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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17日晚在北京主持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
会并发表题为《团结抗疫 共克时艰》的主旨讲话。习近平强调，面对
疫情，中非相互声援、并肩战斗，中非更加团结，友好互信更加巩固。
中方珍视中非传统友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方加强中非团
结合作的决心绝不会动摇。中方将继续全力支持非洲抗疫行动。双
方应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尽最大努力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坚定不移携手抗击疫情，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合作，坚定不移
践行多边主义，坚定不移推进中非友好，共同打造中非卫生健康共
同体和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会议发表《中非团结抗疫特别
峰会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发出中非团结合作的时代强音。

（据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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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战脱贫攻坚 抒写赣鄱华章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创作进行时创作进行时

文学界在行动

本报讯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

收官之年，也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战决胜之年。江西省

作协注重结合自身优势，围绕脱贫攻坚这一主题，开展了多项

内容丰富、各具特色的主题创作和宣传活动，为助力脱贫攻坚

作出积极贡献。

江西省作协联合江西日报社、《星火》杂志社举办了“我们

的扶贫故事”主题征文活动。此次活动鼓励广大作者用文学的

样式描绘红土地上脱贫攻坚的生动画卷，讲述扶贫一线的动

人故事，努力推出更多有细节、有温度、有情怀的报告文学、散

文、诗歌作品。征文从今年3月起至12月30日止，优秀作品将

在《江西日报》井冈山副刊和《星火》杂志上刊发。

日前，江西省作协与江西省文联共同举办了“决战决胜脱

贫攻坚，倾情抒写赣鄱华章”2020年江西谷雨诗会诗歌创作

座谈会。江西省文联党组书记郑翔、主席叶青，江西省科技厅

原厅长李国强，江西省社科院文研所原所长吴海，江西省作协

主席李小军，江西省作协副主席、秘书长曾清生，江西省作协

副主席范晓波、李洪华、陈怀琦以及诗人、作家代表30余人与

会座谈。与会者围绕纪念“谷雨诗会”的倡导推动者邵式平同

志诞辰120周年及“决战决胜脱贫攻坚诗歌何为”等主题作了

发言。大家认为，在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伟大实践中，诗人要关注重大题材的创作，以健康明朗的笔

调抒写脱贫攻坚战役中的动人场景，讴歌美丽乡村建设中的

感人精神；要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注重在生活现象中提

炼具有诗意表达的典型，力求真实地反映时代生活的本质，及

时地介入新时代的现实生活，在扶贫工作中加强与人民的密

切联系，努力呈现贫困地区的现实，再现脱贫群众的期待，真

正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叶青在讲话中希望江西作家、

诗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伐，与火热的生活相对

接，在创作中反映时代最鲜明的主题。会上还颁发了2019江

西年度诗人奖，诗人吴素贞获得该奖项，叶小青、周簌获得

2019江西年度诗人提名奖。

此外，江西省作协还开展了“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主题创作采风活动。活动组织江西作家深入赣州、新余、九

江、景德镇、上饶、宜春、萍乡、吉安、抚州等地的脱贫攻坚一

线，了解当地的脱贫攻坚政策举措、重要活动、重大事件和扶

贫干部先进事迹，运用文学的形式讲述脱贫攻坚江西故事，展

示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伟大历程、精彩纷呈的特色经验和令

人瞩目的辉煌成就。

据介绍，江西省作协已确定温燕霞、卜谷、凌翼、朝颜、刘

景明、邹冬萍、刘建华、范剑鸣、汪伟跃等一批重点作家作品选

题，并对其创作进度进行重点跟踪，后期还将根据不同情况对

其进行一定程度的帮扶支持。 （赣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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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中宣部办公厅日前印发《关于公

