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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生动的燕赵气象
——访河北省作协新任主席刘建东

□杨茹涵

10月23日至24日，河北省作家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
在河北石家庄举行。大会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机构，刘
建东当选河北省作协主席。本报记者就此对刘建东进行了
专访。

记 者：刘建东老师好！祝贺您当选河北省作协主
席。多年来，河北省作协在推动河北文学高质量发展方面
收获颇丰。能否介绍一下河北文学的现状以及突出的亮
点特色？

刘建东：河北省作协主席这副担子很重，我深感责任
重大。这也督促我牢固树立服务作家的意识，并不断提升
自己的文学造诣。

河北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传统，形成了鲜明的特色。
综观河北现当代文学史，可以看到，不论是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文学活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
义建设时期的革命现实主义创作，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

“三驾马车”以及进入新世纪后“河北四侠”的创作，河北文
学总能从时代精神中汲取营养，不断涌现出有代表性的作
家作品，由此锻造出醇厚的现实主义品格。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中国作协指导和河北省委、省政府
领导下，河北文学工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出作品、出
人才”为目标，以激发作家创作活力为根本举措，形成了作
家队伍结构合理、创作实力强劲、各体裁全面开花、文学发
展环境进一步优化的新局面。河北广大作家扎根燕赵大地，
心怀“国之大者”，用心用情用力抒写人民，创作出了一批贴
近时代生活、思想精神厚重、艺术水平高超、深受读者喜爱
的精品佳作，“文学冀军”的品牌效应进一步得到彰显。

记 者：过去5年，河北省作协团结带领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锐意进取、持续前行，取得了哪些成绩？

刘建东：5年来，河北省作协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
和文学工作者，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迎来了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新境界。

一是主动融入大局，书写时代巨变。主动对接中国作
协重大文学行动，谋划实施“新时代山乡巨变·壮丽燕赵”
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河北行动”计划，推出《白洋
淀上》《太行沃土》等一批优秀作品。开展系列主题创作采
访活动，组织作家扎根在故土上、人民间，引导作家积极描
绘波澜壮阔的时代气象。二是勇攀文学高峰，精品佳作纷
呈。5年来，全省作家共创作出版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

学、文学评论等各类作品专著520余部，在《人民文学》《当
代》《十月》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6500余篇（首），多部作品
获重要文学奖项。全省共有21部作品入选中国作协各类
扶持项目，河北省作协重点创作选题扶持作品20部。三是
推动跨界融合，实现文学破圈。成功组织“汇文学之光 谱
时代华章——2023河北文学周”、“遇见好诗光”经典咏
读、2023中国网络文学论坛、2024“中国作家·河北文学
周”、河北文学榜云典礼展播等活动。《最美的乡村》《滹沱
儿女》等河北作家创作的影视剧在央视热播。四是扩大文
学服务，增进以文润心。邀请多位全国知名作家到河北开
展名家走基层、文学公开课、作家进校园、“文学照亮生活”
公益讲座、“诗意燕赵·青春风华——河北青年诗人笔会”
等公共文学服务活动，惠及100余万人。推动河北文学馆
成为河北重要文化地标，接待观众近百万人次。

记 者：接下来，河北省作协在打造新时代“文学冀
军”、推动文学人才的培养和成长方面，会采取哪些创新性
的举措？

刘建东：加强“文学冀军”建设，是河北省作协推进文
学事业行稳致远的基础性工作。未来5年，我们将采取以
下措施推动文学人才的培养和成长。

一是大力培树文学名家。推出一批有影响力的河北文
学名家，量身打造宣传推广规划，出版《燕赵文艺名家丛
书·文学篇》，给予重点创作选题扶持、配套奖励、深入生活
补贴等政策激励。二是积极扶持青年人才。实施“文学秀林
计划”和文艺后备人才“春苗行动”，《长城》《诗选刊》在坚
持艺术性、高品质的同时，拿出更多版面刊发新人新作，让
更多新面孔、新作品从河北走向全国。完善文学人才职称
职务评聘措施，优化年度河北文学排行榜评选办法，健全
合同制作家选拔和服务机制，争取更多作家赴外进修，促
进青年作家茁壮成长。三是培育网络文学新力量。深入研
究网络文学发展规律和特点，建立作品扶持、作家培训、作
品推广、IP改编、权益保护一体化的服务机制。建立河北作
家人才库，更广泛地发现培养创作人才，构建“老中青梯次
衔接，省内外交相辉映”的文学人才格局。

