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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开播仪式5月7日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举行。节目于5月8日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

电视台第一频道播出，相关内容及宣传片等还会在欧洲和全球近百家

主流媒体陆续播发。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国际版）开播仪式当地

时间5月8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匈牙利国家电

视台、匈牙利ATV电视台等匈主流媒体播出，相关内容及其宣传片等

还在欧洲和全球近百家主流媒体陆续播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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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5月8日电（记者 徐健 康春华） 5月

8日，由共青团中央、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青年

出版总社、人民文学杂志社承办的“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 书写大历史讴歌新时代——柳青

《在旷野里》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

处第一书记阿东，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

书记张宏森出席并讲话。中国作协副主席阎晶明，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

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编辑学会会长

郝振省，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杨芳，中宣部文艺局副

局长胡友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梁晓声等作家、

评论家参加座谈。座谈会由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

胡百精主持。

小说《在旷野里》是著名作家柳青的佚作，创作于

1953年，是一部未完成稿，于《人民文学》2024年第1

期首发，并由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出版单行本。

阿东在讲话中表示，人民作家柳青是孜孜践行党

对文艺工作要求的典范。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在《人民

文学》杂志全文刊登基础上，出版了柳青佚作《在旷野

里》，在文学界、评论界和读者中引起热烈反响。这

部作品跳动着时代脉搏，饱含着人民情怀，洋溢着青

春气息，可以从中看到党领导人民改天换地、引领伟

大社会变革的壮阔画卷，感受到讴歌人民、讴歌劳动、

讴歌奋斗的时代主旋律，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和

现实意义。

阿东表示，优秀的文艺作品能够浸润心灵、启迪智

慧、陶冶情操，青少年接触的一本好书、一首好诗、一部

好电影、一首好音乐，不经意间可能给他们带来深彻启

发，让他们收获终生财富。共青团要认真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五四青年节对

全国广大青年重要寄语精神，注重发挥文化工作、文艺

工作在为党育人中的功能，引导青少年热爱党、热爱祖

国、热爱人民，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要围

绕党的中心工作，聚焦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

把握时代脉搏和青少年需求，进一步提升中国青年出

版总社、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等创作出版水平，

推动青少年出版工作高质量发展，推出更多优秀文艺

作品、文化产品，引导青少年读书学习，培育青年文艺

人才，更好以文育人、以文化风、以文铸魂，共同推动新

时代新征程青年文艺出版事业繁荣发展，助力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

张宏森在讲话中表示，柳青是广大作家和文学

工作者心中可敬的榜样、光辉的典范，是一位属于

人民的作家。他热爱人民、书写人民，始终思考和

生活在人民中间，用一生的创作实践与生活实践，掷

地有声地回答了“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

柳青是一位拥抱时代的作家，他关注着时代的变化、

思考着历史的发展，从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文

学对时代生活的生动记录，也感受到作家对历史

发展的积极思考。柳青和他的作品鲜明有力地诠

释了社会主义文学与时代同行、与人民同心的品质

和魅力。

张宏森表示，《在旷野里》凝聚着柳青对时代发展

变化的敏锐深切的思考，包含着柳青本人的革命工作

经验和人生经历，浸透着柳青对现实生活以及生活中

具体的人的爱与关切。柳青创作《在旷野里》，源自对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人民和广大干部面

