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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 26日至27日召开民主生活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围绕巩固深化党纪学习教育成果、综合发挥党的纪律教育约束和
保障激励作用，把学习贯彻纪律处分条例、落实中央八项规定情况作为检查的重要内容，结
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自我检视、党性分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党性修养好、党性坚强，遵守党纪就会更加自觉。领导干部要把锤炼党性、提
高思想觉悟作为终身课题，活到老、学到老、修养到老。要把政治修养摆在党性修养的首位，从
党的创新理论中汲取党性滋养，把学习遵守贯彻党章党规党纪作为党性修养的重要内容。

习近平强调，党的纪律既有教育约束功能，又有保障激励作用。党的纪律和干事创业是
内在统一的。纪律既明确了不能触碰的底线和边界，也为党员、干部干净干事、大胆干事提
供了行动准绳。遵规守纪，就会拥有干事创业的充分自由和广阔空间。

习近平指出，党的纪律为正确行使权力、防止以权谋私划出了底线、设置了禁区，是党
员、干部保持清正廉洁的安全防护栏。敬畏纪律、遵守纪律，就能抵御腐蚀、百毒难侵。只要
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斗争就永远在路上。对反腐败斗争形势要异常清
醒、态度要异常坚决，决不能松懈，决不能手软。

习近平强调，严格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是全党的共同责任。各级党委（党组）要承担好
主体责任，党组织书记要履行好第一责任人职责，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履行好“一岗双责”，
一级带一级，推动党的纪律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据新华社北京12月27日电）

“扎根人民和大地，鼓足信心干劲再出发”
□本报记者集体采写

回望2024年，文学事业蓬勃发展，文学

创作硕果累累，新时代文学彰显新活力、焕发

新气象。这一年，中国作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和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通过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

攀登计划”，持续推动高品质长篇小说不断涌

现；“2024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闪耀

广西南宁，展现出新时代民族文学繁荣发展

的辉煌成就，向党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沉甸甸

的文学答卷；“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

家专场”在杭州、北京两地举办，来自金砖十

国的72位青年诗人共襄盛举，为以文学方式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作出新贡献；以“作家朋

友，欢迎回家”“做人民的学生”为主题的“作

家活动周”系列活动持续开展，来自全国各地

的作家朋友热情参与，归属感和荣誉感大大

增强；作家代表团出访多国，积极推动中外文

学交流，扩大文学“朋友圈”；与影视机构、互

联网平台加强合作，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推

动新时代文学融入现代传播格局，提升文学

传播力和影响力……这是丰收的一年，也是

不断创新的一年，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

文学的沃土上振奋精神、辛勤耕耘、收获喜

悦，在新征程上厚植人文底色，为以中国式现

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

文学的智慧与力量。

与读者建立深刻的情感共鸣

“《去老万玉家》的创作对我而言充满了

挑战。我想把50年来学习创作积累的力量，

集中压在这部书里。”2024年，中国作协副主

席、作家张炜出版了最新长篇小说《去老万玉

家》，这本书入选了“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他用钢笔逐字逐句写下这部初稿41万字的

作品，最终压缩到26万字。他谈到，压缩是一

项沉重的任务，“用减法写作，压去三分之一，

这需要决心。写得越多越久，工具箱里的东西

就越少，想要‘攀登’是很难的，个人的标准也

会定得很高，语言的抵达很不容易”，但他坚

持了下来，“要写得结实有力，写出水准，全力

以赴”。他格外注意作家的创新创造：“一个人

写了四五十年之后，要特别警惕惯性，要尝试

新语言、新人物、新风貌。我写过海边风暴、半

岛气象，但没有这样去写过冬天和大海，没有

写过冷霖渡、小棉玉、老万玉和舒莞屏这样的

人物。读者要求文字简练，足够有力量，足够

新；写作者选择的难度系数越高，完成起来就

越有价值。”

