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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界在行动

本报讯 近年来，延边作协积极引导广大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聚焦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以文学

的形式展示延边州精准扶贫、攻坚克难奔小康的壮

阔画卷，助力脱贫攻坚深化发展。

深入一线采访，讲好延边故事。2017年11月，

延边州党委宣传部与延边作协联合组织开展“延边

作家走乡村（扶贫纪实）”活动，40多位作家分赴延

边各县市乡村开展走访采风活动，记录全州脱贫攻

坚关键时期的决胜行动。与以往的采风活动相比，

这次采访活动具有定点深入生活更精准、创作目的

更明确、采访更具针对性的特点，各县市宣传部门

给予大力支持，一大批扶贫攻坚先进典型进入作家

视野。作家们真正按照“下得去，蹲得住，有收益”的

原则，实地走访脱贫攻坚最前线，搜集了大量鲜活

的素材。作家们以多种文学形式，把来自现实的鲜

活素材转化为文学作品，全方位、多角度、立体化反

映全州脱贫攻坚取得的可喜成果和宝贵经验。同

时，还建立一批文学创作基地，完善延边州作家人

才资源库，讲好延边故事，繁荣延边文学创作。

实施文学创作重点作品前端扶持项目，打造脱

贫攻坚等重大题材精品。自2017年全州民族文化

工作会议召开后，延边作协争取资金，激发广大多

民族作家的创作积极性，扶持《东海之路》《深深地

呼吸着》《一个老兵的故事》《团圆》等25部作品。

这些作品中，有的反映决战脱贫攻坚、创造美好生

活的生动实践，有的聚焦延边生态建设和红色文

化，有的围绕“迎接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迎

接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成立70周年”展开书写。

定点派驻重点作家深入基层创作。延边作协

积极协调各相关部门，为有创作潜力的作家提供深

入脱贫攻坚第一线体验生活和创作的机会。2018

年9月，派驻朝鲜族诗人朴长吉到龙井市德新乡石

门村体验生活兼现场创作。朴长吉自愿编入驻村

工作队，与扶贫队员们同劳动、同吃住，利用休息时

间坚持创作，完成反映扶贫攻坚实践的诗集《草》，

部分作品被翻译成韩国语、日语、英语等发表。

2019年，朴长吉被评为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主题实践先进个人。 （延 讯）

延边作协积极助力脱贫攻坚

本报讯 6月 24日，上海市作协联合上

海人民出版社、上海黄浦区委宣传部在思南

文学之家共同举办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9

周年暨“红色起点”创作出版工作推进会。

据介绍，“红色起点”工程缘于2016年，

基本设想是创作一部系统描述中国共产党在

上海诞生，党中央在上海走过12年历程的长

篇纪实文学作品《起点》，同时创作多部反映

不同分主题的中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这是上

海文学界、出版界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具体行动，是上海作家向

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集体献礼，是上

海深入发掘红色文化资源的全新尝试。目前，

长篇纪实文学作品《起点》尚在筹划创作之

中，而此次最先集中亮相的是“红色起点”的6

部中长篇纪实作品，包括程小莹的《白纸红

字》、吴海勇的《起来——〈风云儿女〉电影摄

制与〈义勇军进行曲〉创作历程纪实》、杨绣丽

的《巾帼的黎明——中共首所平民女校始

末》、王萌萌的《铿锵序曲——中国劳动组合

书记部》、吴越的《上海早晨——记中共创办

的第一所大学（1922—1927）》和陈晨的《新

渔阳里六号——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起

点》。这些作品由一批有创作热情和能力的中

青年作家创作，通过多种多样的创作手法，鲜

活地还原历史和描绘人物，讲好红色故事。

“6部记述中共早期奋斗历史的纪实文学

作品第一次以整体面貌呈现，这是上海文学

界为迎接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奉献的具

有特色的礼物，并将为持续推进红色题材文

学创作提供有益的启示和经验。”上海作协党

组书记王伟说，6部作品原定的体量为每部6

万至8万字，收集资料、实体探访的过程激发

了作家们的创作激情，最终完成的6部作品合

计约90万字，可谓上海前所未有的红色题材

文学书写成果。

主办方表示，该项目将利用各种新兴媒

介开拓传播渠道，扩大红色故事的影响力。比

如与阿基米德合作上线有声电子书“重温红

色历史，书写时代华章”专辑；与上海静安区

文旅局合作，邀请丛书作者及其他嘉宾开展

“作家眼中的红色起点周周谈”直播活动等。

据介绍，“红色起点”项目的创作还在持

续。未来，上海人民出版社还将推出一批主题

鲜明、注重原创、亮点突出的力作。“红色起

点”作为上海红色主题文学创作的重要品牌，

也将继续推出《中共中央在上海》《伟大纪念

日》等新的纪实文学作品。

（沪 讯）

上海持续推进“红色起点”创作出版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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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
