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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九届全委会工作报告和《章程（修正案）》在代表中引起热议

杜学文：

工作报告生动具体地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文艺工作的一系列重要论述。报告回顾了
党中央对文学工作的关怀和支持，以及寄予的
厚望。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总结五年来的工作，中国文学的发展与我
们时代的发展要求是同步的、一致的。工作报
告对新时代中国文学应该有什么样的姿态，有
什么样的品格，从八个方面进行了阐释。我认
为这个阐释是非常深刻的，具有理论引领意
义。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也是极为振奋人心
的。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报告提出的各项工
作落到实处，抓出成效，以实际行动为民族复兴
作出文学的贡献。

李一鸣：

工作报告以新时代新征程历史方位为坐标，
心系“国之大者”，胸怀“两个大局”，把握历史主
动，将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置于民族复兴伟业的
时代背景下，置于文化强国建设的庄严征程中，
置于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促进人民精神富裕、增
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价值体认里，全面诠释了新时
代文学的内涵、方向、原则、使命，体现了中国作
协主动认领党和人民赋予的新使命、新任务的大
格局，呈现了文学事业主动自觉服务大局、服务
时代、服务人民的大气象。

李青松：

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作协的工作进行了全
面总结和回顾，提出了新时代文学的任务和要
求，阐述了新时代文学是怎样的文学，观点鲜
明，论据充分，情感饱满，鼓舞人心。我特别注
意到，报告还讲到了生态文学所展现的新视野
和新空间。作为一个生态文学作家，我颇感欣
喜。我将坚守文学理想，从人民的根本立场出
发，追求艺术创新，书写新时代人与自然的关系，
呈现山河之美、生态之美，用生动的生态故事诠
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人与自然是生命
共同体”的生态文明理念，为建设美丽中国助力。

吴志良：

这份工作报告准确领会、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精神，将五点希望落实到工作计划当
中，报告中提出的八项使命要求，也是我们全体
文学工作者的工作目标，我们应该在各自的岗
位、各自的领域、各自的作用中发挥所长，为文学
事业、为作协的工作出谋献策尽力，为民族复兴
作贡献。工作报告强调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我的理解是，文学作为公共产品，要适应时代的
发展，创作更多人民需要、喜欢的作品。对外传
播中国文学、讲好中国故事、提高文化软实力，也
是工作报告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作报告中提到
构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目的，就是要搭建平
台，推动中国文学与海内外文学的对话、交流、合
作，扩大中国文学的国际影响力。

熊红久：

过去五年，中国作协带领广大文学工作者投
身伟大时代、响应人民期待，取得了骄人的成绩，
令人振奋。工作报告为推动新时代各民族文学
共同繁荣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明确
了方向，树立了目标，具有方向性和前瞻性。工
作报告站位高、内容实、覆盖广，有目标、有方法、
有路径，为基层作协和文学工作者提供了遵循，
必将激励广大作家踊跃投身于为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贡献文学力量。

齐雅丽：

工作报告紧紧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
要讲话，主题鲜明，政治站位高，谋划布局实。对
五年来文学事业所取得的成绩进行了全面务实的
总结，明确了新时代文学的使命任务和要求。特
别是旗帜鲜明地发出了动员和号召，进一步阐明
了在中华民族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的新的历史起点上，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
必须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奋力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次仁罗布：

报告里明确地写出了“新时代文学”，我们的
文学创作就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服务，
要求作家们深入到火热的生活中，感受人民群众
追求美好生活的奋斗历程和精神图谱，为中国故
事立心、为中国精神赋形。报告要我们以高度的
文化自信，从传统里汲取养料，以更加宽阔的胸
襟，书写人类共同价值追求，写出具有中国气
派、中国风范的文学作品来。报告对少数民族
作家也提出了很具体的要求，新时代文学是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
家园的文学。

肖克凡：

工作报告总结全面，内容扎实，重点突出。“高举
伟大旗帜，坚定正确方向”，充分说明五年以来中国
文学界的政治站位，没有辜负党对广大文学工作者
的期待。广大作家投身火热生活，置身时代洪流，以
笔为帜讴歌伟大时代，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尤其深
入脱贫攻坚第一线，拿出影响广泛的文学成果，用

实际行动证明，谱写新时代，中国作家没有缺席。

许春樵：

报告中有几个关键词令人耳目一新。一是
新时代文学，这是文学发展新的界定、新的表述，
也是文学史的新概念。二是新时代文学“有力证
明文学的地位、价值、尊严”，主动融入现代传播
格局，打破自我循环，延伸文学作品的传播空间，
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三是新时代文学

“尊重和鼓励个性化创造”，在“双百”方针的原则
下，坚持学术民主、艺术民主，不同观点和流派可
以充分讨论，切磋互鉴，以多样性、丰富性、包容
性展示文学的繁荣。

杨少衡：

工作报告充分体现了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文艺工作的历
次重要讲话的特点。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的工
作做出总结，并对今后的工作进行部署，是一个
精神突出、主题明确的好报告。

