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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贵州省作家协会从贵州省文联单设

并独立办公，开创了贵州文学事业发展的新纪

元。五年来，贵州省作协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

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在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讲话精神指引下，在贵州省委对文艺文学工

作的高度重视下，抓住历史机遇，积极履行职责使

命，大力推动贵州文学事业高质量繁荣发展。

狠抓思想政治建设 确保贵州文
学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

五年来，贵州省作协始终认真履行政治引领

职能，狠抓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思想政治建设，

推动贵州文学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艺工作的系列重要论述。先后承办了习近平总

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培训班，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培训班等政治理

论培训，组织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读原著、悟原

理，强化了理论武装。针对贵州省作协单设后在

单位性质、工作任务、职责使命等方面面对的新形

势、新变化，围绕党对文学工作的新要求，省作协

进一步理清了工作思路，提出始终牢记习近平总

书记“记录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的要

求，始终遵循贵州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工作思路，

始终紧扣出优秀作品、出优秀人才的中心任务，始

终紧紧围绕推动文学工作和作协工作上水平上台

阶的繁荣发展文学事业工作的目标，大力实施文

艺作品质量提升工程，紧紧抓住六项重点工作，即

推动实施贵州文学工作及作协工作三年行动、“作

家+”工程、青少年作家培育“山花绽放”工程、东

西部协作结对子工程、强基三年计划、制定作家创

作年度主题引导指南，着力强化开展“让党中央放

心，让人民满意的模范机关”创建，建设“政治强、

业务精、纪律严、风气正、服务优”的作协机关，为

完成使命任务提供坚强组织保障。围绕工作思

路，先后制定出台了《贵州省文学工作及作协工作

三年行动方案》《“作家+”工程实施方案》《贵州青

少年作家培育“山花绽放”工程方案》等系列文

件。在理清思路的基础上，围绕立足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通过深入调

研、广泛征求意见，制定了《贵州省文学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确定了“四个更、两个一”工作目

标和七项重点工作，成为贵州省第一个文学工作

五年规划，为贵州文学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打

下了良好基础。

推动文学与影视艺术融合发展
文学创作取得显著成果

五年来，贵州省作协结合人民群众对精神文

化产品需求的新变化，大力推动影视文学创作及

文学的影视转化，取得一系列突出成果。贵州作

家创作、制作的电视剧《伟大的转折》获中国电视

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花繁叶茂》获中美电

视节“中华文化传播力奖”、电影《极度危机》获巫

山神女杯艺术电影周优秀故事影片奖。《云上绣

娘》《二十四道拐》《突击再突击》《勇敢者之密战乌

江》《星火云雾街》等一系列贵州作家创作、制作的

电视剧先后登陆央视一套或八套，获得广泛好

评。贵州作家改编文学作品拍摄的电影《百鸟朝

凤》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金鸡奖”和“华表

奖”，民族题材电影《碧血丹砂》等一批贵州作家创

作的电影登陆全国院线，展示了贵州文化魅力。

影视剧本《苗乡儿女》获第28届金鸡百花电影节

“民族电影之夜”创意剧本奖，剧本《春天移民路》

获第五届“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铜奖和第三届西

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特别奖，剧本《仡乡绣娘》获

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百花奖少数民族题材最佳

电影剧本奖提名，动漫连续剧《聪明的甲金》获第

十三届中国国际动漫节“金猴奖”提名，同名故事

集获贵州省“五个一工程”奖，贵州影视文学创作

呈现出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贵州省作协聚焦时代重大主题，结合贵州改

革发展成就和优势文化资源，大力实施“作家+”