对的新任务的系统思考。它提醒和鞭策着我们，作

家要在社会历史的伟大进程中展开艺术创造，要心

怀“国之大者”，站在时代发展以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

的高度上想问题、写作品。进入新时代，文学正面对着

辽阔、活跃、充满希望和可能性的时代原野。通过这

部作品，柳青的文学精神必将在新时代获得更加充

分的继承与弘扬。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热情投入新时代文学事

业，在新的征程上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为推动文化

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贡献

文学的力量。

会上，阿东、张宏森向柳青家乡和《在旷野里》主要

创作地、北京高校校园文学社代表赠送书刊。

在座谈中，施战军回顾了《在旷野里》在《人民文

学》推出的幕后故事。他表示，《在旷野里》的出版，是

多方合力促成的标志性出版事件。柳青是民之子、地

之子，深得传统典籍营养，又掌握多门外语，一边向先

进思想成果学习，一边向生活学习，因而他更是秉持

劳动者诗学的文明之子。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柳青

聚焦乡村形态变化与乡村建设任务，关注其中人与

时代在演进中的新质。这种对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向

社会主义建设转变时期的社会、生态与人的文明观

照，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与审美价值。《在旷野里》启

示新时代文学创作者们，现实主义作家应当始终在生

活现场、在人民之中、在时代前沿，有体感也有体恤，有

凝视也有审视，有远望也有远虑，深刻践行创作者的责

任与担当。

与会专家围绕《在旷野里》的文学价值、历史意义

及其对新时代文学的启迪借鉴意义等话题展开深入研

讨。阎晶明认为，《在旷野里》的再发现具有多重意义，

它提醒我们，作家要有能力在时代与生活内部找准切

入点，并以艺术创造生动可感地再现生活，表现有重大

时代价值的主题。柳青的创作体现了作家本人多方面

的素养与功力，但最根本的在于柳青深刻的洞察力、对

人民的深厚感情、对时代与家国高度的责任感。梁晓

声谈到，《在旷野里》的发现是深入研究柳青创作思想、

创作历程的一次意外收获。小说对大时代的介入和思

考具有前瞻性，这种把大历史和新时代装在心里的写

作，值得新时代作家深入学习。郭义强表示，《在旷

野里》以大量生动的生活细节和日常化描写，充分展

开人物性格的冲突和生活的叙述，通过人物描写触及

具有鲜明时代特点的重要问题，充分体现了柳青创作

中一贯坚持的人民情感和家国情怀。郝振省谈到，柳

青在《在旷野里》塑造了杰出的县委书记朱明山这一人

物形象，这样的干部对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尤为

重要，为新时代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思

考与启迪。

邢小利、安德明、李朝全、王军、白烨、赵勇、李建

军、谭佳、王鹏程、阎浩岗、李师东、陈涛、李壮等专家学

者先后发言。大家在发言中谈到，《在旷野里》气象正

大，艺术性极强，是一个具有多重意义的小说文本。柳

青以创作者的敏感和思想家的敏锐，通过《在旷野里》

写出了对一个新时代开始的欣喜与洞察，小说字里行

间充溢着国家蓬勃发展的世情世相和人们意气风发的

精神风貌。作者注重人物心理描写的细腻文笔，让各

色人物形象立体鲜明，展现了现实主义手法直面现实

的内在张力和表现生活的艺术魅力。柳青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的决心与实践，是他留给当代作家的宝贵经

验和巨大财富，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精神，也将持续鼓

舞并启迪新时代的写作者。

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社长皮钧、总编辑陈章乐，柳青

家乡代表和高校文学社团代表，以及团中央机关、中国

作协相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座谈会。

柳青《在旷野里》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奋进新征程、书写新史诗主题专项

长篇小说

《生命的泉水》 阿拉提·阿斯木

《我们如此绰约多姿》 阿 袁

《鄂伦春的春天》 鲍尔吉·原野

《昆仑约定》 毕淑敏

《开春》 陈崇正

《黄河大雁归》 高林照

《棋盘山下》 侯志明

《时刻准备着》 李 骏

《白露春分》 辽 京

《绽放》 龙仁青

《少年法则》 肖 勤

《曾在部队扛过枪》 衣向东

《沉默的拉姆拉措湖》 紫 金

报告文学

《筑梦：平陆运河纪事》 刘 玉

《寻找甘宇》 卢一萍 赵郭明

《水调歌》 潘小平

《乡村振兴的十五种姿势——翠花走千村》 孙翠翠

《云朵上的石椅村》 谭 楷

《过秦岭》 王 洁

诗歌

《塔里木诗传》 马 行

《挖一个矿》 周启垠

儿童文学

《风的宝藏》 荆 凡

《童声琅琅中国风》 李少白

《云端图书馆》 唐 明

网络文学
《东方船说》 春 笋

《数字之城》 尼莫小鱼

《驰骋向前》 黑 衣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主题专项

长篇小说
《垦荒》 董立勃

《父亲的战马母亲的河》 王樵夫

《荆棘之路》 武 歆

《钢铁玫瑰》 张锐强

报告文学
《语言之河》 侯 珏

《出路》 曾 散

散文
《行云》 朱 强

新时代文学研究主题专项

《社会史视野下的新时代文学：从范式到实践》 陈 思

《当下青年小说创作的新趋势》 韩松刚

《乡村振兴与新时代中国新乡土小说叙事经验研究》 金春平

《新时代中国故事的网文书写及传播》 李宸江 滕 飞

《新世纪以来中国小说的变革趋势研究》 李德南

《新时代中国长篇幻想儿童文学叙事研究》 汤素兰

《新南方写作：地缘、经验与想象》 曾 攀

写作和出版计划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中华文学基金会

《第40届青春诗会诗丛》 《诗刊》杂志社

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
（作品名称为暂定）

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共收到申报选题361项。经论证委员会论证，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批准，确定43项选题入选。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
2024年5月10日

中国作家协会重点作品扶持办公室公告

2024年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重点作品扶持项目共收到219项有效申报选题。经重点作品扶持项