这一年，作家叶兆言出版了两本书，一本

是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的新作《璩家

花园》，一本是“旧书”《江苏读本》的增订本。

在叶兆言看来，除了日常的饮食起居、休闲娱

乐，“写作就是我2024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一

件事情。我一天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写作，并

且形成了自己稳定的节奏”。这一年，叶兆言

成为香港岭南大学的驻校作家，每学期都会

安排一定的课程，这些课程的讲稿最后将会

结集出版。“原以为成为驻校作家后，生活方

式会有很大变化，但渐渐发现其实变化不

大。”叶兆言表示，希望能用写作的方式与历

史、与读者建立深刻联系，唤起集体记忆与情

感共鸣。

谈及2024年中国文学的成绩，作家老藤

用“大年”一词作了凝练的概括。他认为，

2024年中国文学总体上草木葳蕤、异彩纷

呈，“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不同审美的优秀作

品，构成了多元并立、亮点频现的局面”，这除

了作家们的辛勤耕耘使然，也与中国作协的

积极引导紧密相关。这一年，老藤的长篇小说

《草木志》入选“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并在湖南益阳清溪村举行了新书发布会。“我

是在清溪村受到周立波先生的启发，才有了

创作《草木志》的灵感。清溪村保留了它应有

的文化和乡村形态，是一个拥有浓厚文学氛

围、肥沃文学土壤和热情文学读者的地方。”

老藤谈到，自己三次来到清溪村，深深感受到

文学赋能乡村振兴给这里带来的巨大变化。

“一个时代的作家有一个时代的责任，新时代

文学不能远离现实。”

2024年第1期的《人民文学》杂志刊发

了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佚作《在旷野里》，受

到广泛关注，并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明建设

“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谈及这部作品的

阅读感受，评论家白烨认为，“这是2024年中

国文坛的一个意外收获”。小说以新任县委书

记朱明山上岗赴任的视角展开，国家蓬勃发

展的世情世相和人们意气风发的精神风貌，

如和煦而强劲的春风扑面而来，展现出直面

现实的内在张力和表现生活的艺术魅力。“柳

青在‘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过程中，充分接

触人民，深入了解现实生活与人们心理的种

种变化，并基于自己的生活与艺术思考，进行

着写作上的积累与蓄势、演练与探索。从柳青

身上，我们可以学习作家应当如何顺应时代

脉搏，不断调整定位，攀登艺术高峰。”

2024年是作家凡一平创作丰收的一年，

除凭《上岭恋人》获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创作骏马奖外，还在《人民文学》《民族文

学》《中国作家》等刊物发表作品若干。这些作

品无不在书写他的家乡上岭，《上岭恋人》正

是他献给家乡最真诚的礼物。“让上岭的故事

广为传播，是我今后创作的志向，上岭村的面

貌也因此发生了改变。看到上岭的人们安居

乐业并不断富足，我就感到了作家存在的价

值。”凡一平说：“故乡赐予我创作的源泉，我

回报故乡精神的食粮。我的创作离不开家乡

上岭。我将以获奖为契机，坚守初心，扎根人

民和大地，鼓足信心干劲再出发。”

今年 7 月举办的“首届国际青春诗

会——金砖国家专场”，给来自金砖十国的

72位青年诗人留下难忘印象。会后，《诗刊》

社推出了《青春，如风有信》一书，以图文、双

语形式全面呈现首届国际青春诗会的活动成

果，并于法兰克福书展上首发，成为中国出版

界在本届书展上的一大亮点。《诗刊》主编李

少君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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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合差异。

“这本书是青春的旗帜、友谊的旗帜，更是文

明的旗帜，将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作出积极

贡献。”《青春，如风有信》的首发以及越来越

多中国优秀文学作品在各大书展上的亮相，

不仅让世界进一步了解了中国文学的创作收

获，也充分发挥了文学推动不同文明与多元

文化融合共生的重要作用。

青年诗人、译者伊万·阿列克谢耶夫（中

文名易宁）是参加首届国际青春诗会的俄罗

斯诗人代表之一。回忆起活动期间的动人故

事，易宁说自己最大的感动就是见到了来自

不同国家的诗人朋友，有一种久别重逢的喜

悦。大家一同在西湖边漫步，“分享西湖的晨

雾与夜露”，畅聊各自的写作和生活，这种感

觉特别美好。易宁能用中文写诗，并致力于将

中国当代诗歌译介到俄罗斯，中国诗人西川

的《西川诗选》正是由他译成俄文。“译者是文

化交流的使者，通过诗歌可以了解中国，理解

不同文化不分国界的深厚友谊。”

