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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23年“文化北海”建设活动周 11月

26日至 12月 2日在广西北海举行。在11月 27日举

行的开幕式上来自全国的作家、艺术家齐聚北海，围

绕“赓续海丝文脉、展现向海文化”主题，共话文化北

海，共促文化繁荣。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

处书记邱华栋，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陈奕君，中华文化促进会副主席文明，中国文联原

党组成员、副主席郭运德，北海市委书记蔡锦军，北

海市委副书记、市长李莉出席开幕式。

邱华栋在致辞中指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作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团结引领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坚持正确

方向，胸怀“国之大者”，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行，不断

激发文学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北海是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始发港，是东西

方文化交流的交汇点，这里历史悠久、风物清嘉，孕育

了独特的地域文化，是文学创作的一片热土。希望作

家、艺术家通过“文化北海”建设活动周，收获灵感、拓

宽思路、创作精品，更好地光大文化价值、传递文化力

量，为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陈奕君表示，要努力把活动周打造成海丝文化传

承发展的交流平台、文化旅游强区建设的推进平台、人

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共享平台，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

更加充实、更为丰富、更高质量的精神文化生活。李莉谈

到，北海将持续推动北海文化在开放中融合、在创新中

发展、在开拓中传承，让北海文化成为品质北海、魅力北

海的最靓丽底色。希望各位作家在历史遗存、传统街区、

文化展陈中走读北海，为文化北海建设建言献策。

开幕式上，蔡锦军为冯双白、杨克、陈维亚、陈坚、

魏小明、王旭烽、谢麟、张燕玲8位北海市特聘的“文化

北海”建设高级顾问颁发聘书。当天，参加开幕式的嘉

宾还参观了全国水彩画名家暨北海水彩画家作品展、

中国书法兰亭奖获奖名家作品（北海）邀请展以及工艺

美术作品精品展和“遇见北海”摄影展。

活动周期间还举行了研讨会、精品展、文化艺术交

流、大型演出等活动，涵盖文学、戏剧、书法、美术、摄影

等9个艺术门类，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艺术家以及专

家学者等400余人参加。 （李墨波）

本报讯 为进一步推动河北文学事业

发展、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文化创新，12月

1日，河北省作协与河北师范大学签订战

略合作协议。河北省作协党组书记高天，

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张勇、刘建

东，河北师范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郑振

峰、赵小兰等出席签约仪式。签约仪式由

河北省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刘宝书主持，

双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并互颁“河北省作

家协会作家培训基地”“河北师范大学研学

基地”铭牌。

高天谈到，河北省作协始终把出作品、

出人才作为一切工作的立足点，把持续发

展、创新发展作为履职尽责的必答题，充分

发挥组织优势和专业优势，努力推动作协

工作和文学事业实现全面提升。河北省作

协与河北师大曾多次联合举办学术交流和

文学推广活动。下一步，双方将进一步深

化文学交流，通过共建合作交流平台、共同

举办学术研讨会、建立作家驻校制度、开展

作家培训交流等系列举措，为文学人才培

养提供更多交流实践机会，切实提升河北

文学研究学术理论水平，共同为奋力谱写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汇聚精神力

量，作出更大贡献。

新时代与河北文学研讨会同期举行，

与会学者围绕时代新变与文学新变、新时

代与河北文学的关系、河北文学的继承与

发展等话题展开研讨。大家认为，河北有

着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这为河北文

学的新发展新突破提供了机遇。河北作家

需要在已有的创作实践中继续寻找新时代

文学地标，观照新时代河北新变，在赓续河

北文学现实主义优良传统的同时，以强烈

的历史主动精神紧跟时代步伐，在创作中

取得突破。

为加强河北诗歌创作与批评体系建

设，12月1日，由《诗选刊》杂志与河北师

大文学院共同主办的“诗歌联合课堂·评刊

会”同期启动。评刊会由河北师大文学院

邀请知名专家学者、青年教师，每次选定一

本刊物，讨论其栏目设置、选稿风格及作品

水平，研讨成果由《诗选刊》刊发。与会专

家认为，将诗歌创作、诗歌评论与诗歌教育

相结合，有助于促进诗歌走向大众、活跃诗

歌批评、推动诗歌教育发展，形成全链条文

学合力。

（康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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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2月2日，第二届扬子江青年文学季在江苏南京启

