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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 8月19日，中国作协召开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集中学习
培训班动员宣讲大会。中国作协党组书记
张宏森作专题宣讲报告。

张宏森在宣讲中介绍了全会的基本情
况和筹备过程，认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是
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
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
的会议，是新的历史起点上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总动员、总部
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报告和重要
讲话，全面总结了一年多来中央政治局的工
作，深刻阐述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意义、总体要求、重要
举措、根本保证等重大问题，并对贯彻落实
全会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全会通过的《决
定》既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
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的时代新篇，是党的历史上又一重要纲
领性文献。学习好贯彻好这次全会精神，是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全国的一项重大
政治任务。

张宏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发

表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系列方向性、
根本性重大问题，是全会精神的“纲”，必须
深入学习、深刻领会。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
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科技创新
实现新突破，大国外交取得新进展，“稳”的
基础更加扎实、“进”的动能更加充沛、“新”
的特质更加鲜明、“大”的担当更加彰显、

“严”的成效更加显现，这些成绩的取得，根
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作为党中央的核心、全
党的核心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要深刻认识
这次全会确定的主题，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从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
发展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出发，经过深思熟
虑作出的重大决策，《决定》提出“七个聚焦”
的目标，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指明了方
向。要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
要性和必要性，深刻把握“六个必然要求”和

“四个迫切需要”，增强深化改革举措的紧迫
感责任感。要深刻认识进一步全面深化改
革的重大原则，把“六个坚持”作为贯彻落实
《决定》的根本遵循。要深刻认识推进改革

中需要把握的一些重大问题，确保改革始终
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要深刻认识党中央对
下半年工作的重要部署，有效防范化解意识
形态风险，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断增
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

张宏森强调，要全面准确理解《决定》提
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根据党在新时代新征
程的使命任务和战略安排，对进一步全面深
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的系统部
署。要紧扣全会主题，结合中国作协实际，
认真贯彻《决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民主和
法治领域改革、文化体制机制改革、民生和
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国家安全和社会治理体制机制改革、国
防和军队改革、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制度改
革等各项改革举措。要深刻认识《决定》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作出专章安排，充
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
文化建设的高度重视，彰显了以改革创新精
神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深远考量。《决
定》提出“七个聚焦”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总目标，把“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列
为其中之一，着眼于推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从完善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
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构建更有效力的国
际传播体系四个方面，对深化文化体制机制
改革作出具体安排，为新时代新征程文化改

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
我们要以钉钉子精神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重大部署，将改革成效体现在推动作协
工作和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上。

张宏森强调，要按照党中央要求，全力
以赴抓好全会精神贯彻落实，集中一周时间
举办学习培训班，把强化政治引领、发挥示
范督导作用、发扬求真务实学风、注重密切
联系实际贯穿学习培训始终，以改革创新精
神推动全会各项部署任务在作协系统和文
学界落地见效。要深刻领会全会精神中蕴
含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把学习贯
彻全会精神与推动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结
合起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
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决维护意识
形态领域安全，为党和人民守好文学阵地。
要落实好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各项部
署要求，优化文学产品供给服务，推动精品
迭出、人才辈出，着力提升文学传播效能，用
心用情讲好中国故事，更好担负起新时代新
的文化使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
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处同志，中国作协副
主席陈彦、莫言、格非、阎晶明，中国作协主
席团委员关仁山、柳建伟、曹文轩、梁鸿鹰，
在京行业作协、文学社团负责人，中国作协
全体干部、部分外聘业务骨干和离退休党员
代表等400余人参加会议。

中国作协召开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集中学习培训班动员宣讲大会

面向中国作协全体党员干部和文学界代表宣讲全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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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20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第33届夏
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全体成员。他强调，在巴黎
奥运会上，你们团结一心、顽强拼搏，奋勇争先、不负使命，取
得我国参加夏季奥运会境外参赛历史最好成绩，实现了比赛
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他代表党
中央和国务院欢迎大家凯旋，向大家致以热烈祝贺和诚挚慰
问，并向全国体育战线的同志们表示亲切问候。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国家副主
席韩正参加接见。

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气氛。下午3时20
分许，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代表团成员中间，全场响起
长时间热烈掌声。习近平等同大家亲切握手，并合影留念。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中国体育
代表团的优异成绩，既是我国体育事业发展进步的集中体现，也
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的一个缩影，充分彰显了新时代中国
力量。国运兴则体育兴、国家强则体育强。我国能够跻身世界体
育大国、奥运强国之列，根本在于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为体育竞
技训练提供了先进科技支撑和坚实物质保障，也为各领域体育
人才脱颖而出创造了良好成长环境和广泛群众基础。新时代新
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必将
为我国体育事业发展提供更好条件、注入强劲动力。我们要继续
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
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

