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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建明（中国作协副主席）：

庆祝大会宣布开始，我们肃然站立，随后响起的一百响礼炮声，让人震
撼，让人振奋……每一响都仿佛震荡在心胸，又仿佛在我眼前浮现出中国共
产党百年所走过的每一个年轮。那是艰难的、壮丽的和无上荣光的，真是令
人心潮澎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一句句嵌入心坎。我印象最深的是

“伟大复兴”“开创未来”。过去一百年，中国共产党的所有奋斗就是为了实现
这四个字：伟大复兴。我们党的未来和中国的未来，依然是这四个字：伟大复
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事业，其根本任务也是为了民族的“伟大复
兴”。中国的文学本身，也需要复兴，需要像曾经的唐诗宋词元曲那样辉煌灿
烂；中国文学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目标，也需要继续努力。作为站在“两
个一百年”交汇处承上启下的作家，我们要自觉在党的旗帜下，满腔热情投
身到现实生活中去，努力用自己的才华去书写党的辉煌史、中国人民所创造
的当代史和未来史，多写好作品，多写党和人民满意的作品。

刘醒龙（湖北文联主席）：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用还原历史真相，阐明人类社会发展真理的方式，说出了14亿多中国人民
的心里话，强调确保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挑战的历史进程中
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讲话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
奋斗，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
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接下来总书记还铿锵有力地说：“中国大踏步
赶上了时代！”这句话意义深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承接上下五千年，贯通
东西五大洲，既自信自豪自重，实在实足又有实力，有着非同一般的诗意，还
不失中国传统文化的文明典雅。最令人动容的还是总书记挥动拳头说：伟
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

6月29日，总书记为29名党员颁授“七一勋章”。获奖者大多是来自基
层的普通党员。曾推动创建了中国第一所公办免费女子高中的张桂梅老师
在代表获奖者发言时说，自己是一名普通的人民教师，“只要还有一口气，我
就要站在讲台上，倾尽全力、奉献所有，九死亦无悔！”这让我想起我的小说
《凤凰琴》《天行者》中的明老师和余校长，更想起去年夏天，我去《凤凰琴》
《天行者》的原型地英山县父子岭小学时认识的一位女教师，她的人生就像
是小说中那些乡村教师的翻版。“七一勋章”获得者都来自人民、植根人
民，是立足本职、默默奉献的平凡英雄，正因为有这些平凡的英雄，中国人
民中有这样的民间英雄，百年以来的中国才得以克服诸多国内外的挑战，
走上和平与繁荣的道路。

邵 丽（河南文联主席、作协主席）：

回首党的百年历程，党领导人民实现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民族富强，因
为党始终坚持走人民路线，始终坚持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所以才有了“江
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的深切感
悟。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文艺事业
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业，社会主义文艺的本质是人民的文艺。人民需要文
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更要热爱人民。中原文艺具有深厚的以人民为中心
的现实主义传统。历史上，河南诗人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卖
炭翁》等名篇都充满着对人民命运的悲悯、对人民生活的关切。现代以来，
豫剧《朝阳沟》观照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火热生活，脍炙人口，广泛传
唱，人民艺术家常香玉的名言“戏比天大”，讲出了艺术家的人民立场。及
至近年，以李准《黄河东流去》、李佩甫“平原三部曲”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品
为人民的命运写真，为人民的精神立传，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在新时代
中原更加出彩的恢弘实践中，中原大地正在演绎着一个个动人的故事，等
待我们去发现、去讴歌、去创造。我们将认真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扎扎实实推进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最大力度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工作
者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努力创作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文艺
作品，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

柳建伟（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气势恢宏，庄严肃穆。作为一名在
党30年的文艺工作者，看电视直播时，我的心里一直充满着骄傲和自豪。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的时间里，我和在现场的同志们一样，为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鼓了几十次掌。毫无疑问，这篇讲话又是一篇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划时代的纲领性文献，既科学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一百年来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书写出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的光辉历程，又为党
领导人民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擘画出了清晰的线路图。

人民至上的思想贯穿始终。“中国共产党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
在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
心。”“伟大、光荣、英雄的中国人民万岁！”这些重要论述听了让人感奋、动容。
作为党员作家，学习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今后一项重要的任务。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紧跟新时代的发展步伐，以社会历史书记员的身
份，记录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进行的伟大实践，是党员作家的天职。

王 伟（上海作协党组书记）：

观看庆祝大会直播，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仿佛走过波澜壮阔
的百年进程，深刻地感受历史的启迪，同时，让人涌动着一股勇往直前的激
情。总书记说，要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脉，永远把伟大建党精神继承
下去、发扬光大。这是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续前行、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总书记强调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对迈进新征
程作出郑重宣示，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守初心使命的坚定决心。总书
记还号召努力为党和人民争取更大光荣，对全体党员提出更为全面、系统的
期望。我们学习讲话，要全面结合实际，明确新的定位和方向，深入思考自
身承担的使命和任务，更好地把各自的工作融入到党和国家发展大局之
中。具体到文学工作，我觉得，今后要更加自觉地致力于用文学来生动记录
党的奋斗历程，使党领导人民创造的伟大精神，进一步转化为国家和民族继
续前行的精神动力。还要更加关注新时代的新伟业，保持同频共振步伐，描
述现实的生活，塑造新的鼓舞人心的精神形象，创作出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