幕。江苏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徐宁，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书记处第

一书记、常务副主席郑焱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江苏省作协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杨发孟，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朱辉、胡弦、胡学文，江

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社长张在健，以及作家、评论家代表参加活动。

开幕式由江苏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副主席贾梦玮主持。

“扬子江青年文学季”是2022年由江苏省作协下属的《钟山》

《扬子江文学评论》两家期刊合力打造的青年文学交流平台，第二

届文学季包括“《钟山》之星”文学奖和《钟山》文学奖的颁奖、扬子

江青年批评家论坛、《钟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以及青年作家、批

评家走进书店、社区与读者进行交流分享等活动。

徐宁表示，江苏历来高度重视青年作家的成长。江苏省作协组

织实施扬子江青年文学季，集中优势资源为青年作家、评论家的成

长，为青年文学事业的发展赋能助力。希望广大青年作家、评论家

从江苏文学中不断汲取动力，凭借睿智而热情的探索，活跃而勇敢

的创作，不断写就扛鼎力作。希望江苏文学自觉承担起新时代赋予

的使命任务，以更为深邃的视野、更为博大的胸怀、更为自信的态

度，在文学创新创造上走在全国前列，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上

展现更大担当和作为。

郑焱谈到，青年是文学发展的希望和未来。近些年快速成长并

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正为江苏文学的繁荣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新鲜血液，成为新时代江苏文学向前昂首阔步的底气与自信。期待

