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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在湖南考察时强调，湖
南要牢牢把握自身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的战略定位，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
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坚持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在打造国家重要先进制造业高
地、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上持续用力，在推动
中部地区崛起和长江经济带发展中奋勇争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习近平强调，湖南要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在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
展现新作为。保护好、运用好红色资源，加强革命传统和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广大
干部群众发扬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时代新风
新貌。探索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形成更多新的文
化产业增长点。推进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守护好三湘大地的青山绿水、蓝天净
土，把自然风光和人文风情转化为旅游业的持久魅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
（据新华社长沙3月21日电）

第三届“民主：全人类共同
价值”国际论坛成功举办

新华社北京3月20日电 第三届

“民主：全人类共同价值”国际论坛20

日在京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

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

旨演讲。来自多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

织的200余名嘉宾围绕“民主与治理现

代化”“数字时代的民主与法治”“人工

智能与民主的未来”“多极化世界中的

民主与全球治理”等议题展开讨论，共

商民主真谛和互鉴之道。

与会嘉宾表示，民主是人类文明发

展进步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

国人民的一贯追求。经过长期探索，中

国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发

展道路，保障了14亿多人民充分的民

主权利，调动了广大群众的积极性主动

性创造性，成就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

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

了有力保障。

与会嘉宾认为，民主是全人类共同

价值，目的是保障和增进全人类福祉。要

充分尊重广大发展中国家追求民主、发

展民主、实现民主的探索，尊重各国人民

自主选择发展道路的权利，反对以民主

之名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传播偏见、破

坏和平。要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

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建设关乎

人类美好未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论坛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

闻办公室主办，中国社科院、中央广电

总台、中国外文局承办。

《望洋惊叹》讲述
具体而微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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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3月16日，“一同步入春

天：《巡山——艾克拜尔·米吉提生态文

学作品集》读书分享会”在京举行。“人

民艺术家”王蒙，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中国作家》

杂志社主编程绍武和该书作者艾克拜

尔·米吉提围绕新书内容及生态文学作

品创作等话题展开对话。

《巡山》收录了艾克拜尔·米吉提数

10部与生态文化相关的小说、散文。小

说卷用诗意的笔触，描写了天山的巍

峨、草原的辽阔、赛里木湖的优美，以及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景，散文卷则蕴

含了作者对生态理念和环境变化的深

入思考，凸显了这位哈萨克族作家宽广

的文化胸襟。

王蒙表示，艾克拜尔·米吉提的创

作，不是根据现成的框架去随意填充一

点生活，或者编造情节以敷衍成篇。他注

视和思索着生活的各个方面，努力从生

活中捕捉人物的情感冲突，进而升华成

为自己独特的写作特色。

邱华栋谈到，《巡山》通过质朴而充

满诗意的语言，表达了作者对于古今中

外变幻万千的自然景象，以及人与自然

关系的独特思考与真切感受。生态文学

创作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

向，深入发掘人民群众生产生活中蕴藏

的生态文明故事，为美丽中国和生态文

明建设提供强大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

力、精神推动力。

“当前生态文学的发展迎来了一个

好的时机。”艾克拜尔·米吉提说，生态

文学在推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发挥着

潜移默化的作用，其核心价值和意义，

在于唤醒广大读者，增强大众自觉保护

生态环境的意识，引导他们爱护大自

然，在全社会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文明

风气。

（杨茹涵）

只用“村民”这个前缀来形容邓旭东，显然

有些不太够用。这个出生于1992年的小伙子，

如今拥有多重身份：清溪村党总支委员，返乡创

业青年代表，“禾场上”家庭农场经营者，湖南省

人大代表，“山乡有理·清溪一课”的主讲人……

2019年底，在深圳从事钟表测评工作的

他，经不住村里老支书贺志昂和父亲邓春生的

“狂轰滥炸”，决定回乡看看家乡的变化。

“老支书打电话跟我说，希望像我这样在外

面接触过世界的年轻人，能够回到村里来，帮助

村子进一步发展。我父亲也多次给我打电话，说

现在村里有很多新的发展项目，如果我回去的

话，也会有不小的发展前景。”在这样的契机下，

邓旭东回到清溪村，成为一名便民服务员，协助

村民处理大小事务。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公布，同年清溪村启动提

质改造工程，村庄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在外打拼的中

青年村民，感受到家乡的新变，纷纷选择回乡就业创

业，并且做出了不错的成绩。这一切，邓旭东都看在

眼里。被吸纳为村党总支委员的他，工作期间接触了

很多与乡村振兴相关的政策文件，充分了解到国家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决心和力度，于是和父亲商量，

