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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
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新
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
了新时代文艺评论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和目标任务，为
文艺评论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文艺评论是文艺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文艺
繁荣发展的重要力量，是党领导文艺工作的有效方法和
有力手段。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二为”
方向和“双百”方针，把好文艺评论的方向盘，坚持辩证唯
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贯彻《意见》精神，通过文艺评论的
健康开展，对创作者和作品进行认真分析评介，对文艺思
潮进行准确解析和评断，把党的政治优势、思想优势转化
为专业优势、学术优势，把党的文艺主张融会到学理化评
论中，指导创作、引领思潮，促进文艺繁荣发展，为建设社
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有力思想支撑和舆论引领。

推动新时代文艺评论高质量发展，要牢固树立马克思
主义历史观文艺观，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
艺理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是党长
期领导文艺工作的成功经验与多年来文艺事业繁荣发展
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高度概括，蕴含着一系列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新要求，是新时代文艺事业发展的根本遵循，
一定要深刻领会、坚决贯彻。贯彻《意见》精神，就是要在
吸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最新成果的基础
上，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理论批评优秀遗产，批判借鉴
现代西方文艺理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文艺评
论，通过学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共识、评价共识、审美共
识，积极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思想、美学思想和评
论话语体系。

文艺评论是引导创作、多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
尚的重要力量。贯彻《意见》精神，要不断强化文艺评论的
专业性和权威性，坚持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
的观点评判和鉴赏作品，坚持文艺评论的思想标准、艺术
标准高于商业标准，注重把抽象概念转化为具体丰富的
文艺话题，提升文艺创作的精神高度、文化内涵和艺术价
值。要大力倡导批评精神，坚持以理立论、以理服人，不断
增强文艺评论的朝气锐气。要鼓励不同文艺观点、审美立
场进行自由争论，提倡风格多样评论形式的发展，坚持说
真话、讲道理，在艺术质量和水平上敢于实事求是，对各

种不良作品、现象、思潮敢于表明态度，深刻揭示什么是应该肯定和
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

贯彻《意见》精神，要大力推进评论载体、传播方式、评论内容形
式的创新，扩大主流评论覆盖面和影响力，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和媒体
权威性，利用好影响力资源，突出正面声音传播。要打造网络新媒体
评论平台，以更多的文艺微评、短评、快评及全媒体评论，推动专业评
论和大众评论良好互动，增强评论的时效性、
亲和力。要坚持重在建设，充分尊重文艺规
律、尊重评论家创造性劳动，健全激励措施，
改进学术评价导向，多层次壮大文艺评论队
伍，加强美育教育和评论人才梯队建设，促进
新时代评论人才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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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
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国文联、中国作协等五部
门联合印发了《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

《意见》明确，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进行科学的、全面的文艺
评论，发挥价值引导、精神引领、审美启迪作用，推动社
会主义文艺健康繁荣发展。建立线上线下文艺评论引
导协同工作机制，建强文艺评论阵地，营造健康评论生
态，推动创作与评论有效互动，增强文艺评论的战斗力、
说服力和影响力，促进提高文艺作品的精神高度、文化
内涵和艺术价值，为人民提供更好更多精神食粮。

《意见》指出，要把好文艺评论方向盘。坚持正确方
向导向，加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评论建设，注重文
艺评论的社会效果，弘扬真善美、批驳假恶丑，不为低俗
庸俗媚俗作品和泛娱乐化等推波助澜。发扬艺术民主、
学术民主，尊重艺术规律，尊重审美差异，建设性地开展

文艺评论，是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在什么范围发
生就在什么范围解决，鼓励通过学术争鸣推动形成创作
共识、评价共识、审美共识。构建中国特色评论话语，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批判借鉴
现代西方文艺理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与
评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不套用西方理论
剪裁中国人的审美，改进评论文风，多出文质兼美的文
艺评论。

