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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9月11日下

午在京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就“十四五”时期我

国科技事业发展听取意见。他强调，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

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决方案，都更加需要增强创

新这个第一动力。我国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有信心、有意志、有

能力登上科学高峰。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

任，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王沪宁，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出席座谈会。（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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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今年是决战脱贫攻坚和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收官之年，各地

作协近期积极组织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到乡村进行实地采访，并通过文学

培训、作品研讨等举措，推动新时代乡村

题材创作的繁荣发展。

近日，湖北作协在武汉召开“全省新

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湖北作协主席

李修文、党组书记文坤斗对湖北新时代

乡村题材创作进行动员和部署，希望作

家们多到基层扶贫一线去，走进生活深

处、走进人民心中，把乡村作为最好的课

堂、把群众当成最好的老师。湖北作协接

下来将进一步加大对乡村题材创作的组

织、扶持和宣传力度。晓苏、蔡家园、朱朝

敏、韩永明、涂玉国、郑能新等作家评论

家谈到，新时代的乡村生活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涌现出很多可歌可泣的故

事。作为文学写作者，要用真切动人的故

事书写新时代湖北乡村巨变中蕴含的中

国精神，以独特的文学表达塑造出新时

代的典型人物形象。

贵州作协近期组织召开“全省新时

代乡村题材创作座谈会”。贵州作协主席

欧阳黔森、党组书记黄昌祥，以及肖江

虹、孟学祥等作家代表参加会议。大家谈

到，在今后的乡村题材写作中，要把创作

的笔触集中到歌颂人民群众脱贫攻坚伟

大成果上，集中到反映人民群众幸福安

康新生活上，用优秀作品回应时代期盼。

贵州作协还在惠水县举办了“丰碑·贵州

脱贫攻坚之路”文学研讨会。陈雷鸣、杜

国景、谢廷秋等与会者谈到，近些年来，

贵州乡村题材创作取得了不俗的成绩，

知名作家笔耕不辍，文学新人积极介入

现场，创作了一批优秀作品。希望作家们

继续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出更多真实

反映脱贫攻坚成就的精品力作。

近日，河北作协多次组织相关作家

开展脱贫攻坚主题采访活动。以“打赢脱

贫攻坚战，共赴小康新生活”为主题的采

风团赴邢台市参观了广宗县葫芦乡伏城

村果蔬综合种植大棚及广宗县自行车产

业园区、广宗葡萄风情小镇两个扶贫项

目，与驻村干部和村民代表进行了座谈。

参加“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坚”采访

活动的30余位作家先后参观了由穷山

湾变成金山湾的骆驼湾村、易地拆迁示

范小区龙门小镇、农业生态示范园大道

村等地。活动期间，作家们围绕“新时代

乡村题材创作”“文学如何更好地表现现

实”等话题进行研讨。

四川作协近日成立由四川作协党组书记侯

志明带队、四川作协巡视员罗勇等参加的调研

组，赴达州市通川区、万源市、宣汉县等地调研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情况。另外，由四川作协主

办、《星星诗刊》杂志社承办的四川新时代乡村

题材创作系列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丹棱县举

行。四川作协主席阿来、党组成员张渌波，《星星

诗刊》主编龚学敏等50余人参加。此次系列活

动以创作研讨、讲座培训、文学采风、改稿交流

为主要内容，目的是组织全省优秀青年诗人深

入乡村生活，提高青年诗人对新时代乡村题材

诗歌的认识和创作能力，与时代同行，创作出属

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优秀诗篇。

重庆作协和重庆扶贫办近期联合举办“决

战脱贫攻坚主题创作推进会”。会议传达了全国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精神并提出贯彻要