布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的通知》，

公布 2020 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125

种，其中图书选题110种、音像电子出版物选

题15种。

根据中宣部办公厅今年2月印发的《关于

做好2020年主题出版工作的通知》精神和要

求，各地区各部门各出版单位精心组织上报主

题出版选题2233种，其中图书选题1911种、音

像电子出版物选题322种。经评审，最终确定

125种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

通知要求，各相关省（区、市）党委宣传部和

出版单位主管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对主题出

版重点出版物选题跟踪指导、提供保障，督促出

版单位按时高质完成出版工作。承担重点出版

物出版任务的相关出版单位要把好出版导向

关，严格遵守重大选题备案等出版规定，始终坚

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确保

重点出版物内容导向正确。切实抓好重点出版

物的组稿、编辑、校对、印制、发行等各个环节，

确保出版质量。正式出版时，可在出版物封面

或外包装上标注“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

物”字样。

相关出版单位要把好时间进度，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方面选题可于2021年上

半年完成，其他方面选题应于2020年完成。

中宣部适时对重点出版物选题完成情况进行督

促检查、科学评估，对推进不力的选题进行动

态调整。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对此次入选

的重点出版物给予专项支持，出版单位应按照

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要求做好申报

工作。

据了解，中宣部将组织新闻媒体集中宣传

报道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各地区各部

门要组织好本地区本部门重点出版物的宣传推

介工作，充分发挥重点出版物的引领示范作用，

在全社会形成唱响主旋律、传递正能量、提振精

气神的浓厚文化氛围。

各地区要组织出版集团、发行集团做好2020年主题

出版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工作。各地书城、书店可悬挂

“2020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展示展销活动”横幅，设立

专门区域集中展示展销重点出版物，对读者购书给予优

惠，并在重要时间节点延长营业时间，组织形式多样的推

广活动，着重宣传相应题材内容的重点出版物。网络书

店也可根据自身特点，开展展示展销活动。（欣 闻）

作家们与泰和县乌鸡养殖户交流 作家们在永新县葡萄种植项目基地与农户交流

写中国乡村一时一地的脱贫攻坚，并不

比表现乡村常态主题那么简单。

因为万千贫困地区的特征大同小异，就

两字：穷与苦；扶贫开发的表现难分伯仲，就

两字：干与变；脱贫摘帽的效果大体一致，就

两字：丰与足；华丽转身的样貌更具共性，就

两字：富与美。

如此等等，偏居“苦甲天下”定西一隅的

元古堆概莫能外。

“同题忌同貌”。如何让《高高的元古堆》

摆脱千篇一律的窠臼，我坚信一条：元古堆决

不是中国大江南北的王家庄张家屯李家坪赵

家集杨家寨，元古堆就是元古堆。没错！就是

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田家河乡的行政村元古

堆，它拥有13个自然村，却分明是寒冬腊月

里流淌在岁月最低处的13滴辛酸泪，封冻成

了一句振聋发聩的民谚：“元古堆苦甲定西”。

在我看来，冷静观察一个村庄的变化，无

非三个视点：崛起、凝滞或消亡。元古堆无疑

属于前者。从2013年开始，元古堆仅仅用了

6年时间，从一个“穷”名远扬的“倒霉堆”蝶

变为“绚丽甘肃·十大美丽乡村”和中国脱贫

攻坚示范村，我愿景中的《高高的元古堆》首

先要为这样的蝶变提供理由、根据、求证和呈

现。一位老人叮嘱我：“秦岭先生，您写咱元古

堆的脱贫攻坚，一定要把咱过去的穷写透了，

苦写足了，不要光写好日子，好日子咱攥在手

里，跑不了的，可是，如果不把穷和苦留在书

里，将来谁晓得元古堆咋变过来的？”一句话，

醍醐灌顶。老人是文盲，可老人的生活哲学里

有辩证、有逻辑，也有警示和唤醒的意味。

我说：“元古堆的穷和苦，就得靠您这样

的历史老人给我讲了。”