记 者：河北作为现实题材文学大省，拥有深厚的文化
底蕴和悠久的文学传统。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挖掘和利用
好河北的文化底蕴与文学传统，为文学创作注入新活力？

刘建东：河北称“燕赵之地”，历史悠久、文脉深厚，形
成了独有的文化特质。河北文学应当坚守中华文化立场，

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自
觉向经典学习，把前人留下的底蕴转化为新时代文学的神
采，在文化强国建设中展现生动的燕赵气象。

首先，要实施好“新时代山乡巨变·壮丽燕赵”创作计
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河北行动”计划。发挥组织优势和
专业优势，加大对河北现实题材、革命历史题材选题的论
证、遴选和扶持，扩展对全省改革发展重点领域的文学书
写。其次，开展“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全国知名作
家看河北”等主题创作采访活动，组织推出更多具有中国
气派、燕赵风韵的文学精品，讲好新时代中国故事、河北故
事，丰富“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化内涵和品牌
形象。第三，建好用好雄安新区中国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新时代文学实践点。完善全省作家“深入生活、扎根
人民”主题实践的组织实施、跟踪服务、成果总结一体化考
核机制，鼓励作家通过挂职锻炼、驻村驻点、主题采访等多
种形式深入生活，找到创作的源头活水。

记 者：未来5年，河北省作协将从哪些方面着手打
造新时代河北文学高地？有何具体的工作思路和计划？

刘建东：一是改进文学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工作
机制。整合省内外各方资源，建立从作品修改、编辑出版到
宣传推广、成果转化的全过程全方位服务机制。提高省级
重点文学创作规划组织水平，大力推荐河北作家作品参
评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和中国作协各类扶持计划，
助推作品和人才脱颖而出。二是实施河北优秀作家作品宣
传推广计划。争取专项经费，有计划、分批次采购河北作家
作品，赠送到基层、学校、广大读者中，让河北文学更具影
响。三是重视发挥文学理论研究和批评作用。加强与高校
及文学研究机构的合作，组建河北文学评论专家顾问团，
办好年度《长城》全国短篇小说研讨会和《诗选刊》“诗歌
联合课堂”。四是加强文学报刊网阵地建设，河北省作协
所属文学报刊要对标国内一流文学期刊，打造一批名栏
目、推出更多名作品。办好改稿会、评刊会、青年诗人笔会，
让读者评刊，请人民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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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办、《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
刊》学术支持的“陈映真的意义：台湾历史后街与二十世纪”学术研讨
会在京举行。中国现代文学馆常务副馆长王军、陈映真夫人陈丽娜
出席并致辞，4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研讨。

王军表示，陈映真先生是著名思想家、理论家、文学家，台湾爱国
统一阵营的杰出领袖，台湾同胞的杰出代表。去年5月26日，陈丽
娜与文学馆签订捐赠协议，将陈映真的珍贵文献资料无偿捐赠给文
学馆，在两岸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陈丽娜谈到，陈映真的作品表达了
对祖国热忱的爱和对人民的炙热情感，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唤
醒更多民众、引导更多青年。

与会者谈到，陈映真的创作延续了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的
写作传统，注重文艺的社会责任和社会效能；部分具有现代主义美学
特征的作品，反映了“五四”以来本土化的现代主义传统，即以现代的
形式寻求民族乃至人类的出路。