《意见》指出，要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健全文
艺评论标准，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
把政治性、艺术性、社会反映、市场认可统一起来，把社
会效益、社会价值放在首位，不唯流量是从，不能用简单
的商业标准取代艺术标准。严肃客观评价作品，坚持从
作品出发，提高文艺评论的专业性和说服力，把更多有
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推介给读者观众，抵制
阿谀奉承、庸俗吹捧的评论，反对刷分控评等不良现
象。倡导“批评精神”，着眼提高文艺作品的思想水准和
艺术水准，坚持以理立论、以理服人，增强朝气锐气，做
好“剜烂苹果”的工作。

《意见》指出，要加强文艺评论阵地建设。巩固传统
文艺评论阵地，加强文艺领域基础性问题、前沿性问题、
倾向性问题等研究，注重对新人新作的评论，针对热点
文艺现象等及时组织开展文艺评论，有力引导舆论、市
场和大众。用好网络新媒体评论平台，推出更多文艺微
评、短评、快评和全媒体评论产品，推动专业评论和大众
评论有效互动。加强文艺评论阵地管理，健全完善基于
大数据的评价方式，加强网络算法研究和引导，开展网
络算法推荐综合治理，不给错误内容提供传播渠道。

《意见》强调，要强化组织保障工作。加强组织领
导，把文艺评论工作纳入繁荣文艺的总体规划，建立健
全协调工作机制，中央和省级主要媒体平台要加强评论
选题策划，推进重点评论工作。做好支持保障，健全激
励措施，可通过优稿优酬、特稿特酬等方式为文艺评论
工作提供激励，改进学术评价导向，推动把具有较大影
响力的重要文艺评论成果纳入相关科研评价体系和专
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制度。壮大评论队伍，加强中华美
育教育和文艺评论人才梯队建设，重视网络文艺评论队
伍建设，培养新时代文艺评论新力量。

新华社北京8月2日电 近期，相关主管部门整治不良
粉丝文化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中央网信办持续加大监管力度，深入开展专项整治，督促
网站平台调整产品导向和功能设计，进一步健全内部管理制
度，规范和引导粉丝群体理性追星。

中央网信办深入清理涉粉丝群体违法违规和不良信息，
结合正在开展的“清朗·‘饭圈’乱象整治”专项行动整治不良
粉丝文化乱象，目前已累计清理负面有害信息15万余条，处
置违规账号4000余个，关闭问题群组1300余个，解散不良话
题814个，拦截下架涉嫌集资引流的小程序39款。

此外，针对粉丝群体聚集的社区、群组等环节，中央网信
办督促网站平台进一步优化产品功能，升级管理策略，逐步压
缩粉丝群体非理性追星空间，通过取消诱导粉丝应援打榜的
产品功能、优化榜单规则、完善粉丝群圈管理、限制未成年人
非理性追星活动等方式，强化榜单、群圈等重点环节管理。

据了解，下一步，中央网信办将进一步总结工作经验，完
善制度建设，通过加强网上涉明星信息规范、强化账号管理、
完善黑产打击机制、探索建立粉丝引导机制等方式，为长效整
治和规范粉丝文化打下坚实基础。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集中开展了为期一个月的网络综艺节
目专项排查整治，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强化网络综艺节目管理
的通知。该通知重点围绕网络综艺节目内容内涵、题材类型、
评审投票、嘉宾人员、话题评论等关键环节提出管理要求。

通知强调要强化价值引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严格控制偶像养成类节
目，重点加强选秀类网络综艺节目管理，严格控制投票环节设
置；坚决抵制追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
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进一步压实网络综艺节目制作和播
出机构主体责任，加强对粉丝群体正向引导，强化平台“水军”

“黑粉”治理。

不良粉丝文化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本报讯（记者 许莹） 7月28日至29日，中国文联第十届主
席团第九次会议、第十届全国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在京召开。中国
文联主席铁凝主持会议。中国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屹就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作辅导报告。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前光、胡
孝汉，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徐永军，中国文联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董耀鹏、张雁彬出席会议。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
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学习
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动员广大文艺家和文艺工作者坚定文化自信、
站稳人民立场、响应党的号召，积极行动起来，以更加扎实的作风、
更加进取的精神、更加昂扬的面貌，努力为繁荣发展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以及《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工作报告（征求意见
稿）》《中国文联章程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进行了分组讨论。

