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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

在山东临沂召开。作为中国作协在十代会上郑重推

出的一项重要文学行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自2022年3月发布征稿启事，8月在湖南益阳启

动，2023年2月进一步推出“名刊名社拓展计划”，得

到各方云集响应，日渐走向深入和广阔。“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在广袤的原野上播撒了文学的种

子，新文学、新气象将在乡土大地喷薄而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农耕文明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乡村是我们

这个生命共同体最为坚实的基底，关系到中华文

明的存续。乡村的变化深刻而有力地改变着中国

的面貌。新时代以来，以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生态

建设和共同富裕为标志的新山乡巨变，在日月之

行与星汉灿烂的交替之中推进。新时代的中国乡

村，正在发生深刻的现代转型，大阔步地走向充满

希望的未来。

每一次山乡巨变都刺激着文学的中枢神经，

引发新一轮原创性写作的爆发，继而加速了文学

史的嬗变。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柳青的

《创业史》、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路遥

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这些与

时代同行的中国作家，他们强健而丰沛的作品，已

经构成当代文学的骨架和血肉。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不仅是为推动新

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而推出的重要举措，是一次

面向全社会的文学号召、文学行动，更是对文学巨

人的事业的继承和光大。因此，它绝不是简单的文

学主题出版，而是对文学事业系统性、长期性的耕

耘；绝不是急功近利、主题先行的揠苗助长，而是

充分尊重作家创作主体性的文学灌溉工程；绝不

是凌空蹈虚、为口号服务的概念写作，而是求真务

实、为更新当代文学史而进行的自我鞭策。正因为

有如此的雄心，“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才有

如此的耐心。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同样是一次真诚

而热烈的召唤，召唤广大作家把自己从古典的、前

现代的乡村认知体系当中解放出来，学习周立波、

柳青这些先行者，把目光聚焦我们所处的这个中

国、这个时代，以本土的、现代的眼光，重新进入我

们的乡土大地；召唤那些身在山乡基层、饱含创作

激情的写作力量，以山乡人写山乡巨变的方式讲

好新时代中国故事，不断壮大中国文学的新生力

量，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

有了这样一个全新的眼光和格局，乡村就不

再是天然的，而是天人共造的；不再是静观玩味

的，而是朝人类生动的实践开放的；不再是与现代

生活隔绝的，而是现代化的积极构成部分。带着这

种全新的认知，我们的写作，就不会再是古典意义

上单数的人“独与天地相往来”，而是实践的、复数

的人，与一个自然/社会/人文的综合性空间的互

动——日月星辰与声光电的互动，春秋冬夏与人

类现代性劳动的互动。

关仁山的《白洋淀上》、杨志军的《雪山大地》、

王松的《热雪》、欧阳黔森的《莫道君行早》……这

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经过精心改稿陆续

推出的长篇小说，有力表现了这种创造性互动的

广度与深度。我们期待，还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在

新时代山乡巨变中书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丽

梦想。

期待新文学新气象在乡土大地喷薄而出
□辛文岩

推动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向纵深发展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综述

（见今日2版）

新华社厦门7月18日电 7月18日，2023年中国网络

文明大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与会嘉宾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

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发表一系列重

要论述，深刻揭示了网络文明建设的规律。各地区各部门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积极推动主力军进

军主战场，推进文明办网、文明用网、文明上网，网络空

间正能量更加充沛、主旋律更加高昂。

与会嘉宾表示，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宏伟蓝图。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担负起新

的文化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迫切需要充分发挥

网络文明力量。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全力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网上宣传，发展积极

健康的网络文化，培育网络空间文明风尚，依法依规管网

治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丰厚文明滋养和有力精

神支撑。

本次大会以“网聚文明力量奋进伟大征程”为主题，

由中央网信办、中央文明办、中共福建省委、福建省人民

政府共同主办。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互联网企业和网络社

会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和网民代表约800人参加。

2023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
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

本报山东临沂7月17日电（记者 黄尚恩） 7月17日，中国

作家协会调研座谈会在山东临沂召开。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张宏森与参加“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和中国作家协会

“作家活动周”的作家代表们进行座谈。他强调，新时代的广大作家

要始终牢记“国之大者”，积极做人民的学生，敬畏笔下的文字，尊

重创作的规律，以不断创新创造的精神开拓文学新境界、攀登文学

新高峰。

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主持调研座谈会，中国作

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参加会议。

座谈会上，津子围、陈仓、麦苏、刘玉栋、朱朝敏、冉正万、王选、

张岚8位作家先后发言，分享自己在文学创作中的感悟，探讨山乡

巨变题材创作的新可能，并对作协相关工作提出建议。“书写新时

代的山乡巨变，重点是聚焦新时代十多年的乡村发展，同时也要站

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回溯几千年的历史，用宏阔的视野来书写

现实”；“把自己放进生活的河流中，像一条鱼一样，在流水中感受

河的波澜”；“我们都要尊重农民、热爱土地——‘热爱’是促进乡村

振兴的关键所在，‘热爱’可以重新点燃乡土文明之光”；“希望能发

掘更多身在山乡基层、饱含创作激情的写作力量”；“希望以中国作

协和各地作协联动的方式，加强文学名家和基层作家的交流互

动”……作家们的感悟话语生动，作家们的建议言辞恳切。

认真听取大家的发言后，张宏森对作家们参加此次系列活动

表示欢迎，对大家提出的许多宝贵建议表示感谢。他说，“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是中国作协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举措，也是一次面向全社会的文学号召。希望广大作家深刻把握广

