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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中国一日·工业兴国——中国作家在行动

本报讯 6月2日，由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吉

林省作家协会、作家出版社、安徽文艺出版社共同主

办的王怀宇长篇小说《血色草原》《风吹稻浪》研讨会在

京举行，本次活动是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建党百年

系列”研讨会之一。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中国作家出

版集团管委会主任吴义勤，吉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作协党组书记张志伟出席研讨会并讲话。胡平、施战

军、程绍武、张未民、牛玉秋、白烨、贺绍俊、任白、刘琼、

马学庆、史佳丽、陈晓雷、郝蓄芳、王立民、岳雯、陈涛、

聂梦、崔庆蕾等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研讨会由

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副主任李朝全共同主持。

《血色草原》通过塑造一个个铮铮铁骨、不懈追求

的草原人物，刻画出他们面对苦难天性乐观、永不言弃

的品格，充分展现了东北草原各族人民的生存状态和

别样性情。《风吹稻浪》以吉林省西部河湖连通工程为

背景，书写了黑土地上白鹤村坎坷的物质脱贫和艰难

的精神脱贫，塑造了一批与时俱进、不懈追求的新时

代、新农村、新农民的生动形象。

吴义勤说，近两年间，王怀宇所创作的长篇小说不

仅艺术品位高，而且也具有大作品气象，给我们带来了

冲击和惊喜。在建党百年之际，对他的作品进行研讨

和总结是非常及时和必要的。

张志伟表示，吉林这片黑土地上翻腾的稻浪、辽阔

的草原、远去的狼群和回归的鱼群，不仅是王怀宇心中

难以割舍的情结，更是他心中无限美好的精神家园。

他的创作为中国文学的发展贡献了吉林的力量，具有

特殊的意义。

与会专家认为，两部长篇小说都是具有强烈地域

特色的文学作品，不仅从百年发展史中展露出人类生

存场景、社会变迁图卷和强悍精神内涵，也生动地阐释

了东北乡村的脱贫攻坚历程，令人耳目一新。专家们

还以两部长篇小说为切入点，探讨了王怀宇的创作风

格及作品特色。王怀宇在创作感言中说，自己喜欢书

写小人物内心的冲突和忧伤，喜欢有筋骨、有道德、有

温度的作品，近年来一直侧重于对生态链的挖掘和对

小人物的塑造，未来将继续发挥自身优势，用文字建构

黑土文学对新时代的体验与理解。

（教鹤然）

专家研讨《血色草原》《风吹稻浪》

本报讯 5月24日，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

办的网络作家党史学习教育在线培训班（第一期）开

班。本次培训是网络文学“百年百部”系列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旨在引导广大网络作家深入学习党的百年

奋斗历程，提升思想境界，增强文化自信，创作更多反

映时代气象和人民心声的优秀作品。

本次培训班学员主要有来自各级网络作协的会

员、全国重点网络文学网站签约作家及相关从业人员

共3000余人。学员通过“中国作协网络作家培训平台”

参加学习培训，包括“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

期”“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及“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及理论学习文章

摘编”等内容板块。

据悉，网络作家党史学习教育在线培训班将举办两

期，第一期培训时间为5月24日至6月28日。（欣 闻）

网络作家党史学习教育在线培训班开班

本报讯 由中国作协主办的“2021中国一日·工

业兴国——中国作家在行动”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

主题实践活动日前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作协创作联

络部联合46家团体会员单位承办，号召广大作家以4

月28日至5月18日为周期，书写其中一天的所见所

闻，用文学的方式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

进行工业建设的伟大实践和辉煌成就，以文学致敬工

业战线，为建党100周年留下一份独特的记录诠释。

活动期间，欧阳黔森、彭见明、任林举、凸凹、陈启

文、杨献平、杜文娟、邹元辉、张雄文、王新军、景凤鸣、

狄青、崔英春、徐春林、唐飙、徐毕常、李芮、贾志红等

100名作家深入100家国家重要工业企业采访，如中

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贵州铜仁大数据中心、深

圳腾讯计算机系统有限公司、南水北调中线水源公

司、四川航天研究院工厂、中国第一汽车集团公司、大

庆油田、鹰游集团碳纤维装备研究所、徐州工程机械

集团有限公司、新疆华孚纺织有限公司、中国宝武太

钢集团有限公司等，积累创作素材，汲取创作灵感，深

入体悟中国工业蓬勃发展的节律脉动。特别是“五一”