会议通报了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第六次会议以来中国文联
全委变动情况，对筹备中国文联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出安排
部署。会议推举徐永军为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增选徐永军、董耀
鹏为中国文联副主席。

中国文联副主席赵实、左中一、叶小钢、冯巩、冯远、边发吉、
许江、李雪健、陈振濂、迪丽娜尔·阿布拉、胡占凡、奚美娟、郭运德、
彭丽媛、董伟、潘鲁生、濮存昕，中国文联主席团委员王瑶、王一川、
高西西、盛小云，中国文联第十届全委会委员出席会议。中央纪委
国家监委驻中宣部纪检监察组，中组部干部三局，中宣部文艺局、
干部局有关负责同志到会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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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7月30日，广西文联十届五次全委会在南宁召开。广西壮
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崔佐钧出席会议并讲话。

会议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动员广大文艺工作者听党话、跟党
走，坚定文化自信，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推动文艺高质量发展，努力为建设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壮美广西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宣读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决定。经全体委员投票选举，田代琳
（东西）当选广西文联主席，增选严霜为广西文联副主席。

会议传达了中国文联十届七次全委会精神，对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行再动员、再部署。

会议对广西文联系统2020年和2021年上半年工作进行回顾总结，并
对2021年下半年的主要工作进行部署。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入开展庆祝建
党百年重大主题文艺创作和系列主题文艺活动，继续组织开展好主题文艺
实践活动和文艺志愿服务活动，不断完善文艺评奖和文艺评论工作，深入实
施“出名家出名作”工程，努力推动广西文艺登“高原”攀“高峰”。

会议通报了广西文联第十届主席团成员和全委会委员变动情况。
（闻 妍）

田代琳（东西）当选
广西文联主席

中宣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意见》

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

本报讯 为全面展现和生动反映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
人民顽强奋斗、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
大历程和辉煌成就，由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承制的五集电视专题片《人民
的小康》，于8月2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
道黄金时段播出。

据介绍，该片分为《一诺千钧》《脱贫攻
坚》《民生福祉》《美好生活》《关键一步》等五
个篇章，充分展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擘画和
重大部署，全方位呈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
历史性成就，立体化反映老百姓的幸福小康
生活和昂扬精神风貌。

据悉，该片创作坚持以思想引领为主线，
以具体事例为主体，以普通人物为主角，力求
体现思想性和生动性有机统一。摄制团队深
入全国各地，拍摄了许多感人故事、清新画
面，真实展现了中华大地实现全面小康的新
面貌、新气象。 （欣 闻）

电视专题片《人民的小康》央视播出
本报讯（记者 丛子钰） 近日，第三届三毛散文奖颁奖典礼在浙江舟山

定海区举行。本届三毛散文奖由浙江省作协作为学术指导单位，定海区委、
区政府和舟山市文联主办。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浙江省作协主席艾伟
等出席活动。

据悉，本届三毛散文奖吸引了600多位作家参与，经过评委会的审读和
多轮投票，最终评出散文集、单篇散文大奖各5部（篇），实力奖各4部（篇），
新锐奖各4部（篇）。获奖者中既有来自国内14个省区市的作家，也有海外
的华语作家。本届评奖中，韩少功的《态度》、韩小蕙的《协和大院》等5部作
品集获得散文集大奖，王剑冰的《那年好大雪》、龚曙光的《满世界》等4部作
品集获散文集实力奖，李达伟的《记忆宫殿》、安宁的《迁徙记》等4部作品集
获得新锐奖。陈仓的《我有一棵树》获得单篇散文大奖。

第三届三毛散文奖颁奖

本报讯 7月27日，由辽宁省作协、《中
国作家》杂志社、春风文艺出版社联合主办的

“金芦苇”重点作品李铁长篇小说《锦绣》研讨
会在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
记吴义勤，辽宁省作协党组书记、主席滕贞甫
出席并致辞。白烨、胡平、彭学明、梁鸿鹰、施
战军、贺绍俊、徐坤、刘琼、王国平、丛治辰等
专家学者，程绍武、周建新、姚宏越、俞胜、许
婉霓等主办方代表，以及该书作者李铁与会
研讨。研讨会由辽宁省作协副主席孟繁华
主持。

