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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11月20日，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
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葡萄牙语版）启播仪式在巴西
首都巴西利亚举行。节目即日起在巴西国家传媒公司、巴西旗手传
媒集团、SBT电视台、巴西盒子媒体集团、巴西新东北电视台等落地
播出。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三季（葡萄牙语版）以
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引用的中国诗词典故为切入点，
聚焦人类命运共同体、文化传承创新、保护生物多样性、文明交流互鉴
等主题，精彩呈现了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人文情怀以
及广博的大历史观和世界观，向受众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根基。

（据新华社巴西利亚11月20日电）

纪念罗广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江苏省

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作协、南京市委宣传部、南京市

秦淮区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四届扬子江网络文学周在

江苏南京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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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席郑焱，江苏省广电局副局长、省

网络视听协会会长吴以桥，南京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陈勇，秦淮区委书记王生出席开幕式,并共同启动本届

扬子江网络文学周。来自全国各地的网络作家、评论

家、平台代表和文化产业代表等参加活动。

胡邦胜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

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年来，中国作协和各

地作协纷纷成立网络文学工作机构，网络文学走上了

规范化、规模化发展道路，精品力作不断涌现，社会影

响力日益扩大。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深化文化体

制机制改革，网络文学进入融合发展新阶段，借助AI

等新质生产力，出现了网文与视听融合发展的文化新

业态。希望江苏在融合发展新阶段再续辉煌、再上台

阶，在精品创作、行业发展、国际传播、新人培养等方面

勇立中国网络文学发展的新潮头，为文化强国建设作

出更大贡献。

开幕式上，第三届扬子江网络文学最具IP潜力榜

榜单发布，《半路杀出个兽医姑娘》《沧海归墟》等12部

作品上榜。第四届泛华文网络文学金键盘奖同期揭晓，

《道诡异仙》等24部作品获奖。江苏省作协还与知乎签

订了《网络文学宣传推广战略合作协议》，江苏网络文

学谷扬子江网络视听剧本创作中心正式揭牌。

作为扬子江文学品牌活动之一，本届扬子江网络

文学周以“数智引领，融合发展”为主题，旨在顺应信息

技术发展新趋势，推动网络文学与数字文化产业融合

发展。其间举行了多场丰富多彩的活动，第七期江苏网

络作家研修班同期举办。

（王泓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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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俄建交 75 周年，也是

“中俄文化年”开启之年。11月21日，

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俄罗斯莫斯科克

里姆林宫博物馆合作推出的“俄宴风

华——克里姆林宫博物馆藏饮食文物

精品展”在国博与观众见面。此次展

览从饮食文化的视角切入，分为食材

烹具、饮食传统、饮食艺术三个部分，

精选展出了138件（套）俄罗斯饮食文

物珍品，囊括金银器、铜器、瓷器、玻璃

器、油画、服饰和纺织品等不同品类，

同时引用了诸多俄罗斯民谚和格言，

系统生动地展示了俄罗斯饮食文化风

貌，见证了俄罗斯各个时代的风俗习

惯，反映了俄罗斯数百年的历史、艺术

和生活。展览将持续至 2025 年 3 月

16日。

（王觅 图/文）

本报讯 近日，鲁迅文学院上海临港教学

实践点签约座谈会在京举行，上海临港科技智

慧图书馆成为继内蒙古包头后鲁迅文学院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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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

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上海

临港科技智慧图书馆馆长钮也仿出席并讲话。

座谈会由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徐可主持。

吴义勤在讲话中说，党的二十大为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习近平文化思想

为广大文艺工作者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

根本遵循，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深化文

化体制机制改革、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

力的奋斗目标和实现路径。新时代新征程，中国

文学要紧跟日新月异的时代步伐，铸就星汉灿

烂的新景象。鲁迅文学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设

立一批教学实践点，就是希望通过搭建更加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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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文学院与上海临港