国际劳动节期间，许多作家加班加点采访一线产业工

人，采写劳动模范，以文学形式致敬最美劳动者。

一个多月以来，活动得到中央和地方媒体的高度

关注，多篇作品在《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

明日报》《文艺报》以及学习强国、中国作家网、今日头

条等刊发，如凸凹的《进入制造：从空间到时间的三条

路线——中国一日·工业兴国四川航天见闻录》、徐春

林的《书写钨业“答卷”》、崔完生的《探访中国陆上第

一口油井“中国一日 工业兴国”之延长油田见闻》、马

祥民的《大海之上》等一经推出，即引起较大影响。截

至目前，共收到此次采访创作的作品近80部，图片

1200张，视频121个。

对于此次活动，参与其中的作家们也是深有感

触。贵州省文联主席、作协主席欧阳黔森的采访地点

是铜仁市大数据创新应用产业园，他说，这次采访让

自己心中升腾起对祖国工业战线以及产业工人的由

衷敬意。无论是大数据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产业，都

守住了绿色发展这个底线。贵州是没有平原支撑的省

份，万峰成林是这块土地的典型特征，土地资源稀缺

是各方面发展共同面临的问题，农业、工业都不同程

度受到制约。“中国一日”让作家们深切地感受到了深

入生活对于创作的重要性，在与产业工人的促膝谈心

中，常心情激动，倍感自豪，唯有写好他们，讲好他们

的故事，才是作家的责任与担当。

前往丰满水电站采访的中国电力作协副主席、吉

林省作协副主席任林举说，站在有“中国水电之母”之

称的新建的269.5米高程的丰满水电站大坝上，回望

80年前90米高的旧坝，一边听工作人员介绍丰满水

电站的历史，一边重温党领导中国人民走过的百年征

程，心潮澎湃，感慨万千。一新一旧两座大坝就在眼

前，一面是中国劳工在日本人的棍棒皮鞭驱赶下，以

血泪、生命堆积起来且质量很差的旧坝，一面是2019

年我们自己的施工队伍以现代化、高科技施工手段建

造起来的现代化电站和大坝。两者相距不到百米，形

成鲜明的对比，用钢与铁的事实见证了中国工业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变化。

作家凸凹说，接到参加“2021中国一日·工业兴

国——中国作家在行动”全国作家联动大型文学主题

实践活动的邀请，既兴奋又深感压力，最终他决定将

采写点位锁定在航天工业，赴四川航天燎原科技有限

公司采访。其中，对航天模具生产线电火花线切割机

床女操作工吴红蓉的采访令他印象深刻，备受感动。

他说，通过这次活动，我看见了中国产业工人“劳动最

光荣、奋斗最幸福”时代风貌的缩影。对劳动、工人、

制造有了新的认识，感到自己的思想境界有了进一步

地升华，觉得自己今后的创作应更加贴近人民、贴近

大地。

对于湖南株洲市作协副主席张雄文来说，这是第

一次走进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短短几天内，

他真切见证了一线工人们勇于拼搏、忘我奉献的精神

风貌，内心激荡着中国工业从“追赶者”变为“领跑者”

的喜悦与自豪。在他看来，中车株机公司是党百年奋

斗史的一个缩影。1936年创建时仅为一家简陋的蒸

汽机车修理厂，1949年后伴随新中国成长，创造了中

国轨道交通装备领域的诸多纪录，成为中国地铁牵引

技术、电动车组技术的发祥地，也成为中国装备“走出

去”的代表作。他今后还将继续深入工厂和车间，将

“中国一日”化为“中国每日”，纵情描绘和歌唱，无愧

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山西省作协副主席杨遥说，工业是国家经济的重

要命脉，国家兴，必须工业兴。在“五一”这天走进太原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进行采访，是一次格外难忘的经