决定为家乡建设再出一份力。

“我们想进一步运用好清溪的文化名片，因地制

宜，弥补产业缺口，打造绿色健康的林下经济。各具

特色的乡村产业，民宿、农家乐、擂茶馆，包括我们的

家庭农场，可以相互支持、相互依靠，共同致富。”

走地鸡的粪便被收集发酵，成为蚯蚓和面包虫

的培育温床；蚯蚓和面包虫被用来饲喂走地鸡，被它

们“改造”过的粪便，则成为山茶树的肥沃养料……

这套绿色无污染的生产循环系统，是“禾场上”家庭

农场的产业特色，这个占地60亩、取名自周立波同

名短篇小说的家庭农场，是邓旭东一家重要的经济

收入来源，也是先进农业科技助力乡村振兴的生动

实践。

邓旭东的父亲邓春生，在接受采访时，显得有些

沉默腼腆。但当被问到怎么评价儿子目前在村里的

工作时，他的话匣子打开了。“说实话，他们这代人，

做得比我们要好很多。”作为儿子的“帮手”和“下

属”，邓春生话语间流露出自豪。“他们这些年轻人，

了解新政策、熟悉新技术，总有一些新想法，可以有

效协助村两委，为大家解决实际问题。”在村里，“片

组邻”三长制的落实推行和便民小程序的推广使用，

让村两委和村民间的沟通更高效、渠道更畅通。邓春

生既是“禾场上”家庭农场的管理者，也是村里的邻

长之一，走进农场捡鸡蛋、走进屋场解忧难，是这父

子俩共同的日常。

除去这些身份外，邓春生还是一位小有

名气的诗人。在2023年5月举行的中国作协

“文学赋能乡村振兴”调研座谈会上，邓春生

朗诵了自己写的一首藏头诗：“清荷摇曳舞翩

翩，溪水潺潺蛙声绵。周贫济老当乐事，立笔

家山撰桑田。波澜壮阔七十载，故里旧貌换新

颜。居仁循义有公序，山茶花开孕丰年。乡愁

未忘胞罐地，巨著宏篇盈万言。变化万千感党

恩，文旅融合谱新篇。学子书屋品翰墨，村美

花香尝果甜。”对他而言，写诗是自己抒发感

情的一种重要方式，所思所想皆能成诗，因此

在他的笔记本上，既有“月照清溪归晚牧，桂

花香处隐农家”，也有“订单多，任务大，绿壳

鸡蛋快快下”。

“写诗也好，写散文也好，我都是怀着一颗感恩

之心。我是60多岁的人了，经历过非常困难的时期，

现在则经历着非常幸福的时代。”邓春生说到，以前

的清溪村是“衣无领，裤无裆，三餐光只喝米汤”，现

在则是小汽车、小楼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想把这

种深切的获得感、幸福感，用文字表达出来。我们享

了共产党的福，沾了周立波的光，尝到了山乡巨变的

甜头，铆足了乡村振兴的干劲。”