保持对文学的热爱与敬意

今年文学改编的最佳案例，莫过于《我的

阿勒泰》。由作家李娟散文集改编的同名网络

剧《我的阿勒泰》闪耀荧屏，并带动相关图书

和当地文旅火爆“出圈”，掀起一股“阿勒泰

热”。《我的阿勒泰》由花城出版社出版，是“花

城·李娟非虚构经典”系列中的一部。花城出

版社社长、《花城》主编张懿表示，这一现象充

分展现出文学、影视与文旅联动的长尾效应，

让业界看到了新的可能。“《我的阿勒泰》给文

学作品的影视改编带来了新的想象空间，散

文也可成为影视改编的源头活水，再次体现

出文学母本对影视艺术的重要价值。”2024

年，《花城》有5部作品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其中既有名家作品，也有青年新作，在

集聚作品、服务作家方面展现出长期主义思

维和开阔视野。“我们一直坚持文学本位和人

文情怀，深耕细作打造文艺出版的知名品牌。

今后我们将继续关注文学现场的新锐力量，

力求在文学内容及形式的创新与融合方面取

得更大成效。”张懿说。

年初黄河路上的盛景与荡气回肠的故

事，还在观众心间久久萦绕。电视剧《繁花》编

剧秦雯明显感受到，曾经有一段时间，影视文

学改编多集中于网文IP，严肃文学改编相对

较少，而最近几年，影视行业开始将更多目光

投向严肃文学改编，《人世间》《我的阿勒泰》

《繁花》等作品的成功经验，使影视市场从优

质剧本中找到信心。谈及《繁花》之后自己的

工作，秦雯坦言，找她参与的很多项目不再是

单一的网文 IP改编，而是严肃文学作品改

编。“这类作品本身就是作家沉淀写就的，蕴

含着深厚的思想性、人文性，每一次改编不仅

仅是汲取情节和桥段的过程，更是汲取作家

对社会的认识和对时代的思考的过程。”她希

望在快节奏、碎片化的信息时代，大家能保持

对文学的热爱与敬意，“阅读带来的精神馈

赠，能让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世界、更加真诚

地面对自己”。

“我的个人成长和文学之路，与《人民文

学》紧密相连。能作为《人民文学》培养出的写

作者参加‘人民阅卷’行动，我感到非常开

心。”回想起年初与《人民文学》一同走进“与

辉同行”直播间，作家蔡崇达念兹在兹。他谈

到，传统纸媒拥抱新媒体、走进直播间，是对

文学初心的回归，可以触及更多读者的心灵。

“‘人民阅卷’行动让我深深感受到文学对灵

魂与内心的关怀，《人民文学》对作者和读者

的共同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蔡崇达

说，很多读者对他作品的共鸣和反馈，让他感

到自己与他们虽未曾谋面，却早已心灵相通。

在此前的一场分享会上，一对夫妻专程从外

地赶来，两人正是因在读书会上共同推荐《皮

囊》而结缘，成为相互扶持的伴侣；一位年轻

女孩拿着写满笔记的《皮囊》告诉他，是这本

书让她在父亲病重时获得了力量。“很荣幸我

的文字能够陪同读者度过那些艰难的时日，

我的内心满满当当，我知道我和很多人的心

在相互联系、共同陪伴。”