主任习近平6月30日下午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并
发表重要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李克强、
王沪宁出席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年）》
《关于深化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农村宅基地制
度改革试点方案》《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深化新时代教
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关于深化国有文艺院团改革的实施意见》。会议还听取
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进展情况汇报。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6月30日在北京举行第二次全体
会议、第三次全体会议和闭幕会。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
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49号主席令予以公布；表决通过
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增加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附件三所列全
国性法律的决定。栗战书委员长出席会议。 （据新华社北京6月30日电）

李迪采访十八洞村村民李迪采访十八洞村村民 李迪采访十八洞村村主任隆吉龙李迪采访十八洞村村主任隆吉龙

6月 29日上午9时38分，一位始终扎根生

活、服务人民的作家走了，一位常穿红上衣、像一

团火一样给读者带来温暖的勤奋劳动者走了。他

带着对新时代生活的无限热爱，带着对大地和人

民的深情，离我们而去。他的名字叫李迪。这位当

代报告文学重要的代表性作家，是文学界践行以

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积极反映新时代新生活新

风貌的榜样。他以自己的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热

情讴歌新时代的文学实践，谱写出人生与文学创

作的最美乐章，为大地上的写作者们留下了无尽

的思考与启示。

李迪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全国

公安文联原特聘签约作家，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拥

抱生活、播撒温暖的热情劳动者。他以自己饱蘸

情感、饱含热望的笔墨，作为耕耘在幅员辽阔的

中国土地上的犁，把一生奉献给热爱的文学事

业。李迪同志病重住院期间，中国作协主席铁凝，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钱小芊安排作协有关

部门同志询问他的病情和治疗情况。李迪同志逝

世后，铁凝和钱小芊委托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

前往他的家中，代表中国作协表示沉痛哀悼，并

向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贴近再贴近，扎根再扎根

李迪1950年1月生于北京，在25位参与中

国作协“脱贫攻坚题材报告文学创作工程”的作

家中，是年纪较大的一位。他于2019年11月10

日到20日前往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花

垣县双龙镇的十八洞村蹲点采访创作。北京与

十八洞村相隔将近1700公里，他以古稀之龄从

北京坐6个小时的高铁抵达湖南长沙，又乘坐5

个多小时汽车，辗转抵达海拔大约为 700 到

1000米的十八洞村。这里属于高寒山区，寒冷

而潮湿的深秋季节，对于一位70岁的作家而言，

不断翻山越岭无异于挑战身体极限。然而李迪

保持了他一贯与采访对象心贴心的风范，为了方

便挨家挨户走访，婉拒了让他住在县城或镇上的

建议，坚持住在村口一家没有卫生间的吊脚楼客

栈中。十八洞村一共有梨子寨、竹子寨、飞虫寨

和当戎寨4个村寨，每个自然寨之间的距离将近

5公里。李迪的采访对象分布在各个不同的村

寨，往返每一个寨子都要翻山越岭。十余天的时

间里，他整日冒着毛毛细雨爬上爬下，走石板路，

上台阶、下陡坡，不辞辛苦地行走在深秋湿冷的

十八洞村的大地上，逮着谁就坐下来听对方说村

里的人和事。他热情、朴实、真诚而接地气的采

访方式，给当地百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随

时随地找人拉家常、聊天的“李老师”，这个只要

对方有时间就会不顾远近、风雨无阻地赶过去跟

人聊天的“李老师”，在十八洞村4个寨子里人尽

皆知。人们都说：“村里来了个李老师。”为什么

“李老师”这么有名气？因为他不仅仅是在采访，

他是在帮村民卖菜吆喝、陪着村民种地聊天，他

和每一个采访对象成为好友，认真启发和倾听这

些并不健谈的村民讲故事……李迪，他不仅仅是

深入生活，他是扎根在人民中间，与每个故事的

主人公生活在一起。这正如他所说，“真正的深

入生活是双向的，不是给人家添麻烦，是掏心窝

子的互相帮助。”