历。机器的轰鸣声像有力的前进号角，不仅让他看到

企业的繁荣兴盛，而且看到祖国前进的不竭动力。技

术人员讲述了研发“手撕钢”的原因、百折不挠钻研的

过程，他们的成功不仅给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而且

突破了国外对我国在这方面技术的封锁，让人们看到

中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了解到中国制造

的底气所在。太钢不仅是全球最大的不锈钢生产基

地，而且拥有众多一流的尖端科技，其在技术上取得

的突破，对山西的转型发展乃至中国的制造业发展有

重要的意义。

作家马祥民这一次选择采访中国石化胜利油田，

后来他创作出《大海之上》。在他看来，在每一个普通

劳动者那里，劳动是天经地义的，劳动必须付出心血、

智慧、汗水、泪水，甚至鲜血和生命。但在付出中，劳动

者已享受了足够的充实、幸福、快乐。或许他们缺少类

似的提炼、归纳和升华，但从不影响其践行。那些工作

在一线的工人们始终认为：劳动是应该的，也是必须

的。在别人眼里，他们的工作很苦很累，而且孤寂和无

奈，但他们似乎并没有这种感觉。或许这就是平凡的

伟大，普通的卓越。“劳动伟大，劳动光荣”在这里不是

一句口号，而是切身的体会和真实的感受。（欣 闻）

由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中国美术馆主办，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策划的
“美美与共——庆祝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0周年盟员美术作品展”日前与观众见面。
本次展览共展出作品224件，包括中国美术馆馆藏作品43件，以及由民盟中央从
全国各地盟员美术家的2000余件作品中精选的181件作品，包含中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水彩画、素描、书法等艺术门类。展览分为“历史记忆”“生产建设”“心灵风
景”“时代气象”四个篇章，梳理了民盟美术家近年来的现实题材新作，生动地展现
出民盟美术家与时代同频共振的使命担当。展览现场，馆藏作品部分系统梳理了中
国美术馆收藏的近代以来民盟盟员中美术巨匠的经典之作，例如刘海粟的《遵义会
议会址》、蒋兆和的《把学习成绩告诉志愿军》、潘天寿的《梅雨初晴》、吴冠中的《桂
林山中》、刘开渠的《向新时代致敬》等。在新创作成果中，有许多反映中国共产党民
主协商题材的作品。征集作品部分则展示了盟员美术家的新作，例如薛亮的《青碧
黔山》、陈振濂的《建党百年四言颂词》等。主办方希望，通过此次展览展示民盟美术
家们的艺术成就，同时鼓舞和激励广大盟员不忘合作初心、发扬光荣传统、努力开
拓进取，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辛 雯）

图为刘海粟作品《遵义会议会址》（油画，1985年）
责任编辑：李晓晨 新闻版邮箱：wybxinwen@sina．com

本报讯 6 月 2日，北京市作

协、中国“网络文学＋”大会、文艺报

社党支部、海淀区作协共同在香山

革命纪念馆组织开展主题党日活

动。北京市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陈宁，文艺报社总编辑梁鸿鹰，北

京市文联一级巡视员田鹏，北京市

海淀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张涛与北京

作协副秘书长王虓，以及百余位党

员代表参加活动。

中央党史学习教育宣讲团成

员、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李忠杰作

为特邀专家进行了党史学习专题授

课，围绕党的百年征程、党的建立及

其重要意义、新中国诞生和香山的

关系等方面内容做了专门讲解。

作为本次活动的重要组成部

分，梁鸿鹰带领党员代表参观了香

山革命纪念馆《为新中国奠基——

中共中央在香山》主题展览。展览通

过约 800 张图片、地图、表格和

1200多件实物、文献、档案，全面呈

现了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时期波澜

壮阔的革命历史。随后，全体党员面

向党旗宣誓，重温入党誓词。

据悉，第五届中国“网络文学＋”

大会将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为主线，围绕“十四五”开好局、

起好步，以创作生产优秀网络文学作

品为中心环节，以推动网络文学精品

转化为核心要务，着力构建网络文学

领域新发展格局，深化大会“六大平

台”功能，发挥驱动器作用，扩大辐射

效应，增强引领示范性，打造“网都”

