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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作协聚焦脱贫攻坚打造精品力作

本报讯 今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

之年，也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山西作协认真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脱贫攻坚题材，

打造反映山西脱贫攻坚伟大实践的精品力作，坚持与时代同

步伐、以人民为中心、以精品奉献人民、以明德引领风尚。

山西作协组织精兵强将，积极参与中国作协、山西省委

宣传部等单位组织的重点创作项目。其中，作家哲夫参与中

国作协和国务院扶贫办联合开展的“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

创作工程”，创作了题为《爱的礼物》的报告文学。作家鲁顺

民、杨遥、陈克海参与山西省委宣传部组织的重点文艺工程，

创作了报告文学三部曲《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

《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掷地有声——山西58

县脱贫摘帽故事》。

随着扶贫工作的推进，许多作家也作为挂职干部深入到

扶贫攻坚第一线。如杨遥挂职山西隰县阳头升乡副乡长，陈

克海担任隰县驻村第一书记，杨凤喜任山西和顺县义兴镇高

窑村驻村工作队长，李燕蓉在山西晋中市榆次区东阳镇挂职

副镇长，苏风屏任山西平陆县坡底乡党委副书记及驻乡工作

队长等。他们结合自身工作经历以及对扶贫工作的深入思

考，在扶贫工作之余笔耕不辍，通过创作揭示脱贫攻坚工作

中的难点与痛点，为脱贫工作者画像，为时代立传。目前正在

创作的选题包括杨遥的中篇小说《北京刮大风》、杨凤喜的中

篇小说《老村》、李燕蓉的长篇小说《望乡》、苏风屏的长篇报

告文学《民情日志》等。

近年来，山西作协多次组织以脱贫攻坚为主题的采风活

动，组织作家深入扶贫点隰县竹干村体验生活，参加村支部

党日活动。在作家们深入生活的过程中，涌现出一批反映扶

贫感人事迹、描写人物命运、书写时代巨变的优秀选题。其

中，报告文学有郭万新的《点亮中国灯》、张欣的《爱在苍茫大

地——忻州市脱贫攻坚纪实》、徐志廉的《灵魂高地》等，长篇

小说有陈年的《吉祥经》、侯建臣的《土豆开门》、荆建平的《又

是红杏满枝头》、刘山人的《我们还是农民吗？》、董晓琼的《生

活像条河》、郭建强的《月亮湾》等，中篇小说有马举的《山村

纪事》、张旭东的《扶郎花开待君来》等，此外还有王改瑛的散

文集《脱贫攻坚作品集》等。

与此同时，山西作协还通过重点作品扶持、专项扶持等

工作举措，鼓励山西作家创作体裁多样、内容丰富的扶贫题

材作品。其中包括郭天印的报告文学《第二次战役——沁源

县脱贫攻坚纪实》、蒋殊的长篇小说《蜀葵花开》、陈克海的中

篇小说《遇素琴》、周俊芳的报告文学《悬崖之上是我家》、赵

伟平的报告文学《漳河之水天脊来》、庞善强的长篇小说《永

远的紫丁香》、申文标的报告文学《根脉》等。

通过多措并举，一批生动讲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的优

秀作品已与读者见面，引发社会广泛关注。鲁顺民、杨遥、陈

克海的报告文学《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掷地有

声——山西第一书记故事》均由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并获

得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扶持。2019年3月，“中国作协深扎

作品报告文学《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研讨会”在

京举行。2020年4月23日，《掷地有声——山西第一书记故

事》出版推介座谈会在山西太原举行。此外，鲁顺民、陈克海

的报告文学《赵家洼：一个村庄的消失与重生》在《中国作家》

2019年第5期发表；杨遥的长篇小说《大地》在《中国作家》

2020年第5期发表，中篇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在《人民文

学》发表，短篇小说《墓园》在《长江文艺》发表，短篇小说《从

前是一片海》在《山西文学》发表；山西作协签约作家朱七七

创作的剧目《三把锁》搬上了舞台，观众反响热烈。2019年，

山西作协被评为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

进集体，鲁顺民等获得先进个人称号。 （晋 闻）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5

月6日召开会议，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研

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中央决定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指