科技智慧图书馆签署教学实践点合作协议，标

志着鲁迅文学院与上海临港新片区在文学教育

和创作领域的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期待

鲁迅文学院上海临港教学实践点成为连接时代

与人民、文学与生活的桥梁，吸引和培养一批有潜力的文学新人，为

文学事业注入新鲜血液，推动文学创作的创新和发展。

钮也仿向鲁迅文学院对上海临港的关怀与支持表示诚挚感谢。

他谈到，上海临港充满了新时代发展的活力，亟需丰富鲜活的文学力

量。在此背景下，上海新华传媒连锁有限公司努力发挥自身文化传播

优势，助力上海临港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与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上取得

更大发展。鲁迅文学院教学实践点落户上海临港，将为临港乃至上海

的文化发展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座谈会上，徐可与上海临港科技智慧图书馆执行馆长范继祖共同

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就下一步联合开展活动事宜进行了座谈交流。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鲁迅文学院副院长李东华、周长超等。（王泓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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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刘鹏波） 为深入探讨“文化润疆”工程背景下的

当代边地书写，推动新疆的文学创作，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作家出版

社、《当代》杂志社、新疆昌吉文联、木垒县委宣传部、南开大学文学

院、南开大学当代审美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润疆’与当代边地

书写——李健新疆题材小说研讨会暨《天山下》改稿会”日前在天津

市南开大学举行。

出生和成长于新疆昌吉木垒的李健，近年来创作了展现新疆边

地生活样貌的《木垒河》《脐血之地》等作品。研讨会上，10位专家学

者从心性现实主义、边地书写、文化变迁等角度深入探讨了李健新疆

题材小说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大家表示，李健的作品深植新疆

的土壤，通过对木垒地区的细致描写，展现了当地独特的自然风光和

人文环境；通过塑造鲜明的边疆人物形象，表现了多民族的共同生

活、文化交融与边疆社会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各民族在文化上的共

通性，是民族文化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作出了新贡献。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天山下》改稿会上，

4位评论家分别就《天山下》的叙事结构、人物塑造、语言特色等展开

评析，充分肯定了作品的艺术成就，并提出中肯的修改建议。

“木垒滋养了我，并支持我向前走。”李健表示,将虚心听取专家

意见，认真思考和修改，努力使《天山下》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和读者

检验的好作品。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

《天山下》改稿会举办

新华社北京11月22日电 11月22日，由中国作家

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办的纪念罗广斌同志诞辰

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

国作协主席铁凝出席。

罗广斌是长篇小说《红岩》的第一作者，是红岩精神的

见证者、践行者、传播者。《红岩》一经问世就引起强烈反

响，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在新中国的历史记忆

和精神生活中永放光芒。

与会者表示，要学习罗广斌同志的革命信念和艺术追

求，勇攀文学高峰。要弘扬红岩精神，传承红色基因，高举

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火炬，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文化发展道路。要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担负起

新的文化使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贡献文学力量。

本报北京11月22日电（记者 罗建森） 75年前，以

江竹筠等为代表的红岩英烈，面对敌人的酷刑和屠刀，宁

死不屈、顽强斗争，谱写了壮烈的英雄诗篇，凝结成“红岩

精神”，为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华民族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与红岩英烈共同经历了生死斗争的罗广斌，为了“把这

里的斗争告诉后代”，在新中国成立后，与杨益言一同创作

了长篇小说《红岩》，让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得以永远

留存。

11月22日，由中国作家协会主办、中国现代文学馆承

办的纪念罗广斌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在京举行。中国

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森出席并致辞。中

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中国现代文学馆馆

长李敬泽主持座谈会。

张宏森在致辞中表示，罗广斌同志是红色经典《红岩》

的第一作者，是红岩精神的见证者、践行者、传播者。1961

年12月，由罗广斌等创作的《红岩》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

版，一经问世就引起了强烈反响，至今已发行2000万册，

并被翻译成英、法、俄、日等19种外文，成为当代文学的经

典之作，在新中国的历史记忆和精神生活中永放光芒。今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也是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10周年。在深入