工程和“走进全面建设现代化现场，记录书写多彩

贵州新精彩”三年行动，组织引导作家走在时代前

沿，创作了一系列现实题材、红色题材、民族文化

题材文学精品。创新推出“作家创作室”创作模

式，以贵州知名作家为负责人，其他中青年作家为

成员，成立了一批作家创作室，通过集体创作的形

式进行领题创作。贵州作家创作的报告文学作品

“脱贫五部曲”《花繁叶茂——倾听花开的声音》

《报得三春晖》《看万山红遍》《悠然见南山》《江山

如此多娇》全部在《人民文学》头条发表。报告文

学《在路上》获《民族文学》2018年度头条推发，

《迎香记》作为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特选作品

登上《人民文学》。组织作家创作了《蝶变》三部曲

之《乡场上下》《大娄山》《一个也不落下——贵州

易地扶贫搬迁纪实》《贵州时速——贵州高速铁

路、高速公路、航空航运发展之路》等一系列重大

题材报告文学或长篇小说。围绕贵州脱贫攻坚先

进人物，组织作家创作出版了纪实文学作品集《第

一书记——贵州决胜脱贫攻坚先进群像》，动员全

省各级作协创作了大型报告文学丛书《历史的丰

碑——贵州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大纪实》，按照一部

作品概述全省，九部作品分述各市州的1+9叙述

体系，展示了脱贫攻坚贵州战法，营造了宏大的宣

传声势。通过积极组织引导创作，贵州文学界诞

生了一批优秀作品，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贵州

作家创作的小说《傩面》获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报

告文学《海雀，海雀》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贵州省作协被中国作协评为

2020年度“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先进集体。

注重人才发掘培养 努力建设好
各大文学阵地

围绕人才培养，贵州省作协大力实施青少年

作家培育“山花绽放”工程，通过一系列富有成效

的举措，成功打造了一批文学人才发掘培养方面

的品牌工作项目。实行省级会员集中颁证制度，

组织新入会会员作家中的青年代表召开座谈会，

集中颁发会员证，增强了会员的荣誉感、使命感。

推行了“文学传帮带”导师制，从省内有一定知名

度的作家、评论家中聘请16人作为文学导师，挑

选部分青年作家作为学员，建立了一带多的“传帮

带”关系，通过线上线下指导相结合的方式开展

“传帮带”，帮助学员理清创作思路、提高创作水

平，增强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被贵州省

目标考核办评为2020年度创新项目三等奖。创

办了贵州省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和高端文学培训品

牌“山花写作训练营”，与民族宗教部门合作，每年

举办一届贵州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改稿班，成为加

强本土作家培养的三大重要文学培训项目。自

2016年起，组织开展了“贵州作家进行时”系列征

文评论活动，每年围绕主题开展征文，通过组织作

家、评论家评读新人新作，在五年时间里为贵州发

掘和储备了一批文学人才。

贵州省作协以下属两个公开文学刊物《山花》

和《南风》为重点，统筹贵州省作家协会网、多彩贵

州·文学网等网络平台，大力强化文学阵地建设。

通过组织名家稿件，发表了一批国内著名作家、诗

人的作品，在《新华文摘》《小说选刊》等权威选刊

或年度选本上始终保持较高选载率，确保了《山

花》高质量出刊。依托《山花》开办“山花写作训练

营”文学培训，推动在省内外建立了一批山花文学

创作基地，扩大了刊物影响力。《山花》被评为

2018年贵州省文化产业“十佳品牌”，并进入北京

大学2020版中文核心期刊目录。持续推进《南

风》青春文学路线办刊，依托《南风》杂志在省内外

高校广泛开展“青春文学大赛”，凝聚了一批忠实

读者。开展版权交易工作，发掘了一批新人作家，

构建了南风版权书库，进一步扩大了《南风》在青

年读者中的影响力。充分发挥《南风》在广大青

年中受众较广的优势，推动建设“南风录”微信公

众号平台、“南风录”手机APP等，促进了新媒体

业务发展。在办好面向全国的文学刊物同时，积

极做好本土文学刊物《贵州作家》的编辑出版工

作，切实做好贵州省作家协会网和多彩贵州·文