习近平指出，中国体育代表团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
和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让中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交相辉
映，生动诠释了新时代中国精神。赛场上，大家牢记党和人民重
托，“国家荣誉永远超过个人”、“我的这块金牌献给伟大的祖国”
等誓言掷地有声，展现了祖国至上、为国争光的赤子情怀，展现
了顽强拼搏、自强不息的必胜信念，展现了团结协作、并肩作战
的宝贵品质，展现了中国青年一代自信乐观、热情友好的阳光气
质。你们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积淀，看到了
中国开放包容、昂扬进取的时代风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志气、
锐气和底气。祖国和人民为你们骄傲，为你们点赞。

习近平强调，中国体育代表团坚持拿道德的金牌、风格的金
牌、干净的金牌，弘扬了体育道德风尚，赢得了广泛尊重认可，充
分展现了新时代中国形象。赛场上，大家遵守规则、尊重对手、尊
重裁判、尊重观众，保持良好的赛风赛纪和文明礼仪，胜不骄、败
不馁，在竞技上、道德上、风格上都拿到了金牌。

习近平指出，新的奥运备战周期已经开始。希望大家戒骄戒
躁、再接再厉，提高训练和比赛水平，扬长补短，加快人才培养，
高质量做好备战工作。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相辅相成，希望大家
进一步提升竞技体育综合实力，带动全民健身、青少年体育蓬勃
开展，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

王毅、刘国中、李书磊、李鸿忠、何卫东、陈武，中央和国家机
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体育部门
负责同志参加接见。

迎接第九次迎接第九次
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

人民是历史的主体，也是文学表现的主
体。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
位置，要求文艺工作者“要虚心向人民学
习”，“诚心诚意做人民的小学生”。新时代文
学是以人民为中心、激励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的文学。只有在人民丰富生动的生活创造中
倾听他们的声音，体察他们的情感，才能洞
悉生活本质、把握时代脉动，不断推出具有
深沉力量和隽永魅力的精品力作。

6年来，广大青年作家把深入生活、扎
根人民作为根本立场和方法，走出方寸天
地，走进人民生活，表达人民心声，从人民群
众的伟大实践和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中汲
取营养，热情观照人民的生活、命运、情感，
真诚反映人民的心愿、心情、心声，奋力书写
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广
阔天地绽放。

讲述生动的时代故事，致敬
故事背后的人民

优秀的文学作品从哪里来？从生动鲜活
的日常中来，从人民的奋斗实践中来。一位
出色的作家，需要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去
观察身边的每一处细节，在日常中发掘伟
大，从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与情感中汲取讲
述中国故事的灵感。

作家索南才让常年生活在青海牧区，
12岁便辍学放牧，之后又经历过工人、保
安、配菜生、铁路护路工、兽医等多种职业。
尽管只接受过短暂的学校教育，但他凭借自
己的不懈努力，走上写作之路，并获得第八
届鲁迅文学奖。对草原文化的深厚感情和对
牧民生活的深刻理解，让他的文字充满了独
特的风格与气息。

索南才让谈到，一个人的生活就如同
他的年龄，青少年时飘摇而轻逸，有一种飞

扬的姿态始终在身上，这是因为生活的
“轻”在身上；年龄在长，生活也在发生变
化，朝着更为深厚的方向移动。“阅历的增
加让生活厚重起来，轻飘飘的生活过去了，
有份量的生活开始体现。”而在他几十年的
牧区生活中，有一个兴趣从来没有改变过，
并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而越发浓厚，那就是
倾听别人的故事。

“我很愿意去听一些特别会讲故事、会
讲述自己过去经历的人说话，我会听得痴
迷，仿佛在看一部影片一样。可是我真的是
在听故事吗？不是，我是在别人的生活中体
验自己的生活。我在为自己打开更多的可
能，让我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和精彩。”
索南才让谈到，每当有人说出他沉甸甸的生
活故事的时候，“就仿佛在向我倾囊传授一
些东西，我从中挑挑拣拣，或者索性全盘接
受。而当我摇身一变，开始用笔写故事的时
候，这些故事会统统来到我的笔下。他们和
我的生活紧密扎实地联系在一起，我在讲述
我的故事，也在致敬故事背后的那些生活和
人民”。

同样获得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董夏青
青常年关注军旅题材，尤为关注边防士兵的
生活经历。在新疆工作的十年间，她多次深
入边防一线，与边防官兵共同生活，这些经
历成为她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对她而言，
部队生活是一座值得深入书写和挖掘的富
矿，蕴藏着无数的故事。