李迪在十八洞村的采访实践，不过是他经年

奔波于全国各地，长期深入农村、厂矿、连队、油

田、学校、警营、社区，贴近群众进行创作的一个

缩影。贴近再贴近，扎根再扎根，是李迪始终坚持

的创作理念。2009年，李迪随“中国作家走进监

管场所采风”活动来到丹东看守所，并在随后的

两年间，10次来到丹东看守所深入干警和在押

人员的生活中去，创作完成《丹东看守所的故

事》，作品被誉为“灵魂手术的生动报告”。2010

年，李迪作为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第一批

入选作家，在中国作协创联部和公安部监管局的

组织安排下，多次深入辽宁丹东，江苏无锡、扬

州、徐州，浙江湖州、绍兴、宁波等地公安一线，扎

根警营生活。2012年，李迪参加公安部组织的

“清网行动”文学创作采风活动；三次走进塔克拉

玛干大沙漠的004号水井房，深入采访守护沙漠

公路的农民工邓师傅夫妇。2014至 2016年间，

李迪持续走访江浙地区公安基层民警，创作了

100篇《警察王快乐》系列故事以及《听李迪讲中

国警察故事》等长篇报告文学，从警察生活第一

现场精心采撷人世的温暖与情义。2018年9月，

李迪跟随中国石油“加油站的故事”采访组奔走

于西藏、云南等边疆九省（区）进行采访，记录下

了一位位忙碌在机器与车辆之间的加油员工兢

兢业业、锐意进取的工作状态。

李迪1968年从北师大附中毕业后即赴云南

生产建设兵团，1970年入伍，1970年发表小说处

女作《后代》，在云南文坛崭露头角。改革开放后

调入人民文学出版社任编辑。1984年，其侦探

推理小说代表作《傍晚敲门的女人》在《啄木鸟》

杂志发表，同年加入中国作协，获首届公安部金

盾文学奖，至今共出版30余部中长篇小说、报告

文学等。其中，《听李迪讲中国警察故事》《十八

洞村的十八个故事》被列为中宣部主题出版重点

出版物，多部作品拍摄成电影、电视剧，并荣获中

国作家出版集团奖、解放军报长征文艺奖、中国

新闻报告文学金奖、“三个一百”原创图书出版工

程奖等。近年来，李迪以旺盛的创作精力笔耕不

辍，每年均有作品发表于各大重要报刊和杂志。

这些作品是他与奋斗在基层不同岗位的普通人

掏心窝子相互帮助的结果，也是李迪创作理念的

最好体现。

热情歌颂人民、赞美劳动、书写时代

“我不能不书写他们。”“我想知道你背后的

故事。我想走近你。走近你之后，我才真正懂得

你。”这是作家李迪常说的几句话。无论是丹东看

守所、塔克拉玛干沙漠、公安基层、边地加油站，

还是湘西十八洞村的苗寨，都留下了李迪的身

影，李迪也成为了大家永远难忘的朋友。凡是接

触过他的人，都会被这位爱穿红衣服的老作家的

热诚与爱心所深深感染。他对朋友、对同事、对采

访对象，甚至对他接触的每一个小动物，都充满

着关爱与善意。正是因为李迪毫无保留地善待着

每一个生命、每一个写作对象，以柔软的内心对

待他们，以真诚的态度聆听他们，才能够对采访

对象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在多年的基层寻访过

程中，李迪看到了太多人世间的悲苦与丰盈，也

正是因为他对生命的敬畏与尊重，才能始终以乐

观和豁达的人生态度面对苦难，他的文字才能够

拥有照亮别人的精神能量。他不为名利、声望而

写作，只为了世界上能够有更多的人走进每一个

平凡人的生活中去，接近他们，认识他们，赞美他

们，为时代写心画像。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2020年是决战决胜脱贫攻坚的收官之年，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

“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在“七一”建党日到来之际，中国作协和各地作协组织开展

了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初心，牢记使命，增强广大文学工作者的党性意识。

各地积极发掘特色文学资源，推进主题创作与出版，推出更多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

命精神、讴歌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为党的生日献礼。

日前，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发布的公告中，有13部作品入选“庆祝中国

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专项，包含7部长篇小说、5部报告文学和1部网络文学作

品。作家们将以丰富的文学创作回顾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征途，重温共产党人的初心

与使命。近期，中国作协机关及其所属的各部门各单位通过听党课、参观展览等多种

形式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其中，中国现代文学馆党支部、鲁迅文学院党总支、中国作

协创研部党支部和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党支部共同开展了“不忘初心，弘扬优良

家风”主题党日活动。此次活动采用“现场+线上”双会场形式，四个支部全体党员

和部分群众代表参加。活动邀请汪曾祺之子汪朗、臧克家之女郑苏伊作主题报告，

他们围绕树立正确人生观和价值观、营造和睦家庭氛围、保持艰苦朴素作风等方面

分享了父母言传身教的重要性。四个支部的党员代表作了交流发言。大家表示，通

过活动更加深入理解了家教和家风建设的重要性，要充分传承中华民族优秀家风

文化，进一步强化党员的责任和意识。活动最后，全体党员重温了入党誓词，在党旗下

庄严宣誓。

6月28日，长三角文学发展联盟向上海、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一市广大作家发

出倡议，希望作家们用文学的形式深刻反映中国共产党百年的奋斗实践，深入解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大内涵，努力创作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

