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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要
新新
闻闻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
行到底》。

文章强调，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十年磨一
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这是我们党
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
发展变化，对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重大命题。

文章强调，必须把促进全党牢记“三个务必”、践行党的宗旨作为根本指向，把从严管理
监督和鼓励担当作为高度统一起来，从而锻造更为坚强的领导力量，凝聚更为广泛的奋斗
力量。全面从严治党的目的不是要把人管死，让人瞻前顾后、畏首畏尾，搞成暮气沉沉、无所
作为的一潭死水，而是要通过明方向、立规矩、正风气、强免疫，营造积极健康、干事创业的
政治生态和良好环境。要不断探索完善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举措，坚持“三个区分开来”，坚
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更好激发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形成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浓厚氛围和生动局面。

（据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本报北京3月15日电（记者 王觅） 3月
15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贯彻落实习近平
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
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召开。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出席会议并讲话。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泽主
持会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邱华栋，中国作协副主席陈彦，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施战军、李一鸣，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邓凯出席会议。中宣部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社科领域专家代表、“新时代山乡
巨变创作计划”作者代表、作家和评论家代表、中
国作协各部门各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021年以来，中国作家协会助力湖南益阳
清溪村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村庄，以文
学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推动农文旅融合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中国作协召开此次座谈会，旨在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繁荣新
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

张宏森在讲话中指出，脱贫攻坚给中国农
村社会、农民生活带来了历史性进步，要发挥新
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势，充分描写这一
壮阔的历史进程。要切实下大力气在全国范围
内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深刻、广泛表
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山乡巨变”。

张宏森强调，新时代文学要积极融入乡村
全面振兴伟大实践，更好地书写新时代农业农
村农民。一是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
从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
度，关注和思考农村问题。只有在思想上站得更
高、在眼界上望得更远，面对新时代农村时才能
建立起总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观察、把握和思
考，获得更具宽度、深度、穿透力的思想艺术视

野，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和生活潮流中准确捕捉
时代的新质与本质，从而真正把农村的问题想
透、把农村的故事讲好。二是要弘扬传统，梳理
研究继承现代以来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
秀成果经验。现代以来中国的农村题材文学创
作，呼应着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伴随
着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那些从乡村大地
上生长出来的优秀文学成果，是中国文学的不
朽财富，为今天的作家留下了传统的参照和创
造的经验。要倍加珍惜，系统地进行整理、认真
地加以研究，使之转化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
创作的强大资源。要继承前辈作家心系农村扎
根人民的精神，吸收借鉴前辈作家书写农村的
经验心得，从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再出发，实现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让中国农村题材文学
创作的光辉传统在新时代进一步发扬光大。

（下转第4版）

中国作家协会召开“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

在3月15日下午举行的“贯彻
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专家研
讨环节，20余位作家、学者与评论家
围绕如何深刻表现发生在新时代农
村大地上的“山乡巨变”、如何塑造
农村题材里的“新人”形象、当下农
村题材文学创作的路径模式与实践
方向等话题展开了深入交流探讨。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
记处书记李敬泽表示，从文学的角
度看农村，面对的是无穷无尽的话
题。对于作家、文学工作者而言，无
论是作为真实的生活世界，还是历
史、时代维度上的存在，农村的丰富
性都还远远没有被充分打开。作家
应当严肃思考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
史进程中书写乡村的使命与责任，
既要像丁玲、赵树理、柳青、周立波
等前辈作家一样具有实践主体性和
能动性，也要深刻认识现代以来农
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秀传统，在创
作中面向过去、面向未来。面对巨
大的、流动的、不断朝向新方向建构
的乡村，作家也要有能力捕捉、命名
和书写无意识层面的经验，将其转
化为当下时代的审美形式，继而洞
察其间蕴含的情感结构，只有这样
才能深刻而全面地把握和书写新时
代山乡巨变。

巩固乡村振兴成果，
为新时代乡土“铸魂”

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孟繁华
认为，当代作家应当重温赵树理、
周立波、柳青等作家笔下的农村题材
文学经典，进一步思考如何塑造鲜活
生动的乡村人物群像。“在主题创作
中，如果没有顾及丰富的人物形象，
文学性上将会是‘势单力薄’的。要
警惕只有‘主题’而缺乏创造的情况，
作家要从丰富的文学遗产中汲取营养和精华，
从而提升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质量。”

北京作协副主席刘庆邦认为，新时代需要

与之相匹配的反映农村历史性变化
的新作品，读者也呼唤这样的作
品。如何塑造新农村的“新人”形
象，是当前作家普遍面临并亟待解
决的问题。这不仅是一个理论问
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创作问题。把
人物形象塑造成功，展现时代新人
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品质，就如同

“树的骨干立起来了，才撑得起满
树繁花”。

新时代农村题材作品里的“新
人”应当是怎样的形象？山东大学
文学院常务副院长马兵认为，以包
容心态直面现代文化转型过程带来
的机遇和挑战，以坚定的理想信念
和深挚的家国情怀，巩固乡村振兴
的成果，推动乡土文化重建，为新时
代乡土“铸魂”，是新时代农村题材
创作“新人”形象的应有之义。