求，分析了重庆扶贫题材创作的整体情况。会议

强调，作家们要准确把握新时代乡村建设与精

准扶贫政策，从历史与现实的高度，立足宏观与

微观，用文学方式艺术地再现这场具有划时代

意义的脱贫攻坚时代壮举。按照计划，要在年底

出版10余部包括长篇报告文学、长篇小

说、诗歌、散文等多种体裁的脱贫攻坚题材

作品。与此同时，重庆诗词学会、巴南区作

协、石柱县作协、奉节县作协等积极号召作

家、诗人们深入乡村进行采访，围绕美丽乡

村建设开展创作活动。

山东作协近期通过系列举措积极推动

乡村题材创作。8月2日至10日，山东作协

组织第五批签约作家等一行18人赴青海

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开展“情系三江源助力

脱贫攻坚”主题采风活动。8月13日至14

日，山东作家走基层暨新时代乡村题材创

作临清现场推进会在临清市举行。山东作

协党组书记姬德君和副主席陈文东、王方

晨等50人参加会议。大家谈到，要加强思

想引领，凝聚使命担当，坚守人民立场，自

觉深入生活，坚持崇德尚艺，潜心精品创

作。8月26日至28日，山东作协签约作家

乡村振兴采风暨基层创作基地推进会议在

滨州举行。姬德君、王晓娟、李军、陈文东和

签约作家们参加活动。大家表示，只有深入

生活，才能收集到鲜活的创作素材。要努力

创作出更多反映乡村巨大变化和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伟大实践的优秀作品。

福建作协近期组织召开新时代乡村题

材创作会议。福建作协主席陈毅达和福建

作协主席团成员代表、乡村题材领域的作

家、《福建文学》杂志社编辑等参加了会议。

与会者表示，农村在与城镇的融合过程中

产生了众多新态势，为文学书写提供了众

多新元素。福建作家们要进一步增强责任

感与使命感，勇于站在时代前沿，深入挖掘

新时代乡村的新变化、新内涵，创作更多乡

村题材佳作。据介绍，福建作协今后将加大

对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的扶持力度，进一

步加强对相关作品的研讨、推介、宣传，努

力推动福建文学创作繁荣发展。

江西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近期在

南昌召开。江西文联党组书记马玉玲、主席

叶青，江西作协主席李小军等30余人参加

会议。大家谈到，作为新时代的文学工作

者，要更扎实地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不断

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自觉投身火热

的乡村生活，再现当前脱贫攻坚热潮中的

典型镜像，塑造出新时代的乡村新人物。要

从精神价值层面提炼时代要素，从世界的

纷繁复杂性中寻找文化根源，建立新的乡

村叙事秩序，写出新时代乡村的精神内质，

满怀深情讲好江西乡村故事，创作出有新

时代热度和温度的文学作品。

近日，甘肃作协召开“新时代乡村题材

采访团”创作工作推进会。甘肃文联副主席

王正茂，甘肃作协名誉主席马步升、专职副主席

滕飞及采访团成员等20余人参加。大家谈到，在

乡村题材特别是脱贫攻坚题材创作中，作家们

要深度了解脱贫攻坚的大背景，写出有前瞻性、

建设性的文章。脱贫攻坚工作的主体是人，作家

们要关注鲜活的人，写出接地气的作品。在今后

的采访创作中，要继续深入挖掘采访点的人与

事，进行多角度思考，写出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文艺助力脱贫攻坚作品研讨会”近日在宁

夏文联举行，与会作家评论家研讨了反映固原

脱贫攻坚的报告文学作品集《翻越最后一座“高

山”——固原脱贫攻坚纪事》和讲述宁夏生态移

民故事的报告文学《大搬迁》。研讨会由宁夏文

联、固原市委宣传部、中卫市委宣传部主办，宁

夏作协、宁夏评论家协会、《朔方》编辑部承办。

与会者认为，《翻越最后一座“高山”》生动反映

了宁夏西海固脱贫攻坚的巨大成就，《大搬迁》

真实记录了生态移民中的一幅幅生动画卷。据

悉，此次研讨会是宁夏文联、宁夏作协“文艺助

力系列活动”之一，今后将持续关注、研讨和推

介脱贫攻坚题材佳作。 （欣 闻）

本报讯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

骏马奖日前揭晓，广西有3部作品获奖。其中瑶族

作家红日的《驻村笔记》、壮族作家李约热的《人

间消息》，就是以脱贫攻坚为主题创作的小说。

近年来，广西作协始终把助力脱贫攻坚作

为主题创作的重点，精心选题、组织引导。广西

作协把脱贫攻坚题材作品纳入重点扶持项目，

并跟踪创作过程，加强服务指导。组织作家深入

乡村、深入脱贫攻坚一线短期采风、中期蹲点、

长期挂职，增强“四力”，推出新作。红日、李约热

两位作家分别在河池、崇左两地贫困村担任驻

村“第一书记”，投入脱贫攻坚决战一线长达两

年，将驻村经历及长期的观察社会、体验生活融

入了创作思考，创作出精品佳作。广西作协还建

立了广西新时代乡村题材文学实践基地，不定

期组织作家深入脱贫攻坚一线书写脱贫攻坚的

“广西故事”。《广西文学》也推出脱贫攻坚主题

专号，集中刊登本土作家脱贫攻坚题材作品。

近年来，广西作协组织作家创作了一大批

脱贫攻坚文学作品。朱山坡、红日以“时代楷模”