参加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入选第三届

“王蒙青年作家支持计划·年度特选作家”，《刘

宏工作笔记》入选“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第五

期支持项目名单，《土广寸木》获第七届宝珀理

想国文学奖首奖……对于青年作家魏思孝而

言，2024年可谓收获满满。他表示，自己为能得

到如此厚爱而感到有些“恍惚”，“这更多的是

大家对我的包容和厚望。我希望几十年后的自

己，能用更好的文学作品来回馈今天的这些厚

爱，不辜负时代和读者的期盼”。

共同追寻闪耀的文学之光

“这一年是我创作生涯中浓墨重彩的一

年。”网络作家卓牧闲的长篇小说《滨江警事》

（第一部）今年5月入选中国作协网络文学重

点作品扶持项目，12月荣获第十七届精神文

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网络文艺作品奖，

“这些荣誉不仅是对我的褒奖，更是对网络文

学行业和网络作家群体的肯定与期许”。谈起

创作心得，卓牧闲表示，每一部作品都像是自

己的孩子，字里行间倾注了无数心血。为收集

素材，卓牧闲长期在基层派出所体验生活，曾

为寻找一个精准的表达而彻夜难眠，也曾为

塑造一个鲜活的人物而反复琢磨。正是这一

次次的自我挑战与磨砺，让他逐渐明晰了创

作的价值——用文字勾勒时代轮廓、传递精

神力量。新的一年，他将探索更多元的题材，

从平凡人的奋斗故事中挖掘不平凡的精神，

以更细腻的笔触、更宏大的视野书写时代新

貌，为繁荣文化事业贡献绵薄之力。

“没想到会收到这样别具一格的入会纪

念牌，上面镌刻着我们加入中国作协的具体

天数，好像一对恋人在记录自己相爱的时

日。”回想起3月的中国作协“万水千山总是

情——欢迎港澳作家回家”活动，澳门作家林

玉凤仍记忆犹新。她谈到，2024年恰逢澳门

回归祖国25周年，“处于中国对外交流前沿

地带的澳门，既是东西文化交融之地，也是传

统与现代融合之城，是‘一国两制’成功实践

的热土”。林玉凤表示：“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增强了澳门人的归属感，强化了澳门人对

中华文化的认同。希望在下一个25年，澳门

文学能迈上新台阶，为中国文学繁荣发展作

出独特贡献。”

2024 年 9月，科普作家苏青参加了由

中国作协、中国科协主办的“《哥德巴赫猜

想》之后——科幻科普作家活动周”。“科学技

术与文学艺术的深度融合，赋予了科技更加

浓郁的人文情怀，文学也插上了更加高远的

科技翅膀。”苏青说，此次活动中的主题发言、

专题报告、创作漫谈等环节，充满了学术争鸣

与观点交锋，碰撞出思维的火花，“这些创新

活动无疑将吸引更多优秀作家和科学家参与

科幻科普创作，同时也有助于科幻科普作家

丰富创作手法、创新表现形式”。重新修订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于12月

25日正式施行，对此，苏青表示，这将有力推

动科幻科普创作的繁荣发展，科幻科普的崭

新春天即将到来。

“对我来说，2024年最重要的事就是加

入中国作协，这对我的写作是莫大的认可和

鼓励。”“00后”儿童文学作家李纳米表示，

2024年，她从象牙塔的学生逐渐实现身份蜕

变，不仅经历了“北漂”生活的挑战，也实现了

自我超越。谈及收获，李纳米说，她的小说《落

日冰棍》在《中国校园文学》上发表并受到关

注，给予读者鼓舞和力量。“我依然与创作相

伴，以更虔诚的心态打磨作品，随时随地记录

灵感，无论是在工作间隙，还是回家途中。新

的一年，我希望能够将这些思绪进一步沉淀，

创作出更打动人心的文学作品。”

“回顾这一年的挂职工作和生活，好像读

一首温暖美好的诗，动人心弦。”中国作协办公

厅秘书处挂职甘肃临潭县委常委、副县长的张

磊，今年11月带着临潭的孩子们登上“2024中

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的舞台，唱响天籁般

的歌声。他深深感到，闪耀在孩子眼中的文学

之光，照亮了他们的人生。张磊谈到，在他的挂

职工作中，基层作家对创作的热爱让他深受感

动，他也感激那些为临潭带来文化项目和交流

活动的人，以及那些深入农村学校教授阅读写

作的作家们。今年5月，中国作协组织的采访团

要做一场直播活动，张磊和他的团队从零开

始，在24小时内完成了临潭县首场文学直播，

团队的拼搏和激情令他深受触动。“临潭的山

山水水、点点滴滴早已融入我的灵魂，成为我

生命的一部分。这些美好与怀念，将激励我认

真过好挂职的每一天。”