导组，督促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防控工作各项决策部署，

全面加强疫情防控第一线工作指导。在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

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中央指导组同湖北人民和武汉人民

并肩作战，突出抓好源头防控、患者救治、物资保障三项重点，

下最大气力控制疫情流行，努力守住全国疫情防控第一道防

线，展现了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为打赢疫情防控的

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习近平强调，当前，境外疫情扩散蔓延势头并没有得到有

效遏制，国内个别地区出现聚集性疫情，新冠肺炎疫情还有很

大不确定性。湖北省疫情防控已由应急性超常规防控向常态

化防控转变，但并不意味着防控措施可以松一松、歇一歇。党

中央决定继续派出联络组，加强对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

后续工作指导支持。要继续指导做好治愈患者康复和心理疏

导工作，督促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举措，外防输入、内防反弹，

要毫不懈怠抓好各项工作，巩固疫情防控成果，决不能前功尽

弃。要协调推动湖北省和武汉市在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

的同时，推动支持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一揽子政策落实到位，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正常秩序。

会议要求，及时总结和运用好湖北省和武汉市疫情防控

实践中行之有效的做法，围绕暴露出的问题补短板、堵漏

洞、强弱项，理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疾病预防控制体系，

提升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完善公共卫生应急法律法规，健全

重大疫情、公共卫生应急管理和救治体系。要坚持预防为

主，创新爱国卫生运动的方式方法，推进城乡环境整治，完

善公共卫生设施，大力开展健康知识普及，提倡文明健康、

绿色环保的生活方式。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
听取疫情防控工作中央指导组工作汇报 研究完善常态化疫情防控体制机制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本报讯 5月6日，由中国版权协会主办的“远

集坊”第二十八期讲坛在京举办。中国作协副主席

高洪波以“早期阅读：校准人生的坐标”为题发表演

讲。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阎晓宏致欢迎词。多家新

媒体平台对活动进行了同步直播。

高洪波多年来致力于儿童文学创作，他把早期

阅读定义为6至15岁阶段的阅读，并长期关注儿童

早期阅读问题。在演讲中，高洪波回顾了自己50多

年的阅读和写作生涯，以亲身经历阐述了早期阅读

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并分享了经验与心得。他说，

阅读改变人生、知识决定命运。提倡早期阅读，从孩

子抓起，这是民族振兴特别重要的条件。中国是人

口大国，但人均图书阅读量不容乐观。解决问题的

关键之一就是重视早期阅读，因为这是人生中具有

特殊重要性的十年。早期阅读会使少年儿童在内心

深处感受到快乐，产生对书的渴望。一个人有了早

期阅读的经历，才会为一生的精神和智力成长打好

基础。有了对书的渴望和阅读的基础，才有兴趣、有

能力在青年以后的时期进行主动阅读，从而拥有快

乐的阅读人生。

阎晓宏说，我们的生命中充满了美好与向往，我

们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和阳光，本期活动的主题对少

年儿童塑造美好心灵与高尚品质、更好地茁壮成长

具有重要意义。陈晖、王志庚、史妍、林丹、徐智明、

赖名芳等与会专家学者和业界人士在互动环节发

言，围绕早期阅读应该怎么读、如何选书、如何指导

孩子阅读等话题各抒己见。大家表示，在新时代，教

育是国家创新发展的关键一环，少年儿童的教育关

系到民族和国家发展的根本。帮助儿童做好早期阅

读，是每位家长和整个社会的重要责任。（欣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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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贵州作协组织作家聚焦脱贫攻坚工作大局，开