吴义勤在致辞中说，100年来，中国共产
党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
谱系。长篇小说《锦绣》就是一部成功刻画工
人阶级创业精神的现实题材作品，反映了老
工业基地在经历工业转型和国企改革的过程
中发生的巨大变化。该书在大时代的变迁中
书写了产业工人的创业史、奋斗史、心灵史和

情感史，是一部有温度、有情怀、接地气的工
业题材佳作。

滕贞甫表示，《锦绣》是中国当代工业题
材长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李铁酝酿筹备
了很长时间才完成了这部小说的写作，延续
了东北工业文学的历史传统。辽宁文学仍然
处于向“高峰”攀登的过程中，希望大家继续
关注“文学辽军”。

与会专家学者从工业题材的开拓与创
新、工人精神形象的塑造与挖掘、工业文化的
格局与品质等角度展开研讨，充分肯定了《锦
绣》的文学艺术价值。大家认为，作品不仅写
出了百年来工人阶级创业、改革与新时代转
型的历程，也呈现出时代变迁中工人群体的
心灵与情感的复杂性。李铁坦言，这是自己
写作30余年来举行的首次作品研讨活动。
他将认真听取专家的意见和建议，思考如何
进一步完善作品。 （教鹤然）

专家研讨李铁长篇小说《锦绣》

7月28日，国家大剧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经典中的党史”系列活动第十
一场《红心向党 军歌嘹亮——军旅作品音乐会》在京举行。词作家王晓岭为观众解读了不同
时期军旅歌曲的背景与特点，武警北京总队战士男声合唱团与陈小涛、司红军、乌兰图雅、叶
翠、于海洋等歌唱家演绎了《人民军队忠于党》《七律·长征》《当那一天来临》《强军战歌》《新时
代忠诚卫士组歌》等多首经典军旅歌曲，用威武雄壮的军歌向建党百年致敬，喜迎“八一”建军
节。近期，河南等地防汛形势严峻，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
兵闻令而动，奋战在抢险救灾最前沿。音乐会上，武警北京总队战士男声合唱团特别将一曲
《为了谁》献给战斗在防汛一线的战友们。 （王觅/文 刘方/摄）

本报讯 7月24日，由陕西省作协与陕西省人民政府驻京办联合设立
的“文学陕军”读书专区在京揭幕。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柯昌万，中国作
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陕西省人民政府驻京办副主任郝铭出席
仪式并共同为专区揭幕。陕西省作协副主席阎安、作家出版社有限公司董
事长路英勇、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孔令燕分别代表陕西作协、作家出版
社、人民文学出版社赠书。仪式由陕西省作协秘书长王小渭主持。

郝铭在致辞中说，陕西古有诗经、乐府、汉代大赋、大唐诗歌，无数名篇
产生于此。新时期有路遥、陈忠实、贾平凹等作家推出的一批思想性、艺术
性俱佳的文学作品，为陕西树起了一面“文学陕军”的大旗。设立“文学陕
军”读书专区，旨在落实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
神，也是扎实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有效载体。阎安表示，设立“文学陕军”读
书专区，既是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以文学
作品为载体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具
体实践，也是接续“文学陕军”辉煌、宣传“文学陕军”整体形象、进一步做大
做强做靓“文学陕军”品牌的有效举措。专区集展示、读书功能为一体，今后
将作为陕西文学在京的一个展示地、集结地，承办各类文学活动，发挥文学
交流和读者服务的作用。

揭幕仪式后举行了“贾平凹主题读书分享会”。贾平凹做主题分享，并
与到场读者互动交流。

据悉，“文学陕军”读书专区首期共容纳图书千余册，主要由新中国成立
以来陕西代表作家的经典作品和部分青年作家的优秀作品组成，勾勒出陕
西当代文学的主要脉络。 （陕 文）

“文学陕军”读书专区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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