活动期间还举办了“我们如何阅读陈映真”青年论坛和“面向未
来的陈映真研究”圆桌论坛。据介绍，目前中国现代文学馆在陈映真
研究方面已开展多项工作，包括建立“陈映真文库”、举办各类学术活
动等。接下来还将在陈映真手稿轶文收集、文献的数字化及深化利
用、台湾作家口述史研究等领域持续耕耘，积极促进两岸文化交流，
共同弘扬中华文化。 （张昊月）

专家研讨陈映真创作

由中国作协主办的2024中国网络文学论坛11月28
日至29日在河南郑州举行。此次论坛以“深入学习贯彻党
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动网络文学在文化强国建设中
作出新贡献”为主题。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
出席开幕式并讲话。郑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陈明，河南
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武皓在开幕式上致辞。中国作协
网络文学中心主任何弘主持开幕式和论坛。

胡邦胜在讲话中表示，网络文学界要认真学习领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抓住难得的文化发展
机遇，努力成为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力军。当前，新一轮科技
革命、产业变革、传媒技术发展加速演进，网络文学已经从
自主生长阶段、有序发展阶段进入新的融合发展阶段。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网络文学界要牢记“国之大者”，提高
政治站位，开拓国际视野，充分发挥网络文学在作品创作、
人才队伍、产业产品、文化输出、“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方
面的突出优势，立足制度建设日益规范、数智技术迅速发
展、文化业态日新月异、国际文化交流激荡碰撞，勇担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为文化强国建设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论坛期间，与会者围绕创作精品化转型、文化新业态
升级、平台“走出去”实践、评论在场性研究、人才梯队型建
设、地方组织化探索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并就网络文学
创作、理论评论、产业发展、国际传播面临的新形势、新问
题，共商实践新路径，展望发展新趋势。

“90后”“00后”正成为网络文学创作中
坚力量

“中国网络文学发展到今天，体量大、影响力大、发展
空间大。”在中南大学教授欧阳友权看来，消费市场正在倒
逼网络文学的类型化创作破圈、出圈，“过去那些类型化写
法已经无法满足读者的多元化需求。网络作家们正运用新
手法，让作品别出新意，以赢得读者的青睐”。同时，网络作
家的年轻化与网文出海的蓝海战略，是当前网络文学发展
的两大亮点。“90后”“Z世代”特别是“00后”作家，正逐渐
成为网络文学创作的中坚力量，为网络文学繁荣发展注入
了新鲜血液。

以《十日终焉》获得广泛好评的网络作家杀虫队队员谈

及创作心得时表示，高强度的日更连载，让网络作家充分挖
掘出创作潜能，“网络作家具备坚韧不拔的毅力和自律能
力，不断突破自我，从而为读者带来了更多精彩的作品”。由
言情转向现实题材创作的网络作家麦苏深感写作是对现实
生活的深刻洞察和真实记录。“我珍惜每一次与各行各业从
业者交流的机会，从他们的生活片段里寻找新的创作灵感，
找寻一些不一样的东西。这些真实的生活体验为我的作品
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网络作家会说话的肘子表示，网络文
学要诞生经典之作，需要网络作家用心写、用情写、用智慧
写。“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与毅力，总会有更厉害的作者
写出更厉害的作品，而这些作品也将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
组成部分。”

增加作品的社会价值，讲好中国故事

近年来，中国作协网络文学中心委托扬子江网络文学
评论中心实施的“中国网络文学阅评计划”项目，通过广泛
的阅读、线上线下融合评论的方式，及时敏锐发现有潜力、
有代表性的网络文学精品，切实参与网络文学创作的精品
化建设。南京师范大学教授李玮谈到，该计划实施以来，在
推动现实题材网络文学精品化发展、反映网络文学创作新
动向方面走在前列，同时也在发现、陪伴和呵护一些默默
从事网络文学创作的作者和平台，“这一举措为新时代网
络文学的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与活力”。

