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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国家版权局公
布了2022年中国版权金奖获奖名
单，包括作品奖6个、推广运用奖5
个、保护奖5个、管理奖4个。中国
作家协会社会联络部权益保护处荣
获保护奖。该奖项是国家版权局与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开展中国版
权领域内评选的唯一国际性奖项，
也是国内版权领域的最高奖项。这
份沉甸甸的荣誉肯定了中国作协权
益保护办公室（以下简称权保办）在
保护作家合作权益、推动作品衍生
转化方面的责任担当和工作成效，
同时也为权保办深化著作权保护与
开发工作、持续进行有益探索和创
新实践提供了新的动力。

今年4月26日是第23个世界
知识产权日，权保办于4月举办了
第三届“著作权保护与开发主题月”
活动。主题月活动牢牢把握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主题教育“学思想、强党性、重
实践、建新功”的总要求，致力于拓
宽文学发展空间，激发文学创新活
力。活动贯穿4月始终，涵盖了著
作权保护与开发的各个方面，取得
了丰硕的成果。

4月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中国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合作五十
周年纪念暨宣传周主场活动致贺信
指出，中国始终高度重视知识产权
保护，深入实施知识产权强国建设，
加强知识产权法治保障，完善知识
产权管理体制，不断强化知识产权
全链条保护，持续优化创新环境和
营商环境。权保办认真学习贺信精
神，坚定文化自信，把著作权保护工
作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倍加珍视作
家朋友丰沛的文学资源，力求让更多文
学作品活起来，更好惠及广大作家和文
学爱好者。

本届主题月在启动筹备阶段就引
起了广泛关注，梁晓声、王跃文、徐则
臣、刘亮程、李骏虎、王松、刘建东、葛
亮、江子、铁流、蔡骏、蒋胜男等近200
位作家与“中国作协社联部”微信公众
号的热心粉丝，共同参加了权保办举办
的签名征集活动，更有100余名粉丝在

活动后台留言。这真实反映了广
大作家和文学爱好者对于文学事
业发展及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工作
的真心期盼和坚定支持。权保办
将这些签名制作成签名墙，在中国
作家网和微信公众号上发布，结合
专门绘制的宣传海报，为主题月的
启动拉开了生动的序幕。

主题月期间，权保办与国家广
电总局电视剧司继续加大贯彻落实
双方合作协议力度，就前一阶段推
荐的文学作品转化影视积极沟通协
调，推动更多文学作品向影视、网络
剧、网络电影转化。4月9日，中国
作协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委员会与中
国传媒大学中国故事研究院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文学转化
影视产品学术研究，征集中国故事
主题相关作品，组织开展编剧、导演
等人才培训，研讨当前文学影视转
化状况和发展趋势，组织孵化成果
推介等活动。4月21日，权保办和
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基于国家级版
权交易保护联盟链共建的全国文学
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正式启
动。该平台自2022年3月上线试
运行以来，已有近800位作者登记
优秀作品近3000部。通过与国家
广电总局、中国传媒大学中国故事
研究院、上海文化产权交易所等机
构的合作，打通文学与学术研究、文
化市场的关系，通过作品征集、人才
培养、版权保护、衍生转化等多种合
作机制，为广大作家提供版权全链
条保护和价值守护，推动文学文化
市场新业态发展。

4月21日，在中国作协首届全
民阅读季启动当天，首批通过全国

文学作品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转化
的文学改编影视作品《靠山》《芬芳大
地》《河豚计划》、首批数字出版作品《陇
山塬》《红色的宣言》《孟婆传奇》等，经
国版链登记分发与相关影视、出版企业
签约。作为高质量作品的衍生转化地，
著作权保护与开发平台有利于将优秀
作品推向影视等其他内容产业市场，
为文学作品的数字化开发提供强有力
支撑。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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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5月27日至29日，由中国作家协会、
浙江省人民政府、杭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2023
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在浙江杭州举行。中国作协党
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浙江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胡伟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浙江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
长来颖杰主持开幕式。来自世界各地的知名网络作
家、网络文学行业代表、专家、读者等近300人参加。
文学周期间举办了网络文学国际传播论坛、中华文
化走出去座谈会、网络文学产业博览会、网络文学国
际传播工作协调推进会等活动，助力中国网络文学
更好地扬帆出海、破浪前行。

胡邦胜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加速演进，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深刻重组。
网络文学要坚持问题导向，加强统筹规划，抓住机
遇，乘势而上，充分发挥独特的传播优势，推动更多
体现中国精神、中国价值的网络文学精品走出去，引
领世界文化产业发展潮流，铸就当代中国文化的新
辉煌。本次国际网络文学周以“多彩亚洲 精彩世
界”为主题，就是要在深耕亚洲地区的基础上，提升
网络文学的国际传播能力，推动网络文学成为世界
级文化现象。希望大家利用这次两年一度的难得盛
会，加强交流，形成共识，凝心聚力，努力提升网络文
学国际传播能力，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促进世
界文明交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胡伟表示，网络文学是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新载体和新亮点，加速推进网络文
学国际化发展正当其时。要创作出更多思想深刻、艺
术上乘、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网络文学精品佳
作，让更多的外国读者了解中国、认识中国。