展创作，近期推出报告文学集《第一书记——贵州决胜脱贫攻

坚先进群像》，为贵州人民决胜脱贫攻坚加油鼓劲。

据悉，本次报告文学集创作工作启动于2019年7月。贵

州作协组织了10位贵州优秀中青年作家，分别深入贵州省各

市、州脱贫攻坚第一线，从获得贵州省委表彰的优秀村第一书

记中选取10名作为重点描写对象，开展文学创作。2019年

12月，贵州作协收集相关作品，编撰大型报告文学集《第一书

记——贵州决胜脱贫攻坚先进群像》，并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正

式出版。日前，贵州作协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完成了该作

品集全部3000册的印制工作，并将送至全省各村，供村干部、

驻村干部和党员群众阅读，激发贵州干部群众决胜脱贫攻坚

的信心和斗志。同时，贵州人民出版社将该书内容制作为“越

贵越多彩”系列音频，第一批产品现已上架。 （黔 闻）

贵州推出报告文学集
刻画脱贫攻坚先进群像

据新华社电 经过演示汇报、评议和投票等环节，首次以

网络会议形式召开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5月5日揭

晓了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当选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项目分别是：陕西

南郑疥疙洞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陕

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河南淮阳平粮台城址、山西绛县西吴

壁遗址、甘肃敦煌旱峡玉矿遗址、湖北随州枣树林春秋曾国贵

族墓地、新疆奇台石城子遗址、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

和广东“南海I号”南宋沉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

据介绍，公众可以通过“云端漫步”，“走进”本次评审现场，

细听考古专家对每一项新发现的评介，了解重大考古项目的最

新资讯，见证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产生全过程，感

受考古工作的乐趣和独特魅力。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宋新潮认

为，评选活动形式的改变与创新，既体现了考古人员积极利用

互联网技术、扩大考古工作社会影响的不懈努力，又最大限度

地实现了这项评选活动面向全社会开放共享的初衷与追求。

“十三五”期间，国家文物局已经设立了“考古中国”重大

研究项目，并批复了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

长江下游区域文明模式研究等项目。宋新潮说：“今后，国家文

物局将继续指导、协调各考古单位加强学术科研，以考古实证

中国5000多年文明发展历程，科学揭示中华文明历史文化价

值和核心特质，坚定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 （施雨岑）

20182018年年55月月，，作家在隰县采访电商作家在隰县采访电商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作家在吕梁采访果农作家在吕梁采访果农