北京新名片。 （丛子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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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6月4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推动广大青年作家、青年文学工作者深入学习党史、

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牢记共产党人的初心

使命，坚定理想信念，坚守人民立场，践行使命担当，真正做到知

史爱党，知史爱国，知史担责，进一步动员青年作家、青年文学工

作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征程上担当使命责任，积极投入创

作，繁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学事业，中国作家协会青年工

作委员会在京举行“四史”宣传教育工作会议。中国作协党组成

员、副主席李敬泽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青年

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何向阳，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青年工作委员

会副主任彭学明等近30人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作协书记处

书记、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邱华栋主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党的历史是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李敬泽说，2021年

在中华民族奋斗历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站在“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上，我们要认真回顾一百年

来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和取得的根本性成就，

以史为鉴、以史明志，认清我们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自觉，要将

艰苦的过去和辉煌的未来连通起来，激发我们走向第二个百年

目标的信心和动力。在广大青年作家、青年文学工作者中开展

“四史”学习教育的重点，是坚定信仰信念和责任使命，通过学习

“四史”，有力地确认文学和文艺事业在党的事业、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中的责任和使命；坚定“四个意识”，增强“四个自信”，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通过学习“四史”，推动广大青年作家自

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获得宏阔

的历史视野和现实眼光，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准确把握历史的

大势、时代的方向。通过学习“四史”，继承发扬中国革命文学和

社会主义文学的光荣传统，自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

把文学创作、文学事业自觉汇入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

李敬泽表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从胜利走向胜

利，很重要的原因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始终把最广大的青

年团结在一起，这在新时代、新征程中同样是作协工作的重要责

任。要高度重视青年工作，把广大青年作家团结凝聚在党的周

围，“四史”教育也要和为青年作家办实事结合起来。中国作协

青年工作委员会已经成立近两年，是中国作协延伸工作手臂，团

结引领青年作家、青年文学爱好者的重要平台。中国作协和各

文学刊物开展了多项面对青年作家的活动，在深入开展党史学

习教育方面也取得了相当的成效。要继续加强对青年作家的思

想引领，深刻认识党史学习教育的重要意义，切实在各项工作中

把党史学习教育落到实处，入脑入心，克服各种历史虚无主义倾

向。学“四史”最重要的是化为信念，化为世界观和方法论，化为

认识世界的强大武器。

何向阳说，学“四史”有利于更清晰地认识我们信念的来

路。她非常重视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的著作学

习，“读原著，使我再次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之于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重要意义。”她列举了陈独秀25岁时发表的《说国家》，李大钊25岁时