开幕式上，中国作协发布了《中国网络文学在亚

洲地区传播发展报告》。报告总结了网络文学国际传
播发展情况，突出展示网络文学在亚洲各地的传播
现状、发展特点和传播路径等。

报告显示，中国网络文学已向海外输出网络文
学作品16000余部，海外用户超过1.5亿人，主要覆
盖北美和亚洲地区，亚洲地区市场约占全球60%，其
中东南亚传播效果最好，约占海外传播的40%。

报告指出，网络文学在亚洲的传播总体经历了五
个阶段：中文发表出版阶段、翻译出版传播阶段、翻译
在线传播阶段、IP开发阶段、建立海外生态阶段。主要
以实体书出版、翻译在线传播、IP转化传播、建立本土
生态、投资海外市场五种方式进行传播。

报告同时显示，亚洲地区海外读者年龄多在35
岁以下，“95后”群体是阅读主力军，占比超过一半。
本科学历读者约占60%，女性读者约占60%。印度尼
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等东南亚、南亚国家读
者占比80%以上。亚洲地区本土化写作的海外作者
年龄主要集中在25岁至40岁之间，以“80后”群体
为主力，女性占比近70%。

开幕式上还对在网络文学国际传播中作出突出
贡献的网络作家和网络文学平台进行了表彰。

阅文集团首席执行官侯晓楠，网络作家代表烽
火戏诸侯、天蚕土豆、孑与2，浙江省作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叶彤在开幕式上先后作专题发言。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和文化，因为一个个好故事
聚在一起，有共同的话题、情感的连接、文化的交汇，
这就是网络文学的魅力。”侯晓楠表示，网络文学具
有强大的感染力和传播力，突破语言和国界，像种子
一样在广阔土壤里落地生根。在优质内容和产业模
式的推动下，网络文学已经成长为世界性的文化现

象。他同大家分享了阅文的出海战略和举措：持续
探索创新技术与运营体系，提升网络文学出海效率；
将中国独创的创作模式带向全球市场，在推动文化
走出去的同时，进一步实现文化交流与文化共创；进
一步打开网络文学IP联动的空间。

烽火戏诸侯从自己的写作出发，阐述了网络文
学精品化的必然性和网文出海的重要性。他认为，网
络文学要从生力军变成主力军，网络文学作家要把
每部小说、每个章节、每个文字写好，让读者既能看
到热闹、爽点和写作技巧的纯熟，引起强烈的情感共
鸣，也能感受到作品思想的深度和立意的高度。网络
文学作者不能只重视“网络”两个字，而忽视了“文
学”的重要性。每一位顶尖的作者必然是一位聪明的
读者。给广大读者讲好节奏感强、逻辑自洽的故事，
只是网络文学显性的特征。网络文学更强大的地方，
在于能为我们构建一个个完整有序、充满想象力、有
创造性的崭新世界。

叶彤表示，中国网络文学已成为海外读者了解
中国文化、了解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载体和窗口，在
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方面发
挥了独特作用。网络文学如何进一步冲浪前行，“圈
粉”更多的世界读者，如何更好地与各国读者共享中
国故事？浙江将通过一系列举措助力网络文学国际
传播的发展：系统升级“网络文学引导工程”，基于

“大流量”实现“高质量”，让网络文学兼具“流量”和
“质量”；打通网络文学出海逻辑，在思考和探索中求
新求变，成功地把“我的故事”讲述成“我们的故事”；
创新网络文学国际传播抓手，基于联动助力发展，打
造网文出海的浙江航队。

（下转第2版）

让中国网络文学“圈粉”更多的世界读者
2023中国国际网络文学周在浙江杭州举行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
之际，5月29日，由文化和旅游
部艺术司、四川省文化和旅游
厅、南充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
九届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在
四川南充开幕。本届展演以“点
亮童心·塑造未来”为主题，有
来自全国34个艺术院团的34
部优秀儿童剧目参加，涵盖话
剧、戏曲、木偶等艺术形式，集
中展示了近年来全国儿童戏剧
创作生产和人才培养的最新成
果。展演将持续至6月8日。

图为参演剧目、中国儿童
艺术剧院演出的《报童》剧照

（童 雯）

序号 姓名 选题名称 体裁 深入生活地点
1 石一枫 北京“回天工程” 小说 北京回龙观、天通苑地区
2 章 元 去人间三万 小说 引滦入津工程沿线，南仓村、北塘街道、大沽街道
3 虽 然 小如意 小说 石家庄实验中学
4 王国伟 搬家 小说 山西省吕梁市临县碛口镇
5 王怀宇 黑土大地 小说 吉林省镇赉县嘎什根乡、大安市月亮泡镇民乐村
6 君 天 命运之路 小说 中建八局上海公司基础设施分公司
7 陆秀荔 惊浪 小说 江苏省靖江市新时代造船厂
8 骁骑校 下一站，人民广场 小说 江苏省徐州市地铁集团彭城广场地铁站