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之际，举行此次座谈会，就是为

了学习罗广斌同志的革命信念和艺术追求，重温红色经

典，弘扬红岩精神，激励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高举民族

精神和时代精神的火炬，与党和人民一道前进，以文学之

光为我们的民族开辟更加辉煌灿烂的未来。

张宏森强调，今天我们纪念罗广斌同志，就是要学习

他对共产主义的忠诚信仰，学习他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

创作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勇攀文学高峰，弘扬红岩精神，

传承红色基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强大精神力量。

要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学习老一辈作家坚如磐石

的理想信念，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思想，始终坚

守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始

终坚定文化自信和历史自觉，唱响时代主旋律，成就文学

新经典；围绕提高文化原创能力，不断激发创新创造活

力，孕育催生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构筑中国文学新

高峰；铭记红岩精神，赓续红色血脉，从中汲取无穷的力

量，始终心系民族复兴伟业，热忱描绘新时代波澜壮阔的

精神气象，书写生生不息的人民史诗，谱写中国文学新的

辉煌篇章。

张宏森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代中国，江山壮

丽，人民豪迈，前程远大。时代为我国文艺繁荣发展提供了

前所未有的广阔舞台。希望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牢记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盼，以红岩先辈为楷模，牢记中国

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发展道路，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担负起新的文化

使命，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

业的新征程上贡献文学力量。

罗广斌女儿胡波在发言中深情回忆了罗广斌的人生点

滴，以及他在创作《红岩》时的动人细节。“父亲一生，与革命

相伴而波澜壮阔；《红岩》小说，饱含热血真情而经久流传。”

她谈到，罗广斌曾多次说过，“《红岩》这部小说真正的作者

不是我们，而是在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

烈，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这段历史，而我们只是记录

和整理者”。《红岩》打动了无数读者的心，给后人留下了宝

贵的精神财富，为群星闪耀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增添了一颗

明亮的星。“如今，父亲忠诚的事业已经跨入了新的征程。作

为罗广斌的后人，我们将切实担负起这份沉甸甸的责任和

使命，继续用心用情讲好红岩故事，做红岩文化的传播者和

实践者，让红岩精神绽放出新的时代光芒。”

重庆市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何浩，中国作协报告文

学委员会副主任王宏甲，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副总编辑李钊

平，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河北大学教授阎浩岗，原空政文

工团第五代江姐扮演者和传承者王莉，重庆红岩革命历史

博物馆党委委员、纪委书记刘红在会上先后发言。大家表

示，《红岩》承载着厚重的红色历史与崇高的革命精神，60

余载岁月流转，《红岩》以其独特的魅力，教育和影响了一

代又一代读者，书中革命志士所展现出的理想信念与高尚

情操，如璀璨星辰般照亮人心。小说以文学的形式，赋予了

红岩精神永恒的力量，让红岩精神跨越时空，在今天依旧

熠熠生辉。新时代的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与时代同行、与人

民同心，传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文化，继承革命先辈的光

荣传统，让红色理想在文学作品中熊熊燃烧，将个人的文

学追求融入为人民服务的伟大事业中，在新时代的浪潮中

奋勇前行，为新时代的伟大实践而高歌，书写属于时代和

人民的壮丽篇章。

参加座谈会的还有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

中国作协办公厅副主任刘秀娟，文艺报社副总编辑刘颋，中

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李宏伟，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办

公室主任张维素，中国青年出版总社经典再造编辑中心主

任、《红岩》责任编辑叶施水，中国青年出版总社开明书店总

经理刘海勤，卢作孚孙女卢晓蓉，“双枪老太婆”陈联诗外孙

女林雪，马识途外孙女安海涛，罗广斌外孙女姚丹青等。

与会者当日还参观了“歌以咏志 星汉灿烂——新时

代文学成就展”“‘三红一创 青山保林’红色经典展”。

本报讯 日前，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外文局指

导，外文出版社、《诗刊》社主办的《青春，如风有信》

（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中外对照文

版新书首发式在德国法兰克福书展举行。中国作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施战军视频致辞。中国驻法兰