袤中国大地的巨大变化，为人民捧出一批带着露珠、散发泥土芳香

的文学精品。举办“作家活动周”，是中国作协密切联系、服务广大

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具体举措。作为作家之家，中国作协一定要热

情地伸出工作手臂，把大家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凝聚起“文学一家

人”的磅礴力量。

张宏森指出，牢记“国之大者”，我们的文学事业才能行稳致

远。新的征程上，我们要全面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

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

中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文化传

承发展座谈会上指出要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

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工作责无旁

贷、大有可为。新时代文学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伟大旗帜，牢记“国之大者”，把握历史主动，勇于担当作为，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强大的文学力量。新时代作家要深

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和本质要求，深刻认识中华文明

的突出特性，深刻理解“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

义，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张宏森强调，“做人民的学生”是此次“作家活动周”的主题。这

是对今年5月在湖南举办的“作家活动周”的主题的延续。我们上

次走进湖南第一师范学院，醒目地看到墙壁上毛泽东同志题写的

校训“要做人民的先生，先做人民的学生”，还有徐特立先生题写的

校风“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这两句话是互为呼应的。我们重提

“做人民的学生”，当然是希望作家们深入生活、扎根人民，从人民

的生活实践中汲取创作的灵感；但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的心灵深

处，要真的做到“尊人民为师”。“做人民的学生”，就是要打破作家

心中“自以为是”“自以为师”，不断地向人民学习，向着人民生活的

丰富实践敞开。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学习过程，是推动我们的文学

创作不断前进的动力。

张宏森指出，我们一定要敬畏文学，尊重规律。“新时代山乡巨

变创作计划”是一个长远的计划，不是一次主题征文，也不是一个

年度创作概念，我们将会久久为功、绵绵用力，希望作家们立足于

生活深处，怀着真诚的情感，怀着对文学的忠诚和信仰，写出能够

延续中国乡土文脉的优秀作品。我们充满了这样的耐心，也充满了

这样的毅力。对于参与其中的作家而言，我们从事的是长篇小说创

作，不能主题先行，不能搞概念化。我们召唤更多的文学力量加入

到我们的创作计划中来，但也强调参与其中的作家要有文学禀赋、

生活阅历，不要拔苗助长。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

创作土壤，打开了文学创作的崭新空间。作家要坚守对文学的信

仰，始终按照文学的规律来写这一笔一画，脚踏实地推出一批留得

住、传得开的精品力作。

张宏森强调，我们要坚持创新创造，攀登文学新高峰。回顾中国文学发展史，创新创

造是文学事业发展的重要动力。新时代文学要创造新的辉煌篇章，需要思想、理论、创作

等方面的共同提升。没有创新创造、再攀高峰的信念，是完不成这个任务的。我们一直在

努力推动新时代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这不是用新瓶子来装旧酒，不是简单地用新媒

介手段来传播旧的文学，而是要让文学本身的样态新起来。我们要创造新的语言方式、

新的文学形态，使之与新的现代传播格局相融合、相接轨。现在网络视频、人工智能包围

着我们，文学无法延续旧有的模式继续发展。我们要不断打开自己的视野，了解现代生

活各个方面的变化，了解互联网的语言是怎么生成的。这也要求我们敏锐地感受和表达

这个世界，不断走到语言的无穷处，走到文学表达的最极限，以最个性化的语言来释放

新时代文学的巨大能量。

吴义勤在主持时表示，本次调研座谈会是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深入开展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扎实做好调查研究的重要安排，是中国

作协党组书记处面向作家朋友们开展的一次“请上门来的调查研究”，有助于增进彼此

间的了解和感情。希望作家朋友们继续关注作协工作和文学工作，为推动新时代文学高

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参加会议的还有中国作协办公厅主任李一鸣，中国作协创联部主任彭学明，作家出

版社社长鲍坚，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赵艺丁，中国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包宏烈、黄国辉，中

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刘秀娟，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王松，山东省作协副主席陈文

东，以及相关部门和单位的工作人员。

本报山东临沂7月18日电（记者 王觅） 7月

18日，中国作家协会在山东临沂召开“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此次会议的主题是：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深

化对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的认识，担负起新的文

化使命，聚焦精品创作出版传播，进一步推动“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相关工作向纵深开展，为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作出更大贡

献。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张宏森出席会议并讲

话。中国作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主持会议并

作总结讲话。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邱华栋出席会议。

各省区市作协负责人、“名刊名社拓展计划”成员单

位负责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暨中

国作协“作家活动周”作家代表、中国作协有关部门

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议由中国作协、山东省委宣传

部主办，作家出版社、中国作协创联部承办，山东省

作协、临沂市委、临沂市人民政府协办。

张宏森在讲话中指出，十代会后，中国作协紧扣

“全力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这一重大课题，认

真总结文学创作经验，研究探索具有新时代特点的重

点创作规划组织模式，决定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

作计划”。这是中国作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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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