9 蒋应梅 长江之源 小说 青海省格尔木唐古拉山乡牧区及移民村
10 南派三叔 天山密码 小说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哈密地区巴里坤县石仁子乡石人子村
11 陈再见 遍地银春 小说 广东省深圳市宝安区西乡街道永丰社区
12 王彤羽 海上查帕卡 小说 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海港至广东省阳江市江平冈镇阳江码头一带海域
13 邓 西 青岚村的早晨 小说 海南省五指山市水满乡毛纳村
14 范 稳 青云梯 小说 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个旧市、建水县、石屏县
15 李瑶音 大漾 小说 浙江省湖州市新市镇、八里店镇潞村等地
16 烟波江南 无字之书 小说 河南省郑州市上街区铝厂
17 时 汀 盛放的我们 小说 北京市第十九中学
18 荣 荣 空巢 报告文学 浙江省宁波市福明路月季社区、余姚陆埠镇袁马村等
19 许 晨 潮涌西海岸 报告文学 山东省青岛市薛家岛街道、灵山湾区等地
20 南飞雁 6月9日，晴 报告文学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普通高等教育招生处等地
21 钟法权 为珠峰测高的人们 报告文学 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第一大地测量队
22 曾庆芳 边寨 报告文学 云南省镇康县、沧源县等地村寨
23 王先桃 长河落日红 报告文学 江西省于都河两岸地区、梓山镇、车溪乡
24 邵启明 领航 报告文学 南京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25 侯国龙 走出白布篷 报告文学 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百步亭社区及派出所
26 王剑冰 泰山传 报告文学 泰山及其周边莱芜、长清、肥城等地
27 王计兵 骑手的春天 诗歌 江苏省邳州市、昆山市及周边
28 张远伦 白玉朱砂 诗歌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郁山镇朱砂村
29 包 苞 诗·陇南 诗歌 甘肃省陇南市礼县、成县、徽县等地
30 张映姝 阔什艾肯村手记 诗歌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麦盖提县巴扎结米镇阔什艾肯村
31 高鹏程 大道蔚蓝 诗歌 浙江省宁波市、福建省泉州市、广东省广州市等丝绸之路始发港口及重要节点
32 苏 莉 浮生共赴 散文 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医院透析科
33 西 洲 可克达拉：绿色的原野 散文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下辖基层团场、连队及金山街道福安社区
34 郝随穗 陕北册页 散文 延长油田股份有限公司，陕西省子长市栾家坪街道甄家沟村
35 彭学军 大鸟 儿童文学 江西省南昌市五星白鹤保护小区
36 宋庆莲 飞翔的早谷村 儿童文学 湖南省邵阳市新邵县早谷村

2023年度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经专家论证，并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审批，确定36项选题入选。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作家定点深入生活办公室
2023年5月29日

2023年度中国作家协会
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公告

2023年度中国作家协会
作家定点深入生活扶持项目

本报讯 为大力宣传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进一步弘扬生态文化，推进
美丽中国建设，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协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新时代生态文
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
见》）。这是我国生态文学领域第一个
指导性文件。

《意见》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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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

文明思想，聚焦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
生态环境保护伟大实践，加快建立健全
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
系，繁荣生态文学，讲好中国生态环境
保护故事，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夯实思想基础、凝聚奋进力量。

《意见》从传播生态文明主流价值
观、书写生态文明建设伟大实践、讲好
生态环境保护感人故事、赞颂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之美4个方面明确了新时代生
态文学创作方向。从深化推广作品征
集和作家采风活动、加强交流研讨和理
论研究、探索建立生态文学创作基地、
建立生态文学鼓励机制、促进生态文学
作品创造性转化、拓展生态文学传播途
径6个方面提出了发展新时代生态文学
的具体举措。

《意见》强调，生态环境部和中国作

家协会联合成立促进中国生态文学繁
荣发展协调机制，各地生态环境部门和
作家协会要高度重视生态文学工作，把
生态文学发展工作纳入各级生态环境
部门和作家协会日常工作。同时，要在
队伍建设、投入和支持力度方面加强保
障，推动新时代生态文学发展迈向新的
阶段。

近年来，生态环境部联合中国作协
举办中国生态文学论坛，搭建生态文学
交流平台。连续举办五届“大地文心”
生态文学征文活动，组织作家赴山西、
四川、青海、辽宁、云南、重庆等地调研
采风，掀起生态文学创作热潮。全国各
地也积极推进生态文化发展，生态文学
的发展呈现出蓬勃向上的态势。

（欣 闻）
（《意见》全文见今日2版）

生态环境部、中国作协联合印发《关于促进
新时代生态文学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