写作的《国情》，认为他们的青春使命是与国家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的。鲁、郭、

茅、巴、老、曹等作家在青年时代也都将自己的文学创作与国家发展、人民命运紧

密相连。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作家，不能辜负这个正在行进中的伟大时代，她朗诵

了李大钊《青春》一文的片段，号召大家拿起笔来，付出真心，给这个时代中奋进的

人民以深刻的书写与真切的关注，不辜负“吾辈青春之大任”。

彭学明说，广大青年作家学“四史”，可以更好地明白党和国家、民族的历史，

扩大文学视野，滋养文学人生，充实人文情怀。通过对“四史”的学习，更加热爱

党、对党忠诚，更加爱国、对国忠诚，更加爱民、对民忠诚。同时通过学习“四史”，

丰富文学源泉，清洁文学精神，强健文学筋骨，锻造文学品质，坚守为人民写作的

初心，坚定与时代同步的方向，坚持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心。

青年工作委员会委员何弘、刘颋、刘琼、刘大先、陈涛等先后发言。他们表示，

在学习“四史”过程中，深刻领悟到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是一部生动丰富的教科

书，是一部百年不懈奋斗史、理论创新史、自身建设史。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

教育动员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重大意义，系统回

答了为什么学、学什么、如何学等重要问题，对党史学习教育进行全面动员和部

署，为全党开展好党史学习教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中国共产党的诞

生、发展、壮大、成熟，伴随着现代中国、革命中国、改革中国与创新中国的建设实

践，这个过程曲折而艰难，充满着不断地自我更新。“四史”的内容彼此相关，

有助于我们建立一套完整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体现在文学事业中，就是创作上

的理想性与超越性，立场上的人民性与家国情怀，观念上的继承与创新、普及与提

高的结合，更主要的是还要有明确的参与生活及回馈生活的现实感。学习党的历

史，既是坚定理想信念的必然要求，也是不忘初心、开创未来，不断提升政治站位，

加强理论素养的必然要求。通过学习“四史”，青年作家能够更深刻理解中国道

路、理论、制度、文化选择的正确性和必然性，增加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并自觉用以指导创作，提高作品表现

时代的能力。组织青年作家学习“四史”，可以让青年作家从无数革命先烈、新中

国建设者身上感受到他们的品德和信仰，汲取力量，自觉把“四个自信”体现在文

学作品中。

邱华栋在总结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在建党百年之际开展这次

学习教育，要做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党史、悟思想、办实

事、开新局。学史增信，就是要增强信仰、信念、信心，这是我们战胜一切强敌、克

服一切困难、夺取一切胜利的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回答了“为什

么学、学什么、怎样学”等重大问题，为开展“四史”学习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

本遵循。中国作协历来高度重视青年作家人才成长和文学创作引领。我们要以

这次工作会议为契机，团结引领广大青年作家投入到学“四史”的热潮中去。青年

作家在学习中，要准确把握其精神实质、深刻内涵、核心要义，认真学习好、领会

好。因为信仰、信念、信心，任何时候都至关重要。深刻领悟并践行“学史增信”的

要求，我们的信仰、信念、信心才能更加牢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政治自

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才能更加坚定。要深刻认识红色政权来之不易、新中国

来之不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之不易，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

到“两个维护”，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为“十四五”开新局、为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李洱、李东华、陈亚军、王冰、蒋好书、刘秀娟、徐峙、钟红明、孔令燕、季亚娅、

张莉、弋舟、赵萍、丛治辰、张菁、徐福伟、余乾万、许斌、陈楸帆等青年工作委员会

代表、青年作家评论家参加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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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上海6月3日电（记者 郭敬丹） 位于上海市的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3日开馆，设有基本

陈列“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党创建时

期的红色文物得到“集结”展示。

中共一大纪念馆由中共一大会址、宣誓大厅、新建展馆等

部分组成，新建展馆同为石库门建筑风格。新的基本陈列展厅

面积超3000平方米，在馆藏12万件（套）文物和近年来从国

际国内新征集档案史料中，纪念馆精选出612件文物展品，较

原先基本陈列展出的文物数量大幅扩容。包括各类图片、艺术

展项等在内的展品总量由原来的278件增至1168件。

展览共7个板块，分别为“历史选择 伟大起点”“前仆后

继 救亡图存”“民众觉醒 主义抉择”“早期组织 星火初燃”“开

天辟地 日出东方”“砥砺前行 光辉历程”“不忘初心 牢记使

命 永远奋斗”，生动体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百年奋斗历程。

全新陈列亮点纷呈，其中，建党文物集中展示，新文化运

动、五四运动、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立、中

共一大，以及中共二大、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等建党前后的珍贵

文献、照片、实物等悉数亮相。例如，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独秀

文存》、李大钊使用过的打字机、《共产党》月刊创刊号等等。

展览中，珍贵文物实现了成组展示。“主义的抉择”精选

100件五四运动前后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报刊杂志，

制作成大型立体式视觉置景，并突出展现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

中国进入比较系统传播阶段的《新青年》第6卷第5号“马克思

研究专号”。“真理的味道”则将纪念馆“镇馆之宝”《共产党宣

言》72种版本全部展出，三组互为呼应的故事场景讲述翻译宣

言、出版宣言、守护宣言三个篇章。文物实物之外，陈列还注重

综合采用图片图表、动态视频、油画雕塑、实景还原等多种展示

手段，突出红色主基调，做到“步步有景，步步有故事”。

中共一大纪念馆开馆 集中展示建党时期珍贵文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