“作为一名网络作家，本职工作就是源源不断地创造出
高质量的文学作品。”网络作家何常在表示，深入挖掘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将其融入作品，以新颖的方式呈现，增
强大众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是每一位网络作家的使命与
担当。网络作家银月光华谈到，网络文学的生成意味着有更
多的声音需要传递，有更多的美需要分享。网络文学创作要
不断增加作品的社会价值，积极讲好中国故事。

网络文学不仅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也是展现中华文化软实力、提升国家文化形象的
重要途径。“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学素养、写作技巧、故事
构思能力。只有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才能吸引读者、扩大
影响力；只有不断学习和交流，才能保持创作的活力。”网
络作家我会修空调认为，在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化资源、
关注现实生活中的热点话题、加强国际文化交流与合作等

方面，网络作家还有很多拓展的空间。“专心学习我们的过
去，全力创造新的未来。创新不守旧，拥抱新技术，书写新
时代，塑造新形象。”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是网络文学创作的珍贵财富，
可以通过充分地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结合现代
审美创新，推出更多新的表达方式，使古老的文化绽放出
新的生机。”网络作家狐尾的笔认为，新时代为广大网络作
家提供了广阔的创作空间和无限的创作可能，网络文学作
为一种人人都能参与又深入大众心理的文学类型，终将达
到雅俗共赏的境界。

网文出海从小溪引流走向蓝海扬帆

论坛现场，网络文学国际传播项目（第二期）正式发
布。去年，中国作协在2023中国网络文学论坛上发布首期
项目，遴选《雪中悍刀行》等4部作品，使用英语、缅甸语、
波斯语、斯瓦希里语4个语种，通过在线阅读、广播剧（有
声剧）、短视频、推广片等方式向全球进行推介，海外反响
热烈。在总结去年传播经验的基础上，项目二期向全球招
募海外读者，对唐家三少、天蚕土豆、紫金陈等6位知名网
络作家进行深度访谈，录制6期《网文中国》纪录片，使用
中、英双语向海外精准传播。现场播放了《网文中国》预告
片，生动展示项目成果。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网络作家走出国门，推动中国网
络文学扬帆出海。今年7月，网络作家蒋离子、麦苏参加了
由中国作协组织的网络文学作家赴澳大利亚文化交流活
动。整个活动为期42天，其间他们走访了澳大利亚多地，
感受当地风土人情，并与在澳华人深入交流，搜集写作素
材，寻找创作灵感。“此行最大的收获是意识到国际视野的
拓展对于提升创作水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蒋离子坦言，
现实题材网文要想在海外传播得更远，需要融入更多的国
际元素，更多地反映多元文化的融合，让读者在阅读时感
受到不同文化间的交流碰撞。

星辰大海，扬帆远航。中国网络文学正以独特的魅力，
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正
如欧阳友权所说，网文出海已从小溪引流走向蓝海扬帆，
创作者、互联网平台与内容企业共同携手，将网络文学推
向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网络文学步入融合发展的新阶段
——2024中国网络文学论坛观察

□本报记者 刘鹏波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作协儿童文学委员会、
浙江省作协主办，《中国校园文学》学术指导的第四
届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颁奖仪式在浙江义乌
举行。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李敬
泽，中国作协原副主席高洪波，浙江省作协党组书
记叶彤，中国作协儿委会副主任方卫平，吉林省作
协副主席薛卫民，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纳杨，金
华市委常委、义乌市委书记王健等出席活动。

为促进广大少年儿童健康成长，推动新时代
优秀儿歌创作传播的发展繁荣，2024年5月，中国
作协在京举行推动新时代儿歌创作传播研讨会，
组织一批儿歌名家进行重点创作，从中精选出18
位名家的28首新儿歌。10月4日，在第四届骆宾王
国际儿童诗歌大赛颁奖活动期间，这批精选出的
儿歌通过大赛公开首发。主办方还在义乌举办了

