家网及时发表文学界

战疫动态和相关原创作品。另据了解，中国作

协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帮助下，已组织报告文

学作家深入武汉抗击疫情第一线进行采写。

中国作协党员干部职工踊跃捐款传递爱心
各报刊社网积极组织开展主题文学创作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