神，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着眼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打开工作新局

面的切入点和突破口，也是一次面向全社会的文学号

召。希望通过这次会议，总结前一阶段工作经验，深入

交流意见建议，改进工作中的短板弱项，推动各级作

协组织、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刻认识实施“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大意义，增强推

进创作计划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拓展创作

计划的书写空间，提升创作成果的文学品

质，给伟大时代留下伟大作品，向人民、向

历史交出优秀文学答卷。

张宏森表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自去年8月1日在作家周立波的家乡

湖南益阳清溪村启动以来，受到文学界的

热烈响应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各级作

协组织、文学名刊名社和广大作家热烈响

应、积极参与，共同推动创作计划不断走深

走实，形成了一些宝贵经验，取得了一些阶

段性成果。一是文学与时代和人民的关系

更加紧密。作家们自觉走进脱贫攻坚、乡村

振兴第一线，满腔热忱扑进生活，真诚聆听

人民心声，掌握了大量鲜活生动的写作素

材，燃起了经久不息的写作激情，创作计划

正在成为推动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

重要机制和途径。二是推出了一批具有时

代意义和现实温度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品

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充分显示出作家们开

掘新的乡土叙事的努力。三是发现培育了

一批基层文学新生力量。创作计划建立了

着重向青年作家、基层作家倾斜的工作机

制，他们为计划实施注入了新的活力，带来

了新的视野和艺术风貌。四是有效推进了

跨界合作。创作计划与文学期刊和文学出

版社共同推进“名刊名社拓展计划”实施，

切实发挥文学名刊名社的平台阵地作用，

合力推出一批好作家好作品。

张宏森强调，实施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是中国作协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任务。针

对创作计划实施一年来的情况召开这次会议，是中

国作协党组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

示的实际行动，也是在深入开展学习贯彻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和全党大兴调

研之风的背景下，中国作协密切联系文学界、广泛听

取意见，进一步统一思想、凝心聚力推动工作开展的

重要举措。推进“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深入实

施，一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强国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深刻

认识“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重大意义。要深

刻把握文学新的使命责任，深入挖掘、深刻表现中华

农业文明的历史底蕴与时代特色，激活蕴含其中的

文化基因，以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赓续历史文

脉、谱写当代华章，使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呈现新的

美学面貌、抵达新的艺术高度。二要进一步宣传发

动，着力扩大“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的社会参

与度。各级作协组织要引领作家下沉基层、融入山

乡，创作出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优秀作品。文学期

刊和出版社要有效延伸创作计划触角，把真正有思

想、有品位、高质量的作品推荐出来。要不断挖掘出

真正了解乡村、具有创作潜力的作家，特别是青年作

家、基层作家等新生力量，敞开胸怀接纳“陌生人”，

勇于推出文学“新面孔”。三要聚焦推出精品力作，进

一步抓好作品创作出版中心环节，提升“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的艺术品质。要充分尊重文学创作规

律和作家艺术个性，勇于创新、精心打磨，力避简单

化、概念化、理念化、模式化的创作倾向，牢固树立精

品意识，建立健全精品出版保障机制，倡导“十年磨

一剑”的工匠精神。要不断优化项目推荐和评审机

制，对于重点关注推进的项目要有全流程跟踪、评

价、培育机制，对重点作品要重点帮扶，推出一批能

够代表当前乡村题材创作、长篇小说创作高度的优

秀成果。四要进一步强化编辑队伍建设，为“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提供坚实人才支撑。要充分拓展

经验丰富、水平过硬、勤勉敬业的编辑施展才能的空

间，加大对年轻编辑的培养力度和专业历练，使广大

编辑不断提升文学素养，同时善于发现作者、团结作

者、培育读者，具有当“伯乐”的本领，发现和培养“千

里马”式的作家。要继承弘扬老一辈编辑的文学信

念、宝贵经验、优良作风，鼓励编辑和作家一起打

磨作品、锤炼本领、展示才华，使创作计划的实施

与编辑人才、创作人才的培养相互促进、相互成

就。五要创新工作思路，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的宣传推广。要树立大品牌、大宣

传、大出版的观念，进一步发动社会力量参与。既

要重视通过传统路径对作品进行宣传推广，也要加

强与新媒体、新业态、新技术的交融交汇，构建多

平台全媒体传播矩阵，强化文学报刊社网的资源合

作共享机制。要针对作品创作全过程进行宣传推

广，加强对创作成果的研究和评论，大力推动创作

成果与各种现代传播形态的深度融合与共同发展，

进一步拓展文学出版价值链条，实现出版效益和传

播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六要进一步强化组织领

导，优化工作机制，为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

划”创造良好环境条件。 （下转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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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家协会召开“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

奋力谱写山乡巨变更加辉煌的时代篇章

王宝强：再绝望也要看见希望，相信光才会看见光
（见今日4版）

山东省临沂市费县新庄镇的生态田园（无人机拍摄） 新华社发（武纪全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