书写“现实的真”，展
现“思考的深”，凸显“文学
的美”

“在广大乡村，几乎每一个家庭
都能写一部书，每一个人都有故
事。”作家周瑄璞说，对于中国人而
言，土地永远是最宝贵的财富，创造
着生生不息的价值。乡村不会消
失，只是换了一种形式存在。时代
发展和每一个大政方针都在乡村投
下浓重的影子，因此，“作家不需要
虚构编造什么，睁大眼睛观察，及时
记录描述，就是职责所在”。

为写好《纯真年代》这部作品，作
家畀愚近年的主要精力都放在对乡
村与乡村各色人物的观察之中。他认
为，时代浪潮里的乡村充满了丰富的
文学元素。作家要关注其中活生生的
人，了解他们的思想和精神状态，抓
住新与旧、历史与当下之间的冲突，
展现时代的丰富和立体性。

“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是开放的，类型应该多
样。但现实的真、思考的深、文学的美，应该是
追求的共同理想。” （下转第4版）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进一步繁
荣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我们专门召开这次
会议。这是中国作协团结带领文学界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推动文学赋能
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2021年以来，中国作协一直在助力湖南益阳
清溪村打造“新时代山乡巨变”文学村庄。清溪
村是著名作家周立波的家乡，也是其长篇小说

《山乡巨变》的创作地。这个村庄一直有着重要
的文学基因和宝贵的文学资源。如今，文学的基
因与资源正为其带来全新的发展空间。在文润
乡村、推动乡村文化振兴、实现农文旅融合发展
的实践中，清溪村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文学气氛和
标识、环境优美、独具特色的村落，新时代文学正
帮助这座村庄找到乡村振兴的新路径，获得持续
发展的新动能。这显示了文学助力乡村振兴的
独特价值与宽阔可能性。脱贫攻坚给中国农村
社会、农民生活带来了历史性进步，我们要发挥
新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势，充分描写这一
壮阔的历史进程。要切实下大力气在全国范围
内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深刻、广泛表
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带来的“山乡巨变”。听
了大家的发言，很受启发，也对新时代文学积极
融入乡村全面振兴伟大实践，更好地书写新时代
农业农村农民，有了更加坚定的信心。借这次会
议，我谈几点想法。

第一，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从
中国式现代化和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高度，
关注和思考农村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文明根植于农耕
文明。从中国特色的农事节气，到大道自然、天
人合一的生态伦理；从各具特色的宅院村落，到
巧夺天工的农业景观；从乡土气息的节庆活动，
到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从耕读传家、父慈子孝
的祖传家训，到邻里守望、诚信重礼的乡风民俗，
等等，都是中华文化的鲜明标签，都承载着华夏

文明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彰显着中华民族的思
想智慧和精神追求。”总书记站在文明存续发展
的高度上，强调了农村之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
的重大意义。新时代文学关注农村、书写乡土，
不能仅仅就文学论文学，而是要在中国式现代化
的历史视野中、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使命
任务里，去更好地理解乡土的价值和意义、更好
地思考文学与农村的关系。这就要求我们，一定
要有更高的思想站位。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只有在思想上站
得更高、在眼界上望得更远，新时代文学才能不
断推出农村题材精品力作、奋力攀登文学高峰。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
之问的科学理论。它提供给我们的，是认识世界、
理解生活、分析时代问题的根本立场和总的方法，
既是世界观，也是方法论。学深悟透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是我们理
解农村、写好农村的根本思想前提。

在新时代文学创作和作协工作中，我们要认
真全面深入地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党的
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新时代文化建设进
行了系统谋划、对宣传思想文化各方面工作作出
了战略部署和理论阐述。去年召开的全国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深化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文化建设理论成果的认识，对其丰富内涵和思想
体系作出科学准确的概括梳理，正式提出习近平
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是在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伟大实践中形成并不断
丰富发展的，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
的理论总结，为我们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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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为
我们在新征程上进一步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
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

要把习近平文化思想放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整体中去把握，放在中华五
千年文明历史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去理
解，放在党和国家事业大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战略全局中去认识，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
践、滋养创作。

从党的创新理论入手、出发，把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学深
悟透，这是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思想地
基”。只有地基牢固了，我们的写作才能站得高、
看得远，我们在面对新时代农村的时候，才能建
立起总体的、历史的、全面的观察、把握和思考，
获得更具宽度、深度、穿透力的思想艺术视野，才
能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和生活潮流中准确捕捉时
代的新质与本质，从而真正把农村的问题想透、
把农村的故事讲好。

第二，我们要弘扬传统，梳理研究继承现代
以来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优秀成果经验。