“高峰”之作。

张培忠（广东作协党组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既
充满深情，又满怀豪情，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动员令，是奔赴新的
赶考路上的宣言书。特别是首次提出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这是对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高度凝练，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是广大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从事文学创作的一份弥足珍贵的红色精神资源。广大作家要
对这份红色精神资源倍加珍惜、充分挖掘、努力创作。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博大精深，提出了许多新思想、新
观点、新论断，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要诚心诚意、认认真真学原文、悟原
理，以最新的理论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创作。一百年来，党领导中国人民从
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创造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奇迹、人类历史的伟大奇
迹，这些奇迹，值得大书特书，呼唤着作家努力担当作为，创作出无愧于伟大
中国共产党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精品力作。要用全新的视角审视红色精
神资源，塑造时代新人。百年征程，波澜壮阔，要站在“两个大局”的时代高
度，发现新的人物类型，灌注新的精神气质，塑造新的人物形象，呕心沥血创
作出记录百年大党壮丽历程、彰显民族复兴伟大抱负的共产党人的文学经
典。这是时代赋予我们这一代作家的使命和任务、光荣与梦想。在全球化
的语境下，广大作家既要创作精品力作、讲好中国故事，又要传播好中国声
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对文本的创作，要更加强调信息的含量、思想的容量、情
感的力量，并对文学话语体系构建的深刻性、独特性、预见性、形象性提出更高
要求，在国际與论场上和文坛上彰显中华文化软实力、中国文学话语权，塑造
中华民族和平崛起、伟大复兴的大国风范和大国形象。

齐雅丽（陕西作协党组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既是对党的百年历史的准确
定位，也是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充分肯定，更是对党的新的历史征程的积

极谋划。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感到无比自豪和骄傲，无比激动和振
奋，更加充满信心、斗志昂扬。总书记在讲话中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发出号
召：牢记初心使命，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党的宗旨，永远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
肉联系，始终同人民群众想在一起、干在一起，风雨同舟、同甘共苦。作为一
名文学工作者，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重要意义和深刻
内涵，继续努力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积极投身火热的伟大
时代，走进生活、贴近人民，讴歌时代、歌颂人民。以对党的高度忠诚、对人
民的无限赤诚、对历史的高度负责和对时代的深刻理解，进一步端正文学创
作的指导思想，把对党和人民的一腔热诚倾注笔端，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不
负时代的伟大作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们将进一步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与人民一道前进，积极表达人民心声。进一步
扎根时代土壤，回应时代课题。坚持以传世之心对待文学创作，精益求精，
以精品奉献党、奉献时代、奉献人民，用更加丰硕的文学成果为繁荣发展党
的文艺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阿拉提·阿斯木（新疆作协主席）：

听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非常激动，内心有一种朝气蓬勃的力
量。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新的重要文献，总结了建党一百年以来，我们党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时代等各个阶段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以及人民群众在创造美好生
活进程中的振奋心情。讲话同时也回答了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些具体问题，
阐明了我们的立场态度，给人一种豪迈的气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
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在新的征程
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作为一名中国共
产党员，我深深感到，我们一代代人跟着共产党走，走出了今天的辉煌，走
出了一个强大的国家，成就了14亿多人民的幸福生活。信党，爱党，是我
们每一名党员的幸福，是我们的骄傲。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学习好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指导我们的工作和创作，在组织广大作家认真学习领
会的基础上，深入基层学习采访调研，就新疆这些年来发生的变化，各个
战线涌现的新面貌新气象，开展主题创作，写出有分量、有筋骨的作品，奉
献给广大读者，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作出
贡献。

蒋胜男（浙江网络作协副主席）：

一百年前，列强觊觎、军阀混战的大背景下，嘉兴南湖红船上的一群年
轻人接过了救亡图存的接力棒，开始带领中国人民进行波澜壮阔的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历经救国、建国、富国、强
国，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奇迹，事实表明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共
产党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光辉历程和伟大精神是近现
代及新时代文艺工作者进行创作的精神源头和不竭动力，我们文学创作者
要从百年党史中汲取力量，从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取能量，要坚持做到心
中有信念，笔下有乾坤，创作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
作品。不断推陈出新，用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文艺作品来为第二个百
年交出满意答卷，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中华文化繁荣兴盛贡献我们的一
份力量。

马金莲（宁夏作协副主席）：

聆听、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作为作家生活在当下的时代，我
们必须具备更高的思想水平、更远的目光和更深厚的情怀，去努力写出更优秀
的作品，尤其要向着精品方向努力，不要浮躁，不要急功近利，要能静得下心
来，用十年磨一剑的耐心和耐得住寂寞的精神打磨更优秀的作品。

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来，一直在以不屈不挠勇于牺牲的精神，带领各
族人民不断创建幸福新生活。比如，我的家乡六盘山区已经彻底摘掉了全国
贫困地区的帽子，这刷新了历史纪录，谱写了发展新曲，是党和国家带领广大
人民群众用汗水换取的喜人成绩。作为土生土长的六盘儿女，西海固作家群
体中的一分子，一名长期生活在基层的少数民族作家，我这些年一直致力于宁
夏南部山区普通百姓生活的书写和展现，今后我将加强本土历史学习，充分挖
掘西海固历史、民俗、红色革命等诸多文化要素，把这些融合进新的创作当中，
让作品变得丰富厚重，具备经受时间考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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