“在今年的一次采访中，我认识了一位扫
雷排爆大队的老班长。老班长是云南临沧人，
皮肤很黑，他自嘲说老家镇上的男人都是自
己这种黑皮。可他带出来的一位年轻军士却
说，从班长以前的照片来看，他并没这么黑，
是长期和火药打交道熏黑的。比如，一次修
路施工爆破作业后，老班长发现有火星子落
到了附近的树上，于是蹭蹭爬到3人张开双

臂都环不过来的十余米高的大
树上探查。老班长爬上爬下七
八趟，用随身携带的水壶浇灭
了火星，年轻的军士发现他整
个人从头到脚都黑得发亮了。
老班长还曾救过这位军士一
命：一次执行排雷任务的过程
中，军士在经过雷场的一处地
段时，探雷器响了，但当他再探，

探雷器又不响了。军士正准备通过，却被老班
长从一旁拦下，说探雷器虽然没动静了，但直
觉告诉他这地方有问题。军士觉得好笑，说
探雷器这么灵敏都探不出来，能有什么问
题？但老班长坚持让军士站开，拿探雷器对
着附近的信号源仔细探了近半小时，最后终
于探出一枚金属含量特别小的M14地雷。
军士说，他以前觉得自己是大学生士兵，头脑
和身体都很拔尖，是老班长让他放下虚荣，承
认经验的宝贵。”董夏青青谈到，自己在写作
时经常会回想起像老班长和军士这样的战士
的故事，正是这些从实地中“捡”来的生活，让
人们的心弦为之久久颤动。

洞悉生活百态、深研文学技
艺，巨大的宝藏就在人民之中

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
根生活。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实施，越
来越多青年作家积极响应号召，深入基层，
投身到山乡巨变的广阔实践中。他们从中汲
取灵感与养分，进而深化和丰富自己的文学
创作。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短短8个字，每
个人对它们的认知和感受都是不同的。对我
而言，这8个字不仅明确了文学创作的基本
遵循，同时也是一份人生的信守。”《人民文
学》杂志副主编陈涛如是说。

9年前，陈涛被选派到甘肃省甘南藏族
自治州临潭县冶力关镇挂职两年，之后相继
创作出版了《山中岁月》《在群山之间》等非
虚构作品，并获颁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他谈到，那时在镇上，每天忙时做事、闲时看
书，过得非常充实，“当时做得最多的一件
事，就是坐在镇政府院子里的那棵核桃树
下，跟不同的人聊天。之前在生活中长期形
成的高速运转的状态一下子慢了下来，也只
有在慢下来之后，才得以品味到生活真正的
味道，学会在生活的内部去生活。当我越来
越了解当地的民情，以及当地朋友的思维与
表达时，我也就越来越沉默，不断提醒自己
少说多看。为什么呢？因为当一个人真正融
入生活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无知，以及
自己在做判断时的自以为是。”

虽然挂职期间的日常工作和文学关联

不大，但也正是这种暂时性的脱离，让陈涛
得到了重新审视和省思文学的契机，让他的
文学观念发生了松动乃至重构，“我也愈发
信服柳青先生所讲的，作家要进三所学校，
分别是生活的学校、政治的学校和艺术的学
校。一个优秀的写作者，不仅要洞悉生活百
态，还要明晓国情时政、不断深研文学技艺，
唯有如此，才能不断创作出更好的作品”。

“2018年，我到晋南农村挂职锻炼，后
来又驻村帮扶，接着走遍了山西的贫困县
进行采访。在这个过程中，我惊奇地发现，
以前我视若珍宝的那些写作素材，在广阔
的生活天地中，原来比比皆是。”谈及自己
过去的基层工作经历，山西省作协副主席
杨遥回忆道。

在吕梁临县的一个小山村，杨遥见到了
一位“80后”第一书记，她在讲完自己怎样
和村民一起过生日、怎样帮他们拍全家福的
故事后，漫不经心地说：“我们村的村民可喜
欢我哩，每天唱歌夸我。”临县盛产伞头秧
歌，杨遥问她是否有现成的，她马上打开手
机放出几段歌曲。“这些农民自己作词的歌
曲并不算优美，但它们质朴动人，歌颂和赞
美的都是普通人。我刹那间被击中了，觉得
这是小说的好细节。后来我以她为原型，创
作了长篇小说《大地》。”在革命老区武乡，杨
遥等人在采访时被当地居民包围，“他们每
个人都支起手机，直播我们采访的过程，采
访者成了被采访者”；岭头村有一位妇女，过
去从来不用智能手机，做微商后不会用拼音
打字，只好买来拼音挂图自学。她最远将小
米卖到了非洲多哥；有西藏的顾客买了她的
小米说不好吃，她认为是水质问题，让顾客
用矿泉水来熬稀饭……这些细节都被杨遥
写进了小说《父亲和我的时代》。