黄文秀为原型创作的电影《秀美人生》，生动形

象地展示了黄文秀同志在脱贫攻坚第一线倾情

投入、热血奉献，用青春芳华诠释共产党人初心

使命，谱写新时代青春之歌的动人故事。影片今

年8月公映后引起强烈反响。王勇英的报告文学

《黄文秀——青春之花》入选2020年中国作协

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决胜全面小康、决战脱贫攻

坚”主题专项。林超俊创作的《新时代的青春之

歌——黄文秀》在《民族文学》发表，并由广西人

民出版社出版。自由撰稿人朱千华自费深入广

西扶贫一线采访，撰写并出版了扶贫工作报告

文学集《挺进大石山》。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对毛南族实现整族

脱贫作出重要指示表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

个民族都不能少。近年来，多个少数民族先后实

现整族脱贫，这是脱贫攻坚工作取得的重要成

果。希望乡亲们把脱贫作为奔向更加美好新生

活的新起点，再接再厉，继续奋斗，让日子越过

越红火。此后，广西作协立即组织毛南族作家莫

景春、谭志斌创作近3万字的报告文学《沸腾的

毛南山》，在2020年第9期《广西文学》头条发

表。今年，《广西文学》专门出版脱贫攻坚文学作

品增刊，刊登脱贫攻坚报告文学4篇、小说4篇、

诗歌7首、散文10篇，共20万字。（房永明）

广西作协脱贫攻坚创作成果丰硕

文学界在行动文学界在行动

本报讯 9月9日，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第四届代表大会暨四届

一次理事会在京召开。中国作协名誉委员、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名誉

会长玛拉沁夫，中国作协副主席、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第二、三届会

长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副主席白庚胜，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

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第二、三届常务副会长叶梅，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

会第二、三届副会长扎西达娃、包明德，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第三届

副会长李霄明、石一宁、景宜，中国作协社联部副主任李晓东等出席会

议。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第二、三届副会长尹汉胤主持会议。

会上，吉狄马加发表了践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繁荣少数民族文学的主题讲话。邱华栋代表中国作协对大会的召开致

贺词。李晓东宣读了中国作协对召开此次大会的批复文件。叶梅代表第

三届学会作了工作报告。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第四

届会长、常务副会长、副会长、秘书长，扎西达娃为会长，李霄明为常务

副会长，马金莲、石一宁、叶尔克西·胡尔曼别克、陈川、金仁顺、特·官布

扎布、倮伍拉且、景宜、鲁若迪基（按姓氏笔画为序）为副会长，尹汉胤为

秘书长。扎西达娃代表新一届学会理事会作了任职讲话。（民 闻）

本报讯 9月5日，由《青年作家》杂志社、封面新闻、华西都

市报、五粮液集团公司主办的“第五届华语青年作家奖”颁奖典礼

在成都举行。中国作协副主席李敬泽，四川作协主席阿来、党组书

记侯志明、副主席梁平，成都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田蓉等出席。

李敬泽在颁奖典礼上说，未来对我们而言并不遥远，未来就

在此时，我们的人民正勇敢地创造着未来。作家们在此过程中会

更好地认识自己、认识时代，认识正在加速改变着的生活，以及在

其中展现的人性。毫无疑问，青年作家一定是对种种崭新的当下

时代经验最有可能作出敏锐准确表达的群体。该奖项所奖掖的是

这样一种面向时代、投身于伟大时代的创造精神。

“第五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于2020年1月19日启动，面向海

内外华语作家征稿。通过杂志社和出版社推荐、作者自荐以及提

名评委提名等征稿方式，共收到374篇（部）文学作品。评委会由

李敬泽、阿来、施战军、徐坤、梁平、陈晓明、程永新组成。最终，评

委会评出9部获奖作品，涵盖中篇小说、短篇小说和非虚构作品

三大类。其中，中篇小说奖主奖由班宇的《双河》获得，孙频的《鲛

在水中央》、常小琥的《长夜行》获得提名奖；短篇小说奖主奖由文

珍的《刺猬，刺猬》获得，陈鹏的《我和马原在洞庭湖底》、李宏伟的

《沙鲸》获得提名奖；非虚构作品奖主奖由顾湘的《赵桥村》获得，

郭爽的《我愿意学习发抖》、彤子的《生活在高处——建筑工地上

的女人们》获得提名奖。这些作品在思想层面和艺术层面都各具

特色，展示了年轻作家的创作实力。 （川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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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少数民族作家学会
第四届代表大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 今年初，作家何建明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意外被留

在上海。200多天里，他亲身经历上海战“疫”全过程，对这座“人民城市”有

了深厚情感和创作自觉。他从不同视角切入的《上海表情》《第一时间：写

在春天里的上海报告》，用文学的方式对上海的城市精神和抗疫方案做了

全景式展现，分别由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推出。

9月11日，由上海市作协、作家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主办的“上海

表情 人民城市——何建明抗疫作品研讨会”在沪举行。中国作协副主

席、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长何建明，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高韵斐，上海市