学网内容建设，一批文章被学习强国等重要网络

平台转载，充分发挥了阵地作用，起到了良好宣

传效果。

积极开展文学活动 营造更加活
跃的文学氛围

五年来，贵州省作协积极组织开展各类文学

活动，带动省内外作家、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文学阅

读、交流、创作，有效活跃了社会文学氛围。广泛

组织采风创作活动，深入基层举办了“中国百名作

家走进贵州”等一系列采风，承办了《民族文学》

维吾尔文版作家翻译家培训班暨多民族作家看

黔南等采风活动，推动省内外作家看贵州、写贵

州，促进了文学创作。围绕重大历史时间节点，

举办了改革开放40周年贵州文学发展研讨会、

新中国成立70周年贵州文学研讨会、“建党百年

贵州文学研讨会”等，围绕重要主题举办了“《江

山如此多娇》作品研讨会”“丰碑·贵州脱贫攻坚

之路”文学研讨等，活跃了文学氛围。积极开展

“请进来”文学交流，成功承办第五次汉学家文学

翻译国际研讨会，接待来自24个国家的39名汉

学家及一批国内著名作家，并在会上特别设置了

贵州文学推荐环节，有效扩大了贵州文学影响

力。承办第38届世界诗人大会暨采风活动。特

别邀请30位国内外著名诗人，成为中国大陆地

区承办的第一届世界诗人大会。承办第十四届

全国文学院院长联席会议等重大文学交流活动，

有效展示了多彩贵州良好形象，增进了文学交

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积极组织文学活动，营

造文学氛围。创新开办文学讲堂“精读堂”及阅

读分享视听节目“领读者”“朗读贵州”“好声阅

读”等，凝聚了一批爱好文学的群众，获得社会广

泛好评。其中，“精读堂”荣获2017年贵州省全

民阅读活动“创新奖”，为贵州文学事业进一步发

展培植了丰厚的社会土壤。

新时代新时代
新篇章新篇章

迎接第十次全国作代会

中国作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的五年

里，青海省作家协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习近

平总书记视察青海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党对

文学工作、作协工作的领导，坚决贯彻党的文艺

路线和方针政策，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强化政治引领，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开展主题实践创

作，加强队伍建设，推进精品创作，深化文学服

务，在守正创新中奋力推动青海高地文学向文学

高地的跨越。

高举旗帜 立心铸魂

青海作协把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切实加强

文学界理论武装和思想政治引领。在省文联党组

领导下，在驻会工作人员中扎实开展“两学一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党史学习教育活动。承

办中国作协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工作座

谈会重要讲话青海培训班，在青海作家网、《青海

作家》开设“学习十九大精神”专栏，转载重要学

习文章，发表作家学习十九大心得体会文章，营

造了浓厚的学习氛围。在“青海文学周”期间主办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训班，组

织中国作协会员、全体委员、主席团成员、党员作

家、少数民族作家、网络作家及青年作家等作家

群体开展理论培训、辅导讲座、交流座谈，引导广

大作家不断增强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

本方略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五年中

累计培训作家1200余人次，覆盖全省各州县、各

行业中青年作家。坚持高举旗帜、立心铸魂、正本

清源、守正创新，各民族作家为时代放歌、为人民

书写的信念更加坚定，行业内正气充盈、士气高

昂、文气馥郁。3名作家被评为青海省第四届“德

艺双馨”文艺工作者，1名作家被评为全省最美文

艺志愿者。

“深扎”引领主题创作 真情讲好
青海故事

青海曾是脱贫攻坚主战场，当前正在深化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省建设和打造全国乃至国际生