在邓旭东家，有一个小小的展示柜，其中摆放着

邓旭东从各处收集来的与周立波相关的资料文物，

其中有他的作品手稿、稿费单，也有他年轻时和外访

时的珍贵照片，还有他自费购买赠送给抗美援朝战

争前线官兵的苏联文学作品。“我们从小听着周立波

的故事长大，他对我们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清溪村

是一个文学村庄，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清溪村

丰富的文学资源和文化底蕴，更好推动文学赋能乡

村振兴。”邓旭东说。

春风常绿“禾场上”
——邓春生、邓旭东父子印象小记

□罗建森

初入清溪村村口，途经水榭舞台、

方言广场，一幢外立面呈淡褐色、由淡

蓝色钢化玻璃组建而成的剧院映入眼

帘。于2019年建成、2020年 10月正

式投入运营的清溪剧院，总建筑面积

7161.62平方米，占地面积3000平方

米。远远望去，以石头为原型的剧院建

筑单体，坚定、稳固、顽强地占据清溪

景区一角，给人以“奇特返于平常，至

味归于淡泊”之感。

湖南花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副经

理龚凯骄傲地告诉我们，清溪剧院作

为益阳市新兴文化地标，是湖南省内

第一个大型智慧乡村剧院。智慧乡村

剧院到底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呢？清

溪剧院的智慧化举措体现在诸多方

面：5G 智慧系统、1000 平方高清

P3LED屏、千人移动观众席、机械升降

舞台、全数字音响环绕系统……清溪

剧院正在借助这些方式，努力打造兼容演出基地、文

创商业、体验空间等组合业态的“泛剧院”模式文化综

合体生态链。

与这些华丽的“硬件”相比，剧院在演出剧目、演

出场次、观众人数等“软件”上也有亮眼表现。龚凯告

诉记者，清溪剧院共有916个座位，平均上座率能够

达到一半以上。2023年清溪剧院全年累计演出活动

126场，不仅承担了第二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

大会暨周立波诞辰110周年群众纪念活动、中国作

家协会系列活动、第七届湖南艺术节、2023年益阳市

旅发大会、清溪“村晚”、“百炼成钢路·音乐颂党史”

音乐会等大型政府性、公益性活动，也承接了“中国

好声音”、儿童剧、音乐剧等市场化演出活动。更为重

要的是，清溪剧院有效解决了当地十余位村民的就

业问题，在这里工作的他们，不仅腰包鼓了、头脑富

了，在高雅艺术的熏陶下，精神世界更丰富了……

益阳是有名的“戏窝子”。早春三月的第一个周

六下午，我们看到剧院门口早早排起了长队，等候

歌舞剧《又回清溪》的开演。与城市剧院晚上演出的

惯例不同，下午3点开演的时间，为近郊市民提供了

观演便利。清溪剧院还通过低票价或者福利票的方

式，对当地群众进行文化优惠补贴。

大幕开启——洞庭湖上烟波浩渺，竹篙从水面

点过，勤劳的祖先们落户在洞庭湖畔，男耕女织，辛

勤劳作，让“到洞庭湖吃白米饭去”的美好愿景成为

现实。洪水袭来，故园满目疮痍，但勤劳勇敢的先辈

们，以强健的体魄和坚韧不屈的精神，携手重建家

园，让丰收的喜悦重回大地。随着前排舞台缓缓打

开，聚光灯下、升降台上，年轻的后辈与科研人员共

同展望美好未来；阳光普照，麦浪滚滚，科技加持下

的现代农业，让逐梦的脚步更加坚实——《又回清

溪》向世人展示着湖南人的形、意、美。

《又回清溪》男主演曾琰是益阳本地人，从小学

习舞蹈。和许多返乡创业的青年一样，也是收到家乡

父老的召唤后，从外地回来，成为清溪文旅集团的一

员。“《又回清溪》首演于2023年下半年，演出以后，

受到乡亲们的一致好评，许多外来游客也表示特别

惊喜。我们作为演员，也非常有成就感。今后《又回清

溪》将在清溪剧院常态化演出，希望能给大家带来更

好的表演。”该剧女主演钟雍容和曾琰不仅是戏里的

夫妻，也是戏外的夫妻。钟雍容告诉记者：“如果天气

好的话，剧院里的上座率挺不错的。演员们除了基本

工资以外，还会有额外的演出费用补贴。在《又回清

溪》这出戏里，我和丈夫能同台给大家表演，真的特

别开心。”

当天下午《又回清溪》演出结束

后，我们在剧院门口与观剧结束的村

民攀谈，一位阿姨热情地回应道：“我

是带着先生、孩子一起来的，我们全家

都特别喜欢看戏。以前，清溪没有剧院

的时候，我们只能去周边城市的剧场

看，很不方便。自己家门口建起剧院以

后，全家人吃完午饭就会来这边散步，

看完一场戏，回家刚好到做晚饭的时

间。”阿姨是20世纪50年代生人，让

她感动的是，在《又回清溪》中仿佛看

到了自己青年时代生活的影子。当年，

她家的房子也是被暴雨山洪冲垮，依

靠政府的补贴和邻里朋友的帮扶重建

家园，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自家

门口的剧院，演自己家的故事，一点儿

都不比外面的差！”