充满希望的2025年即将到来。展望未

来，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将继续用手中的

笔记录时代和生活，凝聚起文学鼓舞人心、启

迪智慧的不竭力量，立足新的历史方位，牢记

新的文化使命，合力书写新时代文化繁荣兴

盛的壮丽史诗。

（统稿：刘鹏波，参与采写：王觅、许莹、教

鹤然、康春华、罗建森、刘鹏波、杨茹涵、王泓烨）

岁序更替，山河日新。骀荡东风温暖着大

地，文学在生活的沃土中深深扎根，在春风雨

露的润泽中抽穗扬花、茁壮成长，结出甘甜的

硕果。在即将过去的 2024 年，文学见证了时

代奋进中的百折不挠、万千新变，以不断生长

的每一个精彩瞬间、每一次文学新质的悄然

萌发，绽放理想的光芒，凝聚前行的力量，描

绘出新时代中国阔步向前的宏大气象。

今日中国，江山壮丽，人民豪迈。这一年，

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积极响应“新时代山

乡巨变创作计划”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

的火热召唤，投身于波澜壮阔的丰赡现实中，

聆听大地的呼吸，探寻生活的真谛。时代的风

云变幻，人民的喜怒哀乐，形诸作家们的笔

端，伟大的民族在磅礴浪潮中奋勇前行，群众

创造美好生活的力量雄浑厚重。作家们以澎

湃的诗篇深情叙写，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

聚起强劲的精神动力。文学生长在时代的旷

野上，生意盎然，英姿勃发。

从雪山草甸到大漠绿洲，从敖包毡房到

竹楼村寨，各民族融合交流的乐章昂扬奏

响，绽放出绚丽的团结之花。这一年，“2024

中国文学盛典·骏马奖之夜”在广西南宁隆

重举行，30 位获奖者以文学之名相聚，共同

领受璀璨的荣光。新时代以来，各族人民围

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共同团

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作家们用生动的笔

触、细腻的情感、赤忱的情怀，展现民族风

情、传承民族精神，让各民族文学在时代的

舞台上交相辉映，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共同编织着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

锦绣画卷。

从西子湖畔到长城之巅，文学的交流边

界不断生长和拓展，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

日益盛大和壮阔。这一年，中国作协举办了

“首届国际青春诗会——金砖国家专场”，来

自金砖十国的72位诗人跨越千山万水，相聚

在杭州和北京，畅谈诗歌与理想，感知文学跨

越山海的神奇力量。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

同文化背景的诗人们拿起同一支笔，在交流

互鉴中丰富彼此、发现美好，生动诠释了新时

代文学心怀天下的博大胸襟，彰显了文化跨

越时空和地域的隽永魅力。

“努力青春日，冲霄在及时。”风华正茂

的蓬勃青年，在追光路上热烈地拥抱文学，

为新时代的文化创造注入新鲜血液。这一

年，中国作协在京召开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

议，373 名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代表齐

聚一堂，共赴这场青春的盛会、文学的盛会。

他们在青春激昂的浪潮中相聚，又在理想与

希望的风帆下启程，共同回应时代与人民的

深情召唤。他们用敏锐的文字探索世界、表

达内心，传承文脉、开创新风，持续释放文化

创新创造活力，以青春之笔开辟中国文学新

境界。

香江明月，濠镜波光，文学是“一桥飞架

南北”，连接起港澳和祖国的文化血脉与情感

纽带；星云幻海，深邃宇宙，文学是“欲穷千里

目，更上一层楼”，将目光投射向更遥远的科

技与未来。这一年，中国作协继续开展“作家

朋友，欢迎回家”系列活动，真诚邀请包括港

澳作家、科幻科普作家及新会员在内的作家

朋友走进作协大门，希望大家在温暖的“回

家”之旅中感受文学大家庭的亲切氛围，共享

文学事业的尊严和自豪。难忘的相聚中，作家

们留下了真感情，交到了真朋友，“文学一家

人”的情感力量更加坚实、巩固。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文学的种子，它们

期望着被播撒在更为开阔肥沃的土地上，期

望着获得更为充足的水分和阳光。文学的生

长离不开这一颗颗“种子”的梦想与力量。这

一年，中国作协继续开展“人民阅卷”行动，广

大读者积极参与其中，文学与读者重新建立

起深度交互的亲密关系。与此同时，越来越多

从生活中走出的写作者开始“浮出水面”，用

他们充满人间烟火气的质朴叙事，讲述那些

生活中的奋斗与坚守，讲述那些生命中的温

暖与顽强。“好作品是命脉，好读者是至亲。”

文学只有与人民同行、与读者同行，守正创

新、积极求变，未来才会充满生机。

新岁序开，共赴新程。新的一年，让我们

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中，共同书写属

于文学的灿烂华章，在文学的持续生长中感

受万物的勃勃生机，在奋进不息的跋涉与砥

砺中，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创造属于我们

这个时代的伟大荣光。

（执笔：罗建森）

文学生长，激荡万千气象
——2025新年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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