态文明高地，这为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

题实践提供了广阔天地。省作协认真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及省委、

省政府战略部署，持续深入开展“扎根沃土、笔耕

高原”“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采访创作活动9

次，组织121名作家深入玉树、果洛、黄南、海南、

海北、海西6个自治州和海东市及青海油田、青海

盐湖集团，聚焦脱贫攻坚、生态保护、民族团结进

步主题，驻留在牧场、村庄、产业园区、创业基地

和生产车间，采访农牧民群众、基层干部和一线

工人，创作出记录攻坚进程、反映时代精神、讲述

青海故事的三部作品集《新青海的容颜》（脱贫攻

坚主题）、《青海，我的家园（第二辑）》（民族团结

进步主题）、《青海生态文学作品集》（生态保护主

题），由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积极承办中国作协

“我们向着小康走——中国作家玉树行”主题采

访活动，多位作家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乡

镇村社，采访书写全州人民在党的领导下重建家

园、脱贫致富奔小康的生动故事。组织4名作家参

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中国一日·美好小康”“中

国一日·工业兴国”采风创作活动，创作了多篇表

现脱贫攻坚和工业发展的优秀作品。2020年青海

作协被中国作协评为创联工作先进集体，1名作

家获中国作协“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主题实践先

进个人。此外，十余位作家主动“深扎”到荣获“全

国脱贫攻坚楷模”荣誉称号的互助土族自治县班

彦村及三江源国家公园、全国援青一线等地区和

部门采访创作。

组织“中国梦”主题创作，讲述新时代青海故

事。青海作协和省委宣传部、青海日报社联合举

办了7届“中国梦·青海故事”征文活动，参与作者

达1000余人次，评选出116篇获奖作品，出版《中

国梦·青海故事》作品集3辑。

壮大创作队伍 完善梯队结构

发展会员重质控量，会员规模稳步增加，创

作水平逐步提升。五年间新增省作协会员416人、

中国作协会员35人（占全省现有中国作协会员总

人数30%）。作家队伍中基层作家、少数民族作

家、40岁以下青年作家逐年增加，梯队结构更趋

完善。

重视作家政治理论培训和知识更新。五年

来，先后推荐55名作家到鲁迅文学院高级研修

班、鲁迅文学院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培训班、中国

作协网络文学中心、鲁迅文学院浙江高研班等不

同班次深造学习。开办中青年作家读书班、少数

民族藏语文学创作翻译培训班、《青海湖》重点作

者读书班、“深耕黄河文化、厚植青海故事”主题

培训班等共7期，邀请省外著名作家、编辑29人，

省内作家、专家19人授课，培训作家400余人次。

强化对网络作家的组织与服务。立足成员少、

成立网络作协条件尚不具备的实际情况，及时设

立网络文学委员会，加强组织，确保服务职能到位。

召开网络作家座谈会，形成共识，凝聚力量。在青海

日报以专版形式推介网络作家、作品，增强网络作

家归属感和职业荣誉。与共青团青海省委共同举

办青年网络作家“网著梦想”沙龙，系列活动将30

余名网络作家团结到作协大家庭中，青海网络作

家队伍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到多的突破。

特色鲜明、亮点突出 创作成果丰富

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政治高度引

领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突出特色，培育亮点。青海

民族众多，各民族历史文化悠久灿烂，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争奇斗艳。省作协切实担负起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

使命，通过推进少数民族文学事业健康发展，为

创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提供文学动力、培养文

学人才、创新文学成果。280余名少数民族作家参

加各类培训班，21名少数民族作家加入中国作

协。分别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化隆回族自治县、互

助土族自治县、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等地组织

召开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文学创作

会议，加强对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政治引领，研

讨重要少数民族作家作品，规划未来五年创作。

编辑出版《青海湖》藏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

古族文学作品专号5期。积极完成中国作协“汉译

民”藏语卷（2016五卷本）翻译、编辑、出版工作。

开展“汉译民”精品图书进学校、进寺院活动，向

玉树州寺院、青海民大藏学院、青海师大民族师

范学院、隆务大寺、黄南州民族中学、塔尔寺等十

余家单位赠送中国作协“汉译民”精品图书共

1000套5000册。联合举办两届“我和我的祖国”