作协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伟，作家出版社总编辑张亚丽，上海文艺出版

社社长毕胜，以及部分作家评论家、主办方代表和抗疫纪实创作上海作家代

表等与会研讨。研讨会由上海市作协专职副主席、秘书长马文运主持。

《上海表情》记录了作者疫情期间在沪生活的日常点滴，其中既有政

府层面的管理运转智慧的展现，又有普通个体对待疫情的心理承受过

程和感人故事，还有对上海抗疫历史的梳理和对非典等公共卫生安全

事件的回顾总结。作品分为27章，串联起作者百余天的心路历程。为了

采写《第一时间》，作者结合一线采访和重要资料，多次奔赴上海古北社

区、花木街道、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上海市疾控中心、同仁医院、复

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浦东机场、援外物资上海基地等抗疫一线，书写讴

歌了一批共产党人和基层干部群众“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新时代“硬核

力量”。

与会者认为，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文坛涌现了一批体现上海城市

精神、抚慰人心、鼓舞士气的作品，《上海表情》《第一时间》就是其中的佼

佼之作。作品注重挖掘一手资料、记录真实见闻，细微之处充满人性的悲

悯和温暖。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作者展现了上海这座疫情之下

格外引人注目的国际化大都市的抗疫故事，具有极强的现场感，定格了一

位位普通医生、社区志愿者、机场工作人员的忙碌身影，“上海为什么能”

的答案就藏在这两本书里。在《文艺报》总编辑梁鸿鹰看来，作家的笔下要

有敏锐坚定的文学担当和努力书写社会发展进步的责任感。《上海表情》

写的是上海的表情，又何尝不是当时武汉和整个中国的表情，虽写抗疫，

从中可见上海何以腾飞、何以走在前列的原因。上海市作协副主席杨扬认

为，作品之所以得到读者共鸣，是因为作家对市民心境变化作出了渐进式

呈现，最终升华为对抗疫英雄的致敬，字里行间如同一个个悠扬美好的音

符组成的音律，跃动心间。

谈及创作感受，何建明表示，文学是社会思想和民族精神的先导与光

芒，作家要有自己的思考，要起到引领表率的作用。对于改革开放40多年

来的伟大成就，作家绝不能视而不见，要与国家和时代发展同步。书写上

海这样的国际大都市必须跳出“风花雪月”“弄堂阁楼”的旧模式，把精力

和着力点放在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当下现实。创作这些抗疫作品，是一

个作家对一座城市、对自己的生活、对文学的一种态度。作家有责任、有义

务去完成和书写去完成和书写“人民城市”的特殊表情。

据悉，《第一时间》目前已输出俄罗斯语、白俄罗斯语、吉尔吉斯斯坦

语、哈萨克斯坦语等四个语种，法语、英语正在洽谈中；《上海表情》已推出

了俄语版，日语、哈萨克斯坦语等版本正在翻译。而何建明也没有停下手

中的笔，他正在写新作《城市猎毒者》，从科学人文的角度追索人类遇到的

病毒与医疗话题。

此前，由作家出版社主办的“疫中表情 文学精神——何建明《上海

表情》新书首发式”9月6日在京举行，何建明和评论家黄宾堂、张亚丽同现

场读者分享了作品的创作过程和阅读感受。与会者认为，这是一部视角独

特、体验真实、具有即时性和现场感的抗疫题材佳作。作品中有浓重的个

人化感受和体验，文字真切，节奏短促，富于感染力。 （欣 闻）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国防

大学军事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大型图书出版工

程《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创作出版工作

会议在线上召开。中国作协副主席徐贵祥、中国

青年出版社总社副总编辑李师东和侯健飞、郑彦

英、徐剑、丁小炜、陶纯、余艳等20余位作家参加。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由国防大学

军事文化学院、中国青年出版总社联合发起、共

同组织实施，以中宣部发布的“全国爱国主义教

育示范基地”为主体线索，以人民英雄的杰出事

迹和精神传承为主要叙述内容，旨在重温民族

复兴英雄史，为传承红色基因、培育时代新人提

供优秀精神食粮。在会上，承担创作任务的作

家们介绍了各自的采访情况，分享了自己在采

访中了解的故事，并就目前的创作思路和计划

展开了交流。与会者表示，在这个特殊时期，作

家们主动作为，深入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

地实地体验，全身心投入到采访创作之中，体现

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新时代，我们更

需要崇尚英雄，学习英雄，面向广大青少年、部

队官兵等群体讲好英雄故事，传承红色基因。

据悉，“文库”第一辑“人物篇”以李大钊、杨

开慧、方志敏等20余位革命英雄为主要写作对

象，计划在明年上半年出版，向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献礼。

（欣 闻）

《人民英雄——国家记忆文库》
献礼建党百年

用文学全景式展现上海城市精神和抗疫方案

作家奔赴乐业百坭村采访，走在黄文秀入村的泥泞崎岖山路上 作家入户探望采访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