江 子：

通过听取这次工作报告，我理解新时代文
学，是延续革命文学、新时期文学、改革开放文学
精神血脉的文学，更是对应新时代发展、体现新
时代精神要求的崭新文学。它的任务，是充分
反映新时代的国家命运和人民心声，刻画新时
代的人物群像，书写新时代的精神图谱。作为
江西的文学工作者，我将以新时代文学为目标，
引导江西红土地的作家们，加入这激情四溢的合
唱之中。

闫宏伟：

工作报告对新时代文学的任务和使命进行
了科学的规划，让代表和所有的作家产生一种期
待：成为书写人民生活、讲述中国故事的实践者，
成为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者。宁夏作
协会继续大力推进“到人民中去”的文学实践活
动，并以此要求去贯彻落实青年作家培养、重大
题材创作等方面工作。

刘建东：

工作报告为我们描绘了新时代文学的蓝图，
全面梳理了新时代文学包含的内容，是我们创作
的理论支点和支撑，是未来一段时期指导文学工
作的重要依据。报告给我们指明了新时代文学
的方向和基本遵循。主线就是要反映新时代，书
写中华民族的新史诗。工作报告把什么样的文
学才是时代的需要，才是社会的需要，才是人民
的需要，讲得明白透彻。

薛卫民：

工作报告是对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的生动回
应，报告的主题是今后中国文学发展的大方
向、大纲领。报告为新时代的文学指明了发展
方向、指明了发展道路。持续推进精品计划和
作品打造工程，对于文学工作有很大意义。中
国文学不仅应该关注多不多，更应该关注好不
好。我们要用切实的行动、有效的举措，才能
对得起作家这个职业，对得起这份责任和荣誉。

李 琦：

报告诚恳、丰富、深邃，既是对过去五年作协
工作进行了精确的总结，又对新时代文学的使命
进行了阐述，进而提出了希望和要求。书写民族
新史诗，在此，中国作协吹响了集结号。这个报
告将成为重要的引领。一个作家的根基、襟怀、
器量永远是重要的。作家要尽自己的本分，要关
切国家的命运，更要始终记住：人民至上。我们
要以担当、奉献、创造的精神，真诚地书写时代的
丰富和雄浑，写人间的欢喜与忧伤。以我们自己
的笔，为所经历的时代留下印记。写出那种有人
间烟火、大地气息，散发中国味道的好作品。

熊育群：

报告提出新时代文学以人民为中心，这是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生活就是人民，人民就是生活”
的讲话精神，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学表现的
主体，新时代文学把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作为根本
立场和方法，这是文学创作的不二法门。工作报
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作协工作，我们的文学事业
取得了无愧于时代与人民的成绩。其中一些重要
的文学创作活动给我留下了美好而难忘的记忆。

简 平：

工作报告全面展示了五年来中国文学创作
所取得的成绩。从我个人来说，在这五年中，我走
出书斋，走向社会，走向人民群众，走向现实生
活，自觉践行“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开阔了自己
的眼界和胸怀，一个作家能够加入恢宏的“人民
史诗”的写作，既是一种光荣，也是一份责任和使
命担当。我在创作实践中，确实感受到“人民就是
生活，生活就是人民”；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的位置，才能准确地描绘人民的精神，揭示生活的
本质。我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作为根本立场和方法，为中国故事立心，为中
国精神赋形，并向新时代文学高峰奋力攀登。

高洪雷：

工作报告提出了新时代文学的命题和定位，

发出了“文学在伟大历史进程、重要历史关头始
终在场，不负担当”的庄严承诺，显示出中国作协
强烈的使命担当和坚定的文学自信。置身新时
代文学的广阔天地，我将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下决心创作出无愧于时代、人民和民族
的文学精品。

蒋登科：

工作报告对过去五年中国文学发展所取得
的成就做了回顾和总结，涉及到创作、研究、编
辑、出版、组织等诸多方面，既全面宏观，又抓住
了重点。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作协对文学发展的
历史是熟悉的，对文学发展的动力、方向、目标是
明晰的，推动文学发展的措施是周全而有效的。
因此，这是一个有高度、有温度、有厚度、有向度
的工作报告，也是一个用心用情、具有可操作性
的报告，只要我们用心用力去实施，定然能够在
新时代文学的发展中作出新的贡献、取得新的成
绩，为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发挥独特的文学力量。

龙仁青：

工作报告以“新时代文学的使命任务和要
求”作为一个专门的章节，用较长的篇幅描述了
新时代文学恢宏的样貌，其中专门提到了新时
代文学里重要而不可分割的民族文学。什么是
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故事”，我的理解是，那一定是
有鲜活的“中国元素”的故事，这样的文化元素，自
然包括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它具有强烈的辨识
度。我们作家应该下功夫去了解和懂得中国传统
文化，不断“深扎”，在火热的生活中去打捞和提
炼创作素材，创作出真正的“中国故事”。

师力斌：

工作报告全面扎实、求新务实、视野宏
阔，信息量很大，立意很高，需要我们好好学
习领会。其中一个亮点是提出推动文学高质量
发展，说到当前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即
文学精品创作这个关键点，表明文学将从多向
精转变。作为一名文学编辑，深感身上的责任
之重，也特别能体会到高质量文学对当代中国
文学的重要性，特别能体会到经典文学之于文
学生态的魅力。