藏语短篇小说有奖征文。与青海人民出版社共同

编辑出版《青海世居民族经典记录丛书》（含藏

族、回族、土族、撒拉族、蒙古族共6卷）和《青海世

居民族少儿长篇小说丛书》（《天敌》《雪豹王子》

《蓝月亮》《小牧马人》《阿里和穆巴奇遇记》《天边

的彩虹》共6部）。少数民族作家队伍不断壮大，创

作成果突出，成为青海文学的亮点。梅卓的长篇

小说《神授·魔岭记》、拉先加的中短篇小说集《睡

觉的水》（藏文）、龙仁青（翻译）获第十二届全国

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使青海省获得此奖作

家达到22人。古岳的长篇报告文学《冻土笔记》获

第八届徐迟报告文学奖，索南才让的小说《哈桑

的岛屿》获第四届青铜葵花儿童小说奖金葵花

奖。15部作品获得少数民族文学重点作品扶持，3

部作品获得中国作协少数民族“民译汉”出版扶

持工程。2部作品获得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之星丛

书项目。

组织申报文学扶持项目，编辑出版精选作

品，强化对创作的引领和服务。积极组织作家作

品申报中国作协系列扶持项目，一批优秀选题获

得扶持：4部作品获得中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14

位作家获得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4名作

家获得浙江作协签约作家项目，1部作品获得中

国作协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1位作家获

得中华文学基金会第二届茅盾文学新人奖，1位

作家作品获得省十一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奖。

编辑出版文学图书，整体推出作家最新佳

作。出版《青海文学十年精选》（6卷）、《野牦牛翻

译文学十年精选》（4卷），精选259名作者最新优

秀文学作品（含藏译汉）300余篇（首），基本囊括

各文体代表性作家的代表性作品。一大批作家与

作品在国内文学界崭露头角，《丙申年》《麦仁磨

快的刀子》《天湖》等30余部作品获得省级文联

（作协）、出版机构文学奖项。创作出版作品150余

部，在省级以上文学刊物发表1100余篇。

以培训、研讨促进创作。举办中青年作家重

点作品改稿班、少数民族作家读书班等多种培训

班，会诊10位青年作家创作中的作品，组织《丙申

年》《西进！西进！》《黄河从这里拐弯》等作品研讨

会，召开网络作家对话会，为《黄河传》《金玉斗》

《昆仑圣殿丛书》《干净的雪》《醒》等15部作品组

织出版分享会。系列培训和研讨会促进了作家和

评论家的广泛交流，有力引导了创作。

加强平台建设 扩大内外交流

举办重要文学活动和评奖活动，扩大青海文

学界对外交流。举办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青海国

际诗人帐篷圆桌会议，通过主题对话会、朗诵会

等形式，加强省内外、国内外诗歌创作交流。举办

第二届、第三届昌耀诗歌奖评选活动，编选出版

《高车——昌耀诗歌图典》，举办纪念昌耀逝世20

周年座谈会和昌耀经典诗歌朗诵会，搭建起青海

文学新的对外交流平台。协办全国六五环境日国

家主场系列活动“繁荣生态文学、共建美丽中国”

文学论坛及“大地文心”生态文学作家采风青海

行活动。组织省内外作家在青海湖流域、河湟地

区开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题文学采风活动。

浙江、青海作协交流活动持续深入开展、结

对帮扶巩固发展。8名青海学员参加浙江作家高

级研修班培训，2名青海作家签约浙江文学院。

“浙江作家海西行”“觅踪海上丝路”等主题文学

交流与采风活动成效丰硕，在作家培训、期刊交

流、创作采风等方面都有新举措，取得了新成绩。

新增6对基层作协结对，使两省州、

县级作协结对达到14对。

拓展和深化全省文学交流平台。

不断丰富创办已满12年的青海文学

周内容和形式，以“青海精神高地与

文学创作”“时代使命与文学担当”

“深耕黄河文化、厚植青海故事”为主题，展示文

学工作成果，强化创作引领，促进基层作协组织、

全省作家、文学内刊之间的交流，加强中青年作

家培训，成为重要的省内交流平台。

延伸服务触角 抓好文学惠民

与社会各单位合作开展文学活动，满足不同

群体的文学需求。联合举办李南公益诗歌讲座、

文学小分队进校园文学志愿服务活动、中国诗人

茶卡盐湖采风创作、“百年华诞、放歌青海”庆祝

建党100周年全国诗歌大奖赛、残疾人“飞鸟杯”

朗读者诗歌大奖赛、“青海移动好故事”纪实作品

征文、“家风家教你我他”征文等活动，推广“全

民阅读”活动和“书香社会”，倡导爱残助残、保

护生态、快乐写作等良好风尚，产生了良好的社

会效果。

基层作协组织不断壮大，共同奋进的良好格

局初步形成。相对而言，青海基层作协组织建设

起步晚、困难多。这五年是市（州）、县（区）作协

组织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段，实现市（州）级作协全

覆盖，县（区）作协覆盖60%，扩大基层作协负责

人在省作协委员会任职比例，定期召开基层作协

主席联席会议，形成了“自主工作、一呼即应”的

紧密协作工作格局。

今后，青海作协将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高举旗帜，带领全省各族作家，聚焦主责主

业，全力抓好创作和服务，努力建构青海文学高

地，为青海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打造全国

乃至国际生态文明高地作出新贡献。

在守正创新中努力建构青海文学高地在守正创新中努力建构青海文学高地
——青海省作家协会五年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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