本报讯（记者 王觅） 4月 28日，中国文

字著作权协会举办了“阅读类教辅版权授权网

络直播讲座”，发布了文著协“2019年度阅读类

教辅授权十大作者榜单”和“2019年度阅读类

教辅授权十大使用者榜单”。作品入选阅读类教

辅图书授权费用最高的“2019年度阅读类教辅

授权十大作者”为陈伯吹、金近、贾兰坡、孙幼

军、严文井、高士其、管桦、李四光、汪曾祺、金

波。策划阅读类教辅品种最多的“2019年度阅

读类教辅授权十大使用者”为北教小雨、翰墨怡

香、华樾、学而思、书香文雅、天淘、超码、开心教

育、勤为径、博文斯创等文化公司。

阅读类教辅图书在我国图书出版市场中占

据重要地位。作为负责全国报刊转载和教科书

法定许可稿酬转付的法定机构，文著协在积极

履行法定职能的同时，集中管理会员作品的汇

编权、信息网络传播权、复制权等版权授权事

宜。近五年来，文著协在阅读类教辅版权许可发

放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越来越多的作者享受

到作品入选教辅的汇编权带来的收益。

讲座中，文著协副总干事梁飞介绍了我国

教辅类图书的出版情况、教辅类图书策划出版

需要注意的版权法律问题和文著协的授权工

作。据悉，2019年，在阅读类教辅领域，文著协

共向108家出版机构、文化公司发放许可288

份，涉及图书473种，为文字作品著作权人收取

著作权使用费941万元，进一步规范了我国教

辅图书的出版市场，保障了广大会员的合法权益，促进了我国教育

事业的健康发展。在今年“世界知识产权宣传周”期间，文著协对

2019年相关数据进行了梳理，从作品入选教辅的授权费用、授权

篇目等维度进行统计，总结出上述两份榜单。其中，上榜的十大作

者 2019年度的著作权使用费总额超过 400万元，十大使用者

2019年度支付的著作权使用费总额超过550万元。

主办方表示，希望以此次排行榜发布为契机，在版权传播领域

树立遵章守法的标杆，激发作者的创作热情，提升社会各界对版权

集体管理工作的关注，以便文著协今后更好地为著作权人和使用

人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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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云上”揭晓

本报讯 4月 30日，由海南省民族宗教事务委员

会、海南日报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海南省作家协会、海南

省文学院、海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协办的海南省民族文

化“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正式启动。此次活动以

海南“民族团结一家亲”为主题，旨在展示海南少数民族

地区及少数民族群众在推进民族团结进步、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工作中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以及海南各民

族在建设美好新海南中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和新时代民

族精神。

海南省民族文化“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活动通过

面向全国征集“一部长篇小说、一个剧本、一篇报告文

学、一首诗歌、一篇散文、一张相片、一首歌曲”等优秀的

海南少数民族文化作品，多体裁、多渠道、多角度、多形

式展示海南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成就、风情文化、传奇故

事等，以艺术创作的形式传承和弘扬海南少数民族优秀

文化，长期打造海南民族文化工程，擦亮海南民族文化

品牌，塑造海南民族文化名片，为民族团结架起文化沟

通的桥梁。同时，此次活动将扩大征集面，通过多种渠

道开设征集，同时通过系列线下定向邀约、文化艺术人

物挖掘等形式提升民族文化艺术影响力，构建各民族手

足相亲、守望相助的精神家园。

据介绍，此次活动征集时间截止到2020年 10月

10日，评选时间计划为10月下旬。活动将按照7个类

别分别设置奖项及奖金，主办方将在“在海南自贸港背

景下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与发展漫谈会”上为获奖作者或

单位代表颁奖。 （刘 操 黄冬青）

据新华社电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在我国缔结、

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知识产权条约《视听表演北京条

约》4月28日正式生效。

该条约于2012年6月26日在北京缔结，是一项旨

在保护表演者权利的国际版权条约。根据条约生效条款，

其将在30个成员国批准、加入3个月后生效。今年1月

28日，印度尼西亚成为该条约关键的第30名成员，这一

备受瞩目的国际版权条约得以在4月28日正式生效。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高度肯定该条约，称其为国际知

识产权保护的重要里程碑。条约的缔结、生效，将全面提

升国际社会对表演者权利保护的水平，充分保障视听表

演者的权利，进一步激发其创造热情，丰富精神文化产

品，推动视听产业健康发展，保护传统文化和民间文艺，

促进文化多样性发展。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作为条约缔结地，中国

政府在推动该条约缔结和生效方面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工

作。2012年6月，由中国政府承办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保护音像表演外交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政府积极协调、

推动该条约顺利缔结。2014年4月24日，十二届全国人

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批准了《视听表演北京条约》。多年

来，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密切合作，通过多种方式和

渠道宣传、推广条约的重要意义，就国际层面加大表演者

权利保护，促进电影、音乐等文化产业发展达成更多共

识，越来越多的国家相继批准、加入了该条约。

该负责人强调，条约生效是惠及全球表演者的新起

点，将进一步完善国际知识产权体系。国家版权局将继续

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积极推动更多的国家批准、加

入该条约，也将以条约生效为契机，不断完善版权保护体

系，推动包括视听表演在内的版权产业高质量发展。

（史竞男）

《视听表演北京条约》生效

海南省民族文化
“七个一”作品征集评选启动

文学界在行动文学界在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