罗 勇：

工作报告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话，深入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党中央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的决策部署，全面
回顾总结了过去5年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发展，
精辟分析了新时代中国文学面临的使命任务和
时代要求。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
国文学的初心和使命，围绕推动文化强国建设、
促进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命题，从多
个方面科学规划了未来五年文学事业发展和作
协工作，其中有许多亮点。

刘复生：

工作报告是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
重要论述的指引下，具体清晰地描述了新时代文

学的蓝图和规划。报告的第二部分，深刻论述了
正在形成中的新时代文学的目标、形态和世界性
情怀等，给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方向。

张新科：

听了工作报告后，我为中国作协过去五年活
力奔涌、创新开拓的斐然成绩感到由衷自豪。
我完全赞同报告对新时代文学的使命任务从
八个方面进行的阐释，认为其不但揭示了文学
创作的规律，而且指明了今后文学创作的方向。

哲 贵：

工作报告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的作协工
作，最主要的是对新时代文学的使命和任务提出
了要求和部署。报告内容丰富、重点突出、主题明
确，从历史、现实和未来的维度，对作家的写作提
出了新的要求。我个人的感受主要是两点：一是在
新时代，作家面对新的历史挑战和机遇，对世界要
有新的认识，要有新的世界观，以新的文学手法，
把握和表现新的世界；二是作为一个中国作家、一
个浙江作家，在新时代，如何将民族文化、中国故事
和地方特色有效地结合起来，写出有高度、广度和深
度的作品，写出无愧于个人也无愧于时代的作品。

赵 瑜：

工作报告对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做出
了回应，并对作协过去五年成绩进行了总结。让
我感触颇深的是，报告中提出新时代文学应该以
创新为动力，勇于拓展新空间、塑造新形态。这
是对作家的极大鼓励，为创作提供了空间。在一
些问题没有答案的时候，我们要打开视野，不要
拘泥于以往的思路，文学可以温和地关注一些有
价值的话题并进行有前瞻性的探讨，文学创作要
不僵化、不停滞，这是我们的责任。

卓 今：

工作报告体系庞大，思想深刻，逻辑严密，文
采斐然。许多观点让我深受启发和教育。报告
全面地回应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
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总结了过去五
年的成绩，并站在新发展阶段的历史高度，明确
了今后的任务和发展目标。作为从事文学理论
与评论的工作者，报告中对批评家的要求和期
望，让我感到一种紧迫感。文学批评还有很多工
作要做，要提升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修养，加强
理论联系实际，扎根文学现场和文学现实，抵制
评论界不良风气，持续倡导说真话、有真知灼见
的文学评论。

潘红日：

作为一名基层文学工作者，我有幸参与了脱
贫攻坚从精准识别到精准施策、再到摘帽验收的
全过程，亲眼见证了精准扶贫给中国农村带来的
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亲眼目睹了驻村干部、基
层一线同志勇于担当、默默奉献的感人场景。听
完工作报告，我备受鼓舞。未来我将更加自觉投
身伟大时代，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创作以乡村振
兴、基层治理、民族团结等为题材的作品。

颜水生：

工作报告深入领会和贯彻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讲话精神，尤其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的论述令我印象深刻。
作为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者，我们不仅需要深厚
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而且需要深厚的传统
文化修养。

刘金龙：

工作报告回顾过去五年作协工作和文学事
业的壮阔成绩，又从新时代的高度出发，对我国
文学事业、文学创作者提出任务和要求。报告多
次提到网络文学，这让我备受鼓舞。网络文学已
经是新时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是中华文
化对外传播的重要支撑，站在新时代的浪头，我
们网络作家更要勇于承担历史和人民赋予的使
命，写好作品，写出精品，以“国之大者”的气魄和
毅力，凝心聚力，披荆斩棘，用手中之笔，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郑 伟：

报告中多次提到了网络文学和网络作家，还
提到过去五年中国作协关于网络文学的一些工
作举措，这让我深有感触。作为一个网络作家，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在努力让别人
尊重和认可我们的这份职业，而这一切都在过去
的五年内实现了。这既是肯定，也是动力。作为
青年作家，我们应该把握好时代的脉搏，坚持以
人民为中心的创作理念，努力提升创作质量，以
文立魂，以文化人 ，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完成组
织赋予我们的使命任务。

常延霞：

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五年的作协工作，内容
全面而激动人心。作为晚辈，我听到前辈们取得
的成绩，职业荣誉感更强。我是时代的受益者，因
为互联网的蓬勃发展，我成为一名网络作家，开
始了创作生涯。我用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寻找自己
的定位，听了工作报告，我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
向：为时代立传，写贴近生活的悲欢，讴歌为国
尽忠的英雄，以高质量的作品回报时代的给予。

12月15日，参加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分组对张宏森

同志代表中国作协第九届全国委员会所作的题为《高举伟大旗帜 全面推进

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的工作报告和

《中国作家协会章程（修正案）》进行了审议。以下是代表们的发言摘要。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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