花鼓艺术是益阳的特色文化名

片。在当地，花鼓戏有着庞大的群众基础，几乎人人

都能哼唱几句。龚凯告诉我们，2022年清溪剧院创排

了现代花鼓戏《山那边人家》，这部剧正是根据周立

波先生的小说《山那面人家》改编而来。该剧不仅荣

获第七届湖南艺术节最高奖项——田汉大奖，还在

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上惊艳亮相。

剧院的建筑是静止的，但其所营造的文化氛围

却是流动的。除了常规剧目演出外，乡亲们翘首以盼

的“村晚”也在这里举行，村民精神文化生活得到了

极大丰富。在清溪剧院成功举办的两届清溪“村晚”

中，村民从台下走到台前，成为舞台上当之无愧的主

角。一些村民还会把村规民约融合到节目中，制作成

快板、广场舞之类，这些节目在营造出喜庆祥和的浓

厚节日氛围的同时，也充分展示了文学村庄的独特

魅力。

清溪剧院不仅带动了益阳当地文化发展，更辐

射到周边区域，与其他文艺院团、机构共同构筑起新

的湖南文化版图。目前，清溪剧院已与湖南省木偶皮

影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湖南省儿童艺术剧院达成合

作，以花鼓戏、木偶戏、皮影戏、儿童剧等为代表的多

样演出在这里轮番上演。在这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正以文化的形式翻开崭新一页。

本报讯 3月 17日，由江苏省作

协、南通市委宣传部主办，如东县委、河

海大学出版社承办的丁捷长篇报告文学

《望洋惊叹》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

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出席并讲话。江

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江苏省政

协原副主席罗一民，江苏省委宣传部副

部长徐宁，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

主席毕飞宇，江苏省作协党组书记郑焱，

南通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冬梅，南通

市政协副主席、如东县委书记陈慧宇，以

及2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

吴义勤表示，《望洋惊叹》是丁捷响

应时代呼唤而交出的一份答卷，为当代

现实题材创作贡献了新的艺术启示。作

品对洋口港的建设史进行了视野开阔、

贯通古今、有温度、有情怀、接地气的书

写，成功塑造了一批人物形象，生动刻画

了如东的地域品格和如东人的坚毅性

格，并对如东精神、洋口港精神做了精到

的提炼和阐释，是一部优秀的报告文学

作品。

阎晶明谈到，《望洋惊叹》从洋口港

的建设成就切入，展开书写了整个如东

的改革开放史以及文明史、人文史，写

出了这片土地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望洋惊叹》中的“望洋”，并不是一个外

来者在看一个陌生的地方，“惊叹”也不

是陌生人在惊叹他乡，其中蕴含着作者

对家乡的深厚情感，这也是作品文学

性、真实性的重要体现。

罗一民作为《望洋惊叹》所写故事

的亲历者，参与了洋口港开发建设的全

过程。他说，丁捷以不平凡的手笔，书写

了不平凡的洋口港和不平凡的如东，满

怀感情地描写了如东人民向海而生、向

海图强的精神品质。

洋口港位于长江口北翼、黄海西

岸，利用古长江入海口水道，可直通太

平洋国际主航道，集“一带一路”倡议、

长三角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多重

机遇于一身。如今，洋口港已成为南通

乃至江苏向海发展的重要引擎。与会专

家认为，《望洋兴叹》是一部书写洋口

港、书写如东改革开放的优秀作品，不

仅在历史的打捞、文化的挖掘、事件的

叙述、人物的塑造等方面做到了翔实生

动，作品的文学性、思想性、精神性也得

到了充分凸显，是对中国故事的一次具

体而微的讲述。在洋口港建设过程中形

成的“科学开拓、拼搏奉献”的洋口港精

神，是洋口港建设者们创造的重要精神

财富，更是新一代海港人精神世界的真

实写照。

丁捷谈到，自己与其说是在写报告

文学，不如说是在写大散文，“我希望我

的作品能够融入和呈现更多的自我”。如

东这方土地养育了他，广大读者特别是

家乡读者的认可，是他创作道路上的不

竭动力。

（罗建森）

《巡山》读书分享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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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溪村纪事清溪村纪事

一座剧院，点亮清溪的文化灯塔
□许 莹 教鹤然 罗建森

邓春生（左）、邓旭东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清溪剧院俯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