克福总领事馆教育文化处领事唐利文、国图集团总经

理谢刚、中宣部机关服务中心副主任牛永泽、德国法

兰克福孔子学院德方执行院长王魏萌、外文出版社法

文部主任姜丽莉、《诗刊》社主编李少君、《人民文学》

副主编陈涛等参加活动。

施战军对《青春，如风有信》的高效率、高质量出

版给予高度评价。他谈到，“首届国际青春诗会——

金砖国家专场”的诗人之旅见证了中华文明和中国

式现代化的伟大进程，也见证了《诗刊》在国内享有

盛誉的“青春诗会”走向国际的坚实步履。此次活动

中相逢的感动凝聚在这本诗集中，将被广大的世界

读者传播共享。

唐利文表示，《青春，如风有信》新书首发式是今

年中国出版界参加法兰克福书展的一个亮点。这本书

是青春的旗帜、友谊的旗帜，更是文明的旗帜，将在众

多读者中引发共鸣，也将为加深中德人民相互了解作

出积极贡献。

王魏萌认为，诗歌等文学作品可以很好地促进文

明交流互鉴，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深层次的理解和探

索，从而体现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和丰富性。《青春，如

风有信》以诗歌作为共通的文化符号，生动展现了不

同文化之间的魅力。

与会者谈到，诗可以连接人们的心，把不同地区、

不同信仰的人们聚集在一起。“首届国际青春诗

会——金砖国家专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外国诗人参

与人数最多的一次“青春诗会”，《青春，如风有信》以

中外对照形式出版，有助于激发人们对不同文化深层

次的理解和探索，体现对文明多样性的肯定和尊重。

这是一本诗人作品、活动合集，以图文形式全面呈现

了“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的活动成

果。希望这本诗集能得到全世界青年人的喜爱，也希

望“国际青春诗会”的影响力将越来越大。

参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的

青年诗人们通过视频表达了美好祝愿。巴西作家安

娜·鲁什表示，诗歌是强有力的艺术形式，这种力量也

蕴含在《青春，如风有信》当中。伊朗诗人哈菲兹·阿齐

米·卡尔胡兰表示，这本诗集弥足珍贵，记录了那些满

是爱的时刻。

《青春，如风有信》由《诗刊》社主编，遴选来自

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埃及、埃塞俄比亚、

伊朗、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这10个金砖成员国的

72位诗人的代表性诗歌，以中外对照形式出版，旨

在更好地展示各国青年诗人的创作成果，以诗会

友，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该书每首诗保留作者

原始的书写语言，并译成中文加以对照。全书的外

文语种包括英语、葡萄牙语、俄语、印地语、阿拉伯

语、波斯语6种。

《青春，如风有信》中外对照文版
亮相法兰克福书展 本报讯 日前，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在陕

西西安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邱华栋，陕西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单红，陕西省作协主席贾平凹，共青团

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青联主席鲁镇等出席会议。

邱华栋在讲话中表示，中国作协一直大力支持青年作家成长成

才，团结号召广大青年作家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鼓励青年作家

创新创造，激发活力，增强信心，奋力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陕西青年作家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正确的政治方

向；坚守文艺为民初心，把握时代脉搏，攀登文学高峰；不断锤炼品

格，追求德艺双馨；持续提升陕西省青年文学协会的品牌性，打造健

康、有活力的文学创作梯队。

单红说，陕西省作协多措并举，为青年作家仰望文学的星辰大

海提供丰饶、充满激情与活力的创作基础。陕西省青文协自成立以

来，为培养文学陕军后备力量作出了突出贡献。

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理事，杨则纬当选为主席，马慧聪当选为

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王飞、王晓云等13人当选为副主席。会议还

公布新一届顾问团名单，并聘任贾平凹、王进智、夏保安为第四届理

事会名誉主席。

陕西省青文协举行
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