目论证委员会论证，报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同意，确定40项选题入选。

现予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2024年5月10日

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
重点作品扶持工作公告

一、乡村振兴主题（6部）
《人间喜事》 顾天玺

《中原归乡人》 碳烤串烧

《百鸟朝凤》 萧 南

《两万里路云和月》 茹 若

《明星村》 绿雪芽

《草原牧医[六零]》 轻 侯

二、中国式现代化主题（4部）
《大国电能》 宇 晓 王忠礼

《左舷》 步 枪

《光荣之路》 纳兰若兮

《面纱》 郭 羽 溢 青

三、中华优秀文化主题（10部）
《十日终焉》 杀虫队队员

《归藏》 沐小婧

《兄长》 浪子遐梦

《玄鉴仙族》 季越人

《衣冠不南渡》 历史系之狼

《我不是戏神》 三九音域

《青铜章纹录》 刘锦孜

《奈何明月照沟渠》 巫 山

《满唐华彩》 怪诞的表哥

《繁星满宫亭》 李知一

四、科技科幻主题（7部）
《我的拟态是山海经全员[星际]》 矜 以

《故障乌托邦》 狐尾的笔

《星际第一分析师》 钟 俏

《星河之上》 柳下挥

《星痕之门》 伪 戒

《钟鸣》 琅翎宸

《筑梦太空》 飘荡墨尔本

五、人民美好生活主题（11部）
《一程》 二月生

《夫人她来自1938》 卖乌贼的报哥

《父爱小满》 清扬婉兮

《四时记》 何许人

《过万重山》 拉面土豆丝

《麦穗上的女人》 存 叶

《我的师傅慢半拍》 亚哈巴洞主

《我和女儿是同桌》 白小葵

《姑奶奶喜乐的幸福生活》 晓 月

《怒放的心花》 关中闲汉

《滨江警事》 卓牧闲

六、人类命运共同体主题（2部）
《河畔精灵》 玉松鼠

《遇骄阳》 纯风一度

2024年中国作协网络文学
重点作品扶持选题名单

（按作品名称首字笔画排列）

本报讯 5月8日，鲁

迅文学院包头教学实践点

签约座谈会在京举行，内

蒙古包头市成为鲁迅文学

院首个教学实践点所在

地。中国作协党组成员、

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鲁迅

文学院院长吴义勤出席并

讲话。鲁迅文学院常务副

院长徐可主持会议。包头

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

玲，鲁迅文学院副院长周

长超，包头市委宣传部副

部长李海亮，包头市文联

党组书记、主席张旭，鲁迅

文学院各部门负责人等参

加会议。

吴义勤在讲话中表

示，文学作为人类精神世

界的瑰宝，承载着传承文

化、启迪智慧、引领风尚

的重要使命。在新的历

史条件下，文学事业的发

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

遇和挑战，如何更好地发

挥文学在传承中华文化、

弘扬民族精神、推动社会

进步中的重要作用，成为

我们亟待思考和解决的问题。鲁迅

文学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一批

教学实践点，就是为了搭建更加广泛

的文学教育培训平台，吸引更多的社

会多元主体参与文学创作的教育培

训工作，共同推动文学事业的繁荣发

展。这些教学实践点，将把鲁迅文学

院的优质教育资源辐射至更广泛的

地区，让更多的文艺工作者与文学爱

好者有机会接受专业的指导和培训；

成为作家们学习、研讨、创作的平台，

提升文学创作水平，加强作家间的交

流与合作，进而推动不同地域、不同

文化背景下的文学交流与融合，在全

社会范围内营造团结奋进的文学氛

围。包头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的文

化中心之一，拥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

丰富的文学资源。鲁院

与包头市文联签署教学

实践点合作协议，标志

着双方在文学教育和创

作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

质性的步伐，期待包头

教学实践点成为文学

教育的新高地，为包头

市乃至内蒙古自治区

的文学事业发展注入新

的活力。

王玲代表包头市

委，向鲁迅文学院对包

头市的关怀支持表示

诚挚感谢。她表示，包

头市目前正在全力打

造新时代文化高地，通

过实施“文润包头”“印

象包头”“魅力包头”

“人文包头”四大行动，

打造“一都三城一地”，

以文塑城、以文化人、

以文促产，培育一批文

化领军人才，创作一批

主题精品力作，营造崇

文尚文的浓厚氛围。

围绕打造北方文学之

都，包头市出台了面

向全国作家的礼遇政策，正在打造

“作家村”作家集聚地，努力提升《鹿

鸣》文学影响力，包头文学馆也在筹

备建立中。全国首个鲁迅文学院教

学实践点落户包头，将成为包头市

打造北方文学之都中最浓墨重彩的

一笔。

座谈会上，徐可与张旭共同签署

了合作协议。双方还就下一步联合开

展活动事宜进行了座谈交流。据悉，

今后双方将依托鲁迅文学院在全国的

影响力，继续在文学创作培训、作家队

伍建设、各类文学活动方面开展深入

合作，邀请更多名师名家走进包头，实

现合作共赢，在文学事业发展方面取

得扎实成效。

（刘鹏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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