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同时，号召各成员单位结合自身实际，开展主题征文、创作

实践、优秀作品展示等形式多样的主题文学活动。6月28日，江苏省作协机关组织开

展“从抗疫大考看制度优势”主题演讲比赛活动。参与比赛的演讲者结合个人体会，讲

述了抗击新冠疫情过程中涌现的感人事迹，讴歌了中国人民团结协作、不怕困难、敢

于牺牲的优秀品质。6月30日，江苏省作协组织机关全体党员集中前往南京渡江胜

利纪念馆开展主题党日活动，重温入党誓词，加强党性教育。另外，江苏省作协和江苏

省总工会还联合组织23位作家开展“江苏产业工人时代风貌”主题创作采风，引导广

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广东省作协组织开展了党组书记讲党课系列活动。6月24日，广东省作协党组

书记张培忠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讲授“价值导向与

文学创作”主题党课。6月29日，张培忠围绕加强机关党的建设主题，讲授“强化政治

机关意识，当好重要方阵”专题党课。党课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学原著、读原文、悟原

理，真学真信、真懂真用，把党课学习与文学工作实践结合起来，融会贯通，取得成效。

在党课中，大家表示，作为党员，要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文学事业的重要性，不断强化身

上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作协机关要进一步承担团结引领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推动文学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的重要职责。

陕西省作协近日召开了“弘扬延安精神，净化政治生态”专题辅导学习班。陕西省

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郑志飚为全体党员干部作了以“弘扬延安精神，净化政治

生态”为主题的专题辅导。陕西作协党组书记钱远刚带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重温入党

誓词，面对党旗庄严宣誓，并讲授了“大力弘扬延安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的专题

党课，号召全体党员干部进一步学习党的知识，坚决把全面从严治党要求落实到党的

建设全过程，为坚定文化自信、讲好陕西故事、弘扬民族精神、奋力谱写陕西新时代追

赶超越新篇章贡献文学力量。此外，钱远刚还带领陕西省作协采访调研团奔赴安康市

紫阳县开展脱贫攻坚主题采访调研活动，在紫阳毛坝镇染沟村开展庆七一暨“新风惠

民，扶贫扶志”党建活动，对染沟村“爱岗敬业”“产业发展”“返乡创业”等10类先进典

型获奖者进行表彰。

山东省作协与济南市舜玉路街道舜绣社区联合举办了“红心永向党”的“七一”主题党日活

动。在活动中，山东省作协向舜绣社区捐赠《坚不可摧》《山东青年文学名家文库》等40套图书，

《闪闪的红星》作者家属向山东省作协捐赠手稿，文化学者把个人收藏的文献捐赠给山东文学馆。

这些活动弘扬了老一代革命者和文学家无私奉献的精神品格，号召党员带头学习和传承红色文

化。自2018年山东省作协与舜绣社区建立双联共建单位以来，双方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尤其在疫

情防控期间，山东省作协党员干部积极奉献爱心支持社区抗疫，贯彻落实了党对疫情防控的重要

指示精神。

湖北省作协举办了重温入党誓词、表彰优秀基层党员和党组织、党组书记讲党课、开办文学

大讲堂等一系列活动。6月30日，湖北省作协与湖北图书馆合作的“荆楚红色文艺轻骑兵·文学

大讲堂”开讲，湖北省作协主席李修文谈“作家如何回应他的时代”。本次讲堂从线下转入线上，在

多个平台进行直播。此外，湖北省作协与湖北图书馆达成战略合作，湖北作家正规出版的文学作

品将入藏全省各级公共图书馆，图书馆每年汇集全省作家年度作品目录，让更多文学爱好者能更

便捷地获取图书信息。

中国石化作协启动了“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主题文艺作品创作活动”。该活动向石

化系统干部职工征集短篇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各类体裁的文学作品，要求作品的主题是

围绕石化系统全国优秀基层党组织、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的典型事迹，组织定向创作，计划创作15

部两万字的文学作品，展示在党的领导下中国石化改革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本活动拟聘请国内

知名作家、学者对作品进行终评，优秀作品将纳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石化员工文学

作品集》出版计划。 （康春华）

深入生活、讴歌新时代的热情劳动者
——记作家李迪 □明 江 教鹤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