“我上没有父母，下没有后代，我……苦

哇！”老人仰面苍天，欲哭无泪。

因何如此？当年我创作长篇报告文学《在

水一方》《走出“心震”带》时，曾涉足大江南北

的不少乡村，可当我和元古堆人的目光对撞

在一起，顿时火星四溅。作家如果没有一颗敏

感而悲悯的心，所有奇绝的异数就容易沦为

合并同类项后的平淡、平常和平庸。

如果说2013年是元古堆辞旧迎新的分

水岭，那么，2018年就是元古堆立足当下走

向远方的制高点。分水岭不可能凭空而来，制

高点不可能从天而降。在《高高的元古堆》里，

我并没有把“底层叙事”中的惨烈、废墟与伤

口安排在分水岭的那头，也没有把脱贫攻坚

之后的欣慰、安详与温馨安排在分水岭的这

头。我满足了那位老人的心愿，直接把二者安

放在分水岭的高端执手相望，只为不被忘却

的纪念。同样，我笔下元古堆的制高点，不是

为了固守、窃喜和沉醉，而是面向远方。

我非常清醒，写“变”容易写“穷”难，因为

所有的不堪早已成为人们记忆深处日渐泛黄

的底片。为了让底片重新“曝光”在脱贫攻坚

的大背景之下，我以元古堆为轴心，考察了周

边渭源、临洮、天水等10多个市、县、乡的历

史变迁、人口演变和风土人情。这一切，不仅

与脱贫攻坚有着千丝万缕的历史渊源，而且

有盘根错节的现实联系，它们既是元古堆破

茧成蝶的人文环境，也是元古堆脱胎换骨的

社会经纬。元古堆的前世今生由此揭开了神

秘面纱，高高地“堆”在了我的眼前。

这样的寻找、反思与判断，必然要付出更

多的精力和代价，但我知道，在岁月的长河

中，脱贫攻坚似乎是一时一事，但真的不是一

时一事。

这也是我探求叙事语境的过程。黄土高

坡不是江南水乡，元古堆也不是十八洞，元古

堆人的很多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

民俗风情是区别于普遍性的，我必

须自觉跳出大而无当的“公共叙事

语境”，适度凸显原汁原味的民间意

味。在叙事上，我当然照顾了面上的

整体呈现，但我更在乎聚焦涉及民

生的一点或一线，那里更富含元古

堆人日子里的味道。比如我写路肯

定不止于路，我写水也不止于水，我

写茅坑变厕所，力求兼顾人生况味。

我在乎民间文化视角，它最能

让叙事区别于万千。《白鹿原》之所以不是别

的，《静静的顿河》之所以不是其他，民间文化

功不可没。记得当初中国作协的一位资深学

者把采访名单发给我时，我差点选择了陌生

的南方某地。学者对我说：“写透一个村庄，何

不选择你熟悉的呢？”这样的建议既是先见之

明，也是从文要义。因为我是甘肃籍，而天津

不过是我人生的一个驿站。一方水土在历史

中的变迁，大凡“服水土”者，最知杂陈五味。

诚如我对元古堆这三个字的理解：元，有

肇始之意；古，有旷远之释；堆，有夯筑之势。

尽管它不过是元古堆人对“圆咕堆”这个凡俗

村名的简化，但在元古堆蝶变之后，我有必要

从它的背后寻找象征、寓言和警示，因为我的

责任不只是为了单纯的记录和描摹，我在经

营与元古堆有关的文学。

尽管我难以原谅视界的局限和短板，但

我仍然希望笔下的人和事少一些公共意味的

概念和标签。我应约从《高高的元古堆》中抽

出《从“犟驴”、“老黄牛”到“领头羊”》等两个

章节分别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发表后，有

不少陌生的企业家辗转与我取得联系，愿意

参与元古堆的帮扶开发，有位企业家已经与

村主任郭连兵接上了头，他告诉我：“我们需

要唤醒的文字。”

“您能保证《高高的元古堆》和同类题材

区别开来吗？”一位农业专家问我。

我说：“我认准了一点，元古堆就是元古

堆。”

元 古 堆 就 是 元 古 堆
——长篇报告文学《高高的元古堆》创作谈 □秦 岭

新华社北京6月17日电（记者 史竞男） 国家

版权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

办公室近日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剑网

2020”专项行动，将于今年6月至10月开展。

据介绍，本次专项行动针对网络版权保护面临

的新情况新问题，聚焦5个重点领域：一是开展视听

作品版权专项整治，深入开展院线电影网络版权专

项保护，严打短视频领域存在的侵权盗版行为及通

过流媒体软硬件传播侵权盗版作品行为；二是开展

电商平台版权专项整治，加强对大型电商平台的版

权监管工作，严打网店销售盗版图书、音像制品、电

子出版物、数据库及盗版网络链接和存储盗版作品

的网盘账号密码等行为，严厉整治网店设计、经营中

使用盗版图片、音乐、视频等行为；三是开展社交平

台版权专项整治，加大新闻作品版权保护力度，规范

图片市场版权传播秩序，关闭一批恶意侵权社交平

台账号；四是开展在线教育版权专项整治，加大“学

习强国”学习平台版权保护力度，大力整治在线教育

培训中存在的侵权盗版乱象，切断盗版网课的灰色

产业链条；五是巩固重点领域版权治理成果，严打网

络游戏私服、外挂等侵权盗版行为，推动完善网络音

乐版权授权体系，强化对大型知识分享平台的版权

监管力度，巩固网络文学、动漫、网盘、应用市场、网

络广告联盟等领域取得的成果。

国家版权局有关负责人表示，本次专项行动将

突出查办案件，加大对网络侵权盗版案件的处罚力

度，对人民群众意见强烈、社会危害大的侵权盗版分

子一律依法从严查处。

这是全国持续开展的第16次打击网络侵权盗

版专项行动。自2005年起，国家版权局等部门针对

网络侵权盗版热点难点问题，先后开展了网络视频、

音乐、文学、新闻及网络云存储空间、应用程序商店

等领域的版权专项整治，相继查处了一批侵权盗版

大案要案，有效打击和震慑了网络侵权盗版行为。

“剑网2020”专项行动启动

本报讯 6月13日，第三届“山花写作训练营”

在贵阳开班。贵州省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黄昌祥，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高宏出席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

贵州省作协副主席、《山花》主编李寂荡主持。来自贵

州各地的20多名新老学员参加培训。

黄昌祥在讲话中说，“山花写作训练营”是贵州

省作协“山花绽放”工程的一个重要项目。希望学员

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抒写好人民的美

好生活，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中创作出更多具有贵

州元素的优秀文学作品，自觉做有时代担当的作家。

李寂荡介绍了“山花写作训练营”举办以来学员们在

全国文学期刊发表作品的情况。

第三届“山花写作训练营”邀请了胡性能、何平、

徐晨亮、育邦、易清华等作家、评论家和文学期刊负

责人为学员们授课。他们讲解了各自对文学的独到

见解，并和学员们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交流。本次培

训还对改稿环节进行了更为科学的设计，使讲座与

讲稿相结合，既注重学员视野的开拓，又注重写作技

术的具体指导。

据介绍，《山花》历来注重对本土青年作家的扶

持与培养。“山花写作训练营”这种培训形式激发和

提高了贵州作者的创作激情和能力，参加培训的学

员至今已有70余篇小说、170多首诗歌在全国文学

期刊发表，部分优秀作品被文学选刊转载。（黔 文）

第三届“山花写作训练营”在贵阳举办

希望之光会将我们照亮
上海国际诗歌节抗疫诗歌选

（见今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