“新时代儿童诗歌创作传播座谈会”，邀请专家学
者、评论家和获奖者代表就儿歌、儿童诗创作传播
的现状与未来进行讨论。

“一首好的童诗，会像灯一样照亮孩子们的生
命。”李敬泽在致辞时表示，相信童诗的光芒会随
着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的持续举办而越发灿
烂，在越来越多孩子心中闪亮。

据介绍，大赛以“骆宾王”命名，首创“儿歌+
旅游”IP，聚焦童趣、传诵、创新，探索文学项目化
运营新机制，努力打造全国儿歌大赛“金名片”、新时代优秀儿歌原创
发布地、“儿歌+旅游”打卡地。

第四届骆宾王国际儿童诗歌大赛于2023年11月29日在京启
动，面向全球征稿，共收到32个国家和地区的投稿作品27587件。经
过前期评选、现场复赛，伍纾远、陈跃鹏（西水）的作品获成人组大奖，
林梓晨、汪昭余、张思言、郭语橙、张镁琪的作品获青少年组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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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日前，由作家出版社、山东省作协、《钟山》杂志社、泰安
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山东省文学期刊社、泰安市文联、泰安市岱岳
区委宣传部承办的长篇小说《极顶》研讨会在京举办。中国作协党组
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吴义勤，山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电影局
局长程守田，作家出版社社长鲍坚，山东省作协党组书记赵艺丁，山
东省作协副主席陈文东，泰安市委宣传部部长王爱新，《钟山》编辑部
主任李祥，以及10余位专家学者和《极顶》作者王宗坤与会研讨。研
讨会由作家出版社副总编辑颜慧主持。

吴义勤表示，《极顶》以泰山为题材，具有独特的现实意义和时代
温度，体现了文化传承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以主人公禹奕泽
为代表的人物群像令人印象深刻，是对泰山文化的一次生动开掘。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呼唤注重艺术探索和文学性的作品，希
望广大作家继续努力，创作更多精品力作。

程守田表示，《极顶》是反映生态文明建设成就的重要作品，这部
作品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创作理念，是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在山东结出的硕果。
与会者认为，作为“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

《极顶》以泰山林业工人为主角，成功塑造了两代护林人禹奕泽和老
炮台的典型形象，展现了人与自然的深刻联系。小说不仅深入探讨了
人性的复杂和心灵的救赎，更重新激活了泰山的文化能量，具有深刻
的人文情怀和现实意义。王宗坤表示，此前举行的改稿会对《极顶》的
创作大有裨益。“在泰山上行走、感悟，将泰山作为主角，源于对故乡
的深厚情感。今后将继续以热望、谦卑和诚实的心态写作。”（康春华）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重点推进作品

《极顶》聚焦生态文明建设

新华社北京12月3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表
彰决定，对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组织工作先
进单位和优秀作品进行表彰。授予《齐白石》等15部戏剧作
品、《流浪地球2》等12部电影作品、《问苍茫》等16部电视作
品、《陶三圆的春夏秋冬》等10部网络文艺作品、《禾下乘凉
梦》等10部广播剧、《天山放歌》等12首歌曲、《习近平走进
百姓家》等15部图书和《习近平经济思想在福建的孕育与实
践》等15篇理论文章，共105部作品“优秀作品奖”；授予北
京、河北、山西、辽宁、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河
南、湖北、湖南、陕西、宁夏等15个省区市党委宣传部“组织

工作奖”。
据悉，本届“五个一工程”主要评选表彰2022年6月1日

至2024年5月31日首次播映、上演、登载、出版、发表的优秀
作品，获奖的105部作品是从各参评单位报送的1068部作品
中经过层层严格评审程序精选出的，充分反映了近两年来精
神文化产品创作的丰硕成果。评选工作遵循严格的评选规则
和评选程序，坚持正确导向和作品质量第一，尊重评审委员会
和群众意见。评选结果对社会进行公示，充分听取各界意见，
体现了评选工作的公正、公开、公平。

（下转第3版）

中共中央宣传部

公布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获奖名单

以青年力量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动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

（见今日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