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农村题材一直是中国作
家创作表现最为活跃、最为优异的领域之一。中
国作家对农村农民的书写，在相当程度上勾勒出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逻辑与轮廓，而且持续呼应
着百年来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宏大历史进程。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先生，就是现代乡土
书写的先驱，他在一系列小说中，通过农民去思
考“人的现代化”、通过一方乡土来思考整个中
国，发出了思想启蒙的历史强音，也启发了后世
的诸多作家。20世纪20年代中期，王鲁彦、彭家
煌、台静农等一批作家，书写农民的艰难生存、关
切乡村的命运处境，形成了“乡土小说”的创作潮
流，有力拓宽了“五四”新文学的视野和题材。沈
从文和萧红等作家，注视并描绘记忆中的故乡故
土，在他们的作品中，绮丽动人的风景、自然健康
的人性、温暖醇厚的人情，展示出中国乡土的多
重侧面和多样魅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
进程中，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文学的农村书
写在党领导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奋斗和实践中

获得了越来越炽热的温度、越来越充沛的能量。
赵树理、柳青、周立波、孙犁、丁玲、马烽等作家笔
下“解放了”的农村，涌动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
变革能量，田野上、山川中无数的“时代新人”热
情奔走在建设新社会的理想之路上，创造新生活
的崭新经验回应着革命与建设的时代潮声。改
革开放新时期以来，路遥、陈忠实等一大批优秀
作家对农村状况的深切关注、对生活在农村和走
出农村的人们命运的深刻思考，打动和激励了一
代代的读者，进一步更新了乡土世界的审美价值
与历史内涵。

现代以来中国的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呼应着
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发展的历史，伴随着中国式现
代化的历史进程；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一直是中国
现当代文学最具分量的“主流”“主线”之一。那
些从乡村大地上生长出来的优秀文学成果，是中
国文学的不朽财富，也为今天的作家留下了传统
的参照和创造的经验。面对这份丰厚馈赠，我们
要倍加珍惜，系统地进行整理、认真地加以研究，
使之转化为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强大资
源。要切实继承前辈作家心系农村扎根人民的
精神，吸收借鉴前辈作家书写农村的经验心得，
从前人的基础上不断再出发，实现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让中国农村题材文学创作的光辉传
统在新时代进一步弘扬光大。

第三，我们要立足时代，认识新时代农村的
新变化，书写新时代新农民的新生活。

百余年来中国文学在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上
的探索实践，为我们留下了深厚的传统和宝贵的
经验。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时代在发展，农村
在变化。今天，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
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的伟大实践中，新时代的
中国农村已经发生了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巨大
改变。这是新时代文学在书写农村题材时面对
的全新的、也是根本性的时代语境。

我们的写作要跟得上这种变化，要写出新时
代之“新”、新农村之“新”、新农民和新生活之

“新”。今天的农村，不仅与前辈作家面对和书写
过的农村大为不同，甚至与我们许多人年轻时生
活过、经历过的农村相比，也有了天壤之别。新
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不能自我封闭在过往经
验中，不能想当然地以为农村是一种凝固的存
在。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睁开双眼、更新观念，敏
锐发现、深刻理解乡村世界的新发展、新变化，生
动书写新时代的新农村与新农民。

我们要全面了解农村状况与农村生活。新
时代的中国农村，深刻体现着乡土中国的现代转
型，乡土世界的直观样貌和内部逻辑，都发生了
巨大改变。农村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农民的
思想观念和生活风尚，包括乡村与城市之间的互
动关系、地方与世界之间的辩证联系、现代技术
对乡村生活时间和空间体验的重塑等等，这些都
需要我们去刷新印象、重新认知。举例而言，在
过去，农村可能是“偏远”的，从村口到大城市，路
上可能花掉一天甚至几天的时间；但今天，借助
遍布中国大地的高速公路、高铁网络，农村与大
城市常常共处在以小时计算的“区域交通圈”内，
更不用说，网络的虚拟空间已经超越了地理空
间，直抵乡村的千家万户。在这种情况下，农村
的产业结构、农村居民的身份意识以及他们对世
界的想象，都必然与过往大为不同。再比如，我
们以往对农村经济生产的想象，往往是“春种夏
耘秋收冬藏”，农民通过耕作求得生存、围绕土地
聚居一起；但如今，机械化智能化农业技术不断
普及，特色农业和文旅产业在许多乡村成为支柱
性产业，大量农民正在变成服务行业的从业者，
有的甚至变成网络直播间里的“卖货达人”。这
些都要求我们，摆脱过往的刻板印象和惯性想
象，与时俱进地关注农村社会的系统性、结构性
变化，关注农村在中国社会总体结构中的角色位
置变化。只有真切体会到农村的面貌之“新”、生
活之“新”、意义之“新”，深刻理解这些“新”从何
而来、因何实现，我们创作出来的作品才能够推
陈出新、打动人心。 （下转第4版）

在新时代山乡巨变中开辟文学的广阔天地
——在“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 推动新时代农村题材文学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张宏森

（2024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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