通过举办扬子江青年文学季，评选“《钟山》之星”文学奖、《钟山》文

学奖等活动，进一步推动广大青年作家、批评家面向未来和广阔的

世界，用新的文学方法和文学经验，讲好这个时代真正属于青年的

故事。

刘康、杨知寒获第五届“《钟山》之星”文学奖年度青年作家奖，

小珂的《龙虾》、栗鹿的《空蛹》、焦典的《六脚马》、慢先生的《站台》、

薛超伟的《化鹤》获得本届“年度青年佳作”奖。第五届《钟山》文学

奖方面，夏坚勇的《承天门之灾》、王清平的《流转》获长篇作品奖，

朱山坡的《一张过于宽大的床》、葛安荣的《红鱼歌》、付秀莹的《腊

八》、迟子建的《白釉黑花罐与碑桥》、汤成难的《东北虎》获中短篇

小说奖，张晓雪的《回人间》、王学芯的《彼此的彼此（组诗）》、育邦

的《育邦的诗》获诗歌诗评奖，洪治纲的《朱辉论》、岳雯的《黄咏梅

论》获文学评论奖。

当天下午，第九届《钟山》全国青年作家笔会和第七届扬子江

青年批评家论坛同期举行，10余位青年作家同《钟山》读者代表围

绕“青年写作与文学期刊”主题分享交流。大家表示，文学期刊在青

年作家的写作中起着重要作用，帮助他们发现弱点和缺点，召唤、

支持和牵引着他们向着文学更高处攀登。近20位青年批评家则以

“理论”的焦虑及其限度、新媒介时代文学的“出圈”“破圈”现象为

题展开深入探讨。

今年是《钟山》创刊45周年。45年来，《钟山》一如既往地秉承

兼容并包、惟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的办刊理念，为读者奉献

了大量优质文学作品，为推动、引领文学创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鹏波）

用新的文学方法讲好
新时代的青年故事

第二届扬子江青年文学季举办本报讯 12月2日至5日，第八届上海国际诗歌节

在上海举办。2日开幕式上揭晓了本届“金玉兰”诗歌大

奖结果，尼日利亚诗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沃莱·索因卡

获奖。颁奖词称，索因卡的诗“如清澈的激流、如明亮的灯

塔、如激动人心的鼓点，连接了大地和天空，沟通了过去

和未来，给世界带来希望和光亮”。索因卡亲临现场，并发

表热情洋溢的获奖感言。

在以“诗，面对人工智能”为主题的论坛上，沃莱·索

因卡和诗人、读者互动交流，以丰富的思考和个性的语言

诠释“诗歌是我们共同的母语”这一主旨。论坛从文学创

作的角度对时代的召唤做了积极呼应，展现出中国当代

文学与时俱进、走向大众、走向世界的发展态势。现场还

举行了《上海文学》第八届上海国际诗歌节特刊首发式。

该刊收录了众多国际知名诗人的作品，以及有关诗歌创

作的评论和随笔，体现了上海与世界诗歌潮流和文学创

作的精神衔接。

诗歌节期间，举办了丰富多彩的诗歌朗诵、交流和文

学研讨活动，主题诗集《诗，面对人工智能》在5日闭幕式

上发布。据悉，本届诗歌节是该诗歌节自成立以来参与诗

人人数最多、受邀国家和地区范围最广的一次。

第八届上海国际诗歌节举办

沃莱·索因卡获“金玉兰”诗歌大奖

第29届全国摄影艺术展览暨首届厦门影像艺术周开幕式于12月2日在福建厦门举办。活动由中国文联、中国摄

协主办，厦门市人民政府承办。此次展览收到有效来稿9万余件，28.8万余幅作品，最终选出纪录类、艺术类、创意和

商业类、短视频类共计295件作品入展。这些作品既积极回应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主题，又观照质朴真实的人间烟

火、百姓故事，既传承传统文化审美意趣，也不乏当代视觉的探索表达。

（王知临 摄）

据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和新华

社国家高端智库7日共同发布《为了更加美好的世界——从人

权视角看共建“一带一路”这十年》智库报告。

报告深刻阐述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助益世界人权事业

发展的逻辑关系，用大量事例数据生动直观展现共建“一带一

路”十年来对促进当地民众更好实现生存权、发展权以及实现

更大范围人权保障的积极作用，并总结提炼了共建“一带一路”

对全球人权治理的启示。

报告认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

流，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时代要求，顺应共建国家人民过

上更美好生活的愿望期待，是共同发展的倡议，也是促进和保

障人权的倡议。

报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以合作促发展、以发

展促人权的实践路径，积极帮助欠发达国家消除基础设施建设

滞后等发展瓶颈，促进共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在发展中保障

和改善民生，不断夯实人权事业发展的根基，从而更好保护和

促进人权。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

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成为助力共建国家促进

人权保障、实现美好生活的幸福之路。报告从改善民众基本

生活和医疗卫生条件、增加就业、提高收入水平、改善基础设

施建设、提升教育水平、支持公共文化建设、尊重宗教习俗、

保护生态环境、促进特定群体权益保障等方面，选取了数十

个典型案例体现“一带一路”建设给共建国家和当地民众带

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为了更加美好的世界——从人权视角
看共建“一带一路”这十年》智库报告发布

新华社北京12月7日电 《儿童文学》创刊60周年座

谈会12月7日在中央团校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

长、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出席并为荣誉作家颁奖。

会议指出，推动《儿童文学》在新时代新征程实现新发

展，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少

年儿童和少先队工作的重要论述，把握正确政治方向，热忱

书写和讴歌伟大新时代，以更多精品力作服务少年儿童精

神文化需求和健康成长，引导少年儿童努力成长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

《儿童文学》于1963年由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

联合创办，60年来推出一大批精品，在少年儿童政治启蒙

和价值引领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2021年荣获中国出版政

府奖期刊奖。

本报北京12月7日电（记者 徐健 教鹤然） 自1963

年成立以来，《儿童文学》杂志走过了60年的光辉历程。这

份刊物在共青团中央和中国作家协会的共同努力下创刊，

陪伴一代又一代中国儿童度过了宝贵的青少年时光。许多

优秀作家从这里开启文学之路，逐步成长为我国当代儿童

文学事业的中坚力量，亿万小读者在这里阅读古今中外优

秀文学作品，陶冶情操、放飞梦想、茁壮成长。

为深入交流研讨新时代少年儿童文学创作发展工作，

更好地发挥儿童文学启智育人、滋养心灵的作用，12月7

日上午，《儿童文学》杂志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中央团校举

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中央宣传部出版局局长冯士新

出席活动并致辞。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少年部负责同志，中

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儿

童文学》杂志有关人员，以及儿童文学研究专家、学者、作

家、编辑和小读者代表参加座谈会。座谈会由团中央书记

处书记夏帕克提·吾守尔主持。

阿东指出，少年儿童是祖国的未来、中华民族的希望，

也是党的未来。《儿童文学》是传递党的声音、引领少年儿童

思想的一块重要阵地。推动《儿童文学》实现新发展，要牢

牢把握正确政治方向，把握好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引导少年儿童从小听党话、跟党

走。要始终面向和服务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关注少年儿童

精神家园，聚力服务少年儿童精神文化需求和成长成才，把

最好的精神食粮留给孩子们。要热忱书写和讴歌伟大新时

代，更好运用“童言童语”呈现好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中国

式现代化的美好图景、伟大事业孕育的伟大精神，引导少年

儿童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努力成长为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接班人和未来主力军。要坚持把社会