“新鲜生动的素材扑面而来，每一个都
如此独特。”腊月二十三，山西静乐县万国工
坊的工人们干得热火朝天，给美国的自行车
服、加拿大的沙滩裤、德国的滑雪衣做代加
工；偏关县的扶贫车间机器轰鸣，是在给蒙
古国生产防护服；一名来自吕梁的护工，努
力学习各种技能，想每年去一个国家当月
嫂……杨遥表示，生活和生活是如此不一
样，“只有深入之后才会发现，巨大的宝藏就
在人民之中”。

（下转第3版）

做人民的学生 让青春在新时代的广阔天地绽放
——青年文学创作巡礼（之二）

□本报记者 罗建森

习近平在接见第33届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时强调

戒骄戒躁 再接再厉 为建设体育强国再立新功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韩正参加接见

本报讯（记者 教鹤然） 为迎接澳门回归
祖国25周年，推动新时代儿童文学创作交流和
发展，彰显澳门本土原创儿童文学的特色和优
势，提升澳门儿童文学的国际影响力，8月16
日，由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澳门作家协会、澳
门文艺评论家协会、澳门儿童文学协会、澳门大
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和澳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协会共同主办的首届澳门国际儿童文学奖颁奖
典礼在澳门大学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出席并致辞。澳门中
联办宣传文化部副部长殷汝涛、澳门大学副校
长莫启明、澳门文化发展基金行政委员会委员
许鑫源、澳门文化界联合总会副会长罗崇雯、澳
门作家协会会长马莹莹出席并讲话。彭执中、
俞祁、王泉根、方卫平、王彬彬、李学武等来自全
国各地的百余位作家、学者和出版人齐聚一堂，
共同见证这一文学盛事。

吴义勤表示，澳门回归祖国25年来，在“一
国两制”方针的正确引领下，澳门地区经济繁
荣、文化昌盛，取得了可喜成就，澳门文学也谱
写了新的历史篇章。澳门作家立足澳门发展的
生动实践，书写独特的澳门故事，向世界展现澳
门形象，传递澳门精神，创作了一大批优秀作
品，呈现出繁荣发展的生动景象。在澳门文化
界联合总会、澳门作家协会的组织引领下，澳门
文学不断加强与内地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互
动，进一步融入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格局之中，
成为中国文学版图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澳
门国际儿童文学奖”是基于澳门儿童文学发展
的繁荣现实，以及中国儿童文学整体发展需要
而设立的文学奖项，旨在进一步推动澳门地区
儿童文学创作发展，提升澳门在国际文学界的
影响力。活动的举行恰逢其时，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首届澳门国际儿童文学奖于2023年9月启动，奖
项自征集以来，共收到1300多部（篇）作品。经过评委们公平公
正公开的专业评选，最终，杨志军的《三江源的扎西德勒》获最佳
长篇奖，廖小琴的《花朵鱼》获最佳短篇奖，薛卫民的《二十四节
气儿歌》获最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题材奖，金波的《想变成一棵
树》获最佳诗歌奖，彭绪洛的《少年科考队——追回恐龙化石》获
最佳科普奖，雷振宇的《莫扎特奇遇记》获最佳科幻奖，朱墨的
《读书老鼠沃尔特》获最佳翻译奖，杨颖虹的《那只没有被染成金
色的蝴蝶》获最佳澳门原创奖，顾苓蓝的《今天下99号雨》获最
佳新人奖。此外，《送别的话不想说》责编李碧梅获最佳编辑奖，
江苏凤凰少年儿童出版社获最佳出版机构奖。另有50余部作
品获提名奖项。

与会嘉宾为获奖作家代表颁奖，并授予奖杯及获奖证书。
吉林作家薛卫民、澳门作家杨颖虹代表获奖作家发表感言。作
家们表示，中华民族历史文脉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共同
滋养着澳门地区与内地作家的文学创作，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
孩子们奉献更优质的儿童读物。

8月17日，澳门大学中国历史文化中心还举办了汉语儿童
文学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儿童文学的边界与概念”“儿童文学
的评价标准”“儿童文学的创作方法”“澳门儿童文学的特质与新
质”等重要议题进行深入研讨。大家认为，儿童文学是成人写给
儿童的“以善为美”的文学，目前儿童文学创作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挖掘仍需精进，对乡村生活的表现还不够充分，儿童文学
主题创作尚存在成人化倾向。为更好地解决这些问题，新时代
的儿童文学创作应该贴近儿童生活，注重提升儿童的人文素质，
关注儿童心理健康，为孩子们提供丰富的时代经验和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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