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品牌时代

内涵，善用数字技术赋能创作、出版和传播，着力实现高质

量发展。

吴义勤表示，《儿童文学》杂志的诞生在儿童文学史上具

有里程碑意义。60年来，一代代办刊人心怀对孩子、对文学

的赤诚热爱，培养作家、推出精品、服务读者，不懈耕耘、不断

创新，使《儿童文学》茁壮成长、历久弥新，成为我国儿童文学

事业的重要阵地，书写了儿童文学史上辉煌灿烂的篇章。《儿

童文学》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让人深刻感受到党和国家对少

年儿童的高度重视和关心关爱。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总书记更是站在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薪火相传的战略高度，关心少年儿童成长成才、谋划少年儿

童工作发展进步，激励新时代少年儿童奋发有为、向阳成长，

为做好新时代儿童文学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新时代儿童文学要心怀“国之大者”，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的高度，深刻认识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大意

义；要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提升办刊质量，创造更

大发展空间；要永葆对孩子、对文学的赤诚热爱，以强烈的责

任感、使命感和专业精神投入儿童文学事业。

儿童文学作家张之路深情谈到自己与《儿童文学》杂志

的缘分：“20世纪80年代初，我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幸运地

遇到了《儿童文学》杂志。我至今记得许多富有才华的热心

编辑对我的帮助。”几十年来，老编辑们被更年轻的新人替

代，但《儿童文学》刊发优秀作品、服务少年儿童、培养儿童

文学作者的传统仍然薪火相传。新时代新征程上，儿童文

学作家任重道远，要与时代同行，与孩子心贴心，以正确的

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创作出有品位、有格调、有

文化内涵和思想力度的作品。儿童文学评论家崔昕平表

示，《儿童文学》是印刻在中国当代国民阅读史中的儿童文

学刊物，是数以亿计少年儿童的文学伙伴，是近四代儿童文

学作家扬帆启航的文学港湾，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美学路径

的发现者与确认者。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党委书记

郭峰谈到，是一代代文化工作者的深耕细作，使得《儿童文

学》从一株幼苗成长为祖国文学百花园中光彩夺目的园地，

陪伴着孩子们的精神成长，滋养一代代青少年成就文学梦、

作家梦。面向新时代，《儿童文学》将立足党对培养时代新

人的要求，把握少年儿童成长拔节育穗的关键期，着力提升

刊物的思想含量、文化分量、出版质量，不断推出原创儿童

文学精品，切实提高刊物在少年儿童群体中的影响力传播

力，自觉担负起服务引导少年儿童丰盈精神世界、提高审美

情趣、陶冶道德情操的责任，守护好孩子们的精神家园，守

护好党的事业的红色根脉。

回望来路，《儿童文学》切实助推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园

地大树长青，新芽吐蕊。座谈会现场，束沛德、徐德霞和6

名小读者上台为《〈儿童文学〉十年精选（2014-2023）》新

书揭幕，精选集的推出既是对过去十年创作成就与宝贵经

验的回顾与总结，也有助于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事业的蓬

勃发展。

活动现场宣布了《儿童文学》荣誉作家名单，王巨成、王

勇英、汤素兰、李秋沅、沈石溪、张之路、张品成、陈诗哥、牧

铃、金波、格日勒其木格·黑鹤、顾抒、殷健灵、高洪波、黄春

华、曹文轩、翌平、彭学军、舒辉波、谢倩霓、薛涛等21位作

家获此殊荣，并获颁证书和奖杯。在当天下午举行的创作

交流会上，薛卫民、湘女、孙建江、李学斌、纳杨、徐玲、胡纯

琦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和作家代表围绕如何“书写新时代中

国儿童文学新篇章”展开深入研讨，大家深刻认识到推动中

国儿童文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纷纷表示要自觉担负

起新的文化使命，致力于少年儿童精神文化需求，用心用情

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为他们的健康

成长提供充沛的精神力量。

《儿童文学》创刊6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