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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法学会第九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召开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致信大会，向全国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致以问候，并对做好法

学会工作提出希望。

习近平在信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各级法学会团结带领广大法学法律工作

者做了大量工作，为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作出了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法学会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为指导，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思想，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进一步加强自身建设，更

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扎实做好繁荣法学研究、服务法治实践、加强法治宣传、培养

法治人才等工作，努力开创法学会事业发展新局面。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要坚定法

治自信，强化使命担当，积极投身全面依法治国伟大实践，为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

义法治国家、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贡献。各级党委要加强对法学会的领导，为

法学会依法依章程开展工作提供有力支持。 （据新华社北京 1 月 10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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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

发生 6.8 级地震。面对突

如其来的灾难，西藏文联认

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重要指示精神，号召全区

广大文艺工作者第一时间

迅速响应、挺身而出，充分

发挥为时代画像、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发声的使命

担当，为战胜灾难提供强

大的精神动力，汇聚起抗

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磅礴

力量。

西藏文联第一时间向

全区文艺工作者发布《关

于开展抗震救灾文艺创作

的倡议书》。倡议书指出，

希望全区文艺工作者同灾

区人民一道共克时艰，守

望相助，携手抗灾，自觉担

负起时代赋予的历史使

命，围绕抗震救灾，以文

学、摄影等各种形式创作

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温

度的文艺作品，讲好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

央坚强领导下，社会各界

众志成城、同心救灾的生

动故事，彰显为民宗旨，传

递人间大爱，凸显英雄本色。希望全区

文艺工作者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

音，书写和记录抗震救灾的感人瞬间，

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

神，凝聚中国力量，用文艺作品蕴含的

精神力量凝聚社会强大的能量，为夺取

定日抗震救灾的全面胜利作出应有的

贡献。

倡议书发布以来，西藏广大文艺工

作者以实际行动诠释责任担当，用文艺

作品记录和抒写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的动人篇章。大家表示，相信在党和政

府的坚强领导下，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

持下，日喀则定日县一定能够克服困

难，早日重建美好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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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国家京剧

院青年艺术工作者回信，在国家京剧院成立70周年之际，向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祝贺和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说，国家京剧院成立以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创排了许多经典剧目，涌

现出不少优秀艺术人才，为中华戏曲百花园增添了绚丽色彩。新起点上，希望你们传承前辈名家

优良传统，践行艺术为民，坚持崇德尚艺、守正创新，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为繁荣文艺事

业、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回信全文另发）

国家京剧院是文化和旅游部直属国家艺术院团，前身为1955年 1月成立的中国京剧院，

梅兰芳担任首任院长，2007年更名为国家京剧院。近日，国家京剧院全体青年艺术工作者给

习总书记写信，汇报传承京剧艺术相关情况，表达为繁荣发展京剧事业、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而奋斗的决心。

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
来信收悉。值此国家京剧院建院 70 周年

之际，向你们以及全体演职人员表示祝贺和

问候。

国家京剧院成立以来，贯彻党的文艺方针

政策，创排了许多经典剧目，涌现出不少优秀

艺术人才，为中华戏曲百花园增添了绚丽色

彩。新起点上，希望你们传承前辈名家优良传

统，践行艺术为民，坚持崇德尚艺、守正创新，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为繁荣文艺事

业、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习近平

2025年1月9日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回 信

习近平回信勉励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

坚 持 崇 德 尚 艺 守 正 创 新
让京剧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1月10日，国家京剧院建院70周年座

谈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座谈

会，宣读习近平总书记给国家京剧院青年艺术工作者的回信并讲话。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回信精神，赓续中华文脉，创

作文艺精品，不断壮大戏曲人才队伍，努力推动中国戏曲事业繁荣发

展，为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贡献力量。

国家京剧院建院70年来，始终坚持党的领导，贯彻党的文艺方针

政策，牢记建院初心，在传承发展京剧艺术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创排演

出了许多经典剧目、涌现了一大批优秀艺术人才，为中华戏曲百花园

增添了绚丽色彩。

会议要求，广大戏曲艺术工作者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切实将总书记回信精神

转化为创新创造的内在动力。要践行艺术为民，创作演出更多优秀作

品，展现戏曲的艺术价值。要坚持崇德尚艺，强化人才梯队建设，努力

培育更多高水平戏曲艺术人才。要坚持守正创新，增强戏曲艺术生产

原创能力，让传统艺术持续焕发时代光彩。

国家京剧院建院70周年
座谈会在北京召开

新华社北京1月10日电 中国文联十一届五

次全委会 10日在京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

员长、中国文联主席铁凝出席会议。

会议认为，中国文联及各团体会员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

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认真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工作导向，深度贯通“做人的工作”和“推动

文艺创作”，推动文艺文联工作高质量发展取得新

成效。

会议指出，2025年中国文联将深学细悟笃行

习近平文化思想，推进文艺界理论武装走深走实，

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实施重大主题文艺实践，

优化改革发展体制机制，创作生产文艺精品，弘扬

文艺新风正气，做精做深民间文化交流合作，不折

不扣抓好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

中国文联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
第五次会议在京举行

让优秀文学作品有效抵达更多读者
——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积极谋划2025年文学工作（之三）

□本报记者 刘鹏波

新时代新征程上，文学始终发挥着不可替代

的重要作用，展现着文化繁荣的新气象。2025

年，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文化思想，锚定建成文化强国战略目标，顺

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不断推动文学创新创造，努

力让反映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有效抵达更多读

者，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文学的磅礴力量。

“让文物活起来”，讲好文学故事

2025年，中国现代文学馆迎来建馆40周年。

中国现代文学馆将继续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文化思想，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

遗产保护的重要论述，认真践行“让文物活起来”

的工作要求，依赖文学宝藏、面向文学现场讲好

文学文献文物故事。

除了展览、社会教育、馆藏研究、数字化等馆

藏活化利用手段外，中国现代文学馆还计划在建

馆40周年之际推出系列图书和文创产品。2025

年，文学馆计划出版《中国现代文学馆馆藏珍贵

文物图录》，精选100件国家一级文物，包括作家

亲笔手稿、艺术大家与文学大师交往所留下的精

美画作，以及近现代图书的初版本；影印出版作

家阿英的日记手稿，包括“1947 烟台日记”

“1947-1948大连日记”“1949沈阳日记”“1949

平津日记”以及“1953华北文联日记”等未刊手

稿若干种，既是向前辈作家致敬，也是对百余年

来党领导中国文学走过辉煌历程的一次深情回

顾；出版《书海一勺：民国书衣三百品》，以明媚

的图景、深远的向往带领读者走近那些风华绝代

的文学大师，沉醉在他们的故事中。此外，《欲书

花叶》的精美手账文创，以及“纸上文学馆”展览

系列和“现代文学家”新邮品邮册等也将与广大

读者见面。

以主动精神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

《民族文学》汉文版2025年第1期装帧设计

焕然一新，一抹石榴红耀眼夺目。新的一年，《民

族文学》的封面将持续展示以石榴为主题元素的

系列美术作品，以此喻示杂志将继续秉持“以文

学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

同体意识”的工作主线。同时增设“铸牢中华民

族共同体意识”专栏，将推出一批反映民族地区

新时代新风貌和基层作者心声的文学作品。

为进一步响应“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

和“新时代文学攀登计划”，2025年《民族文学》

将持续跟进重大题材与重点立项作品的创作进

度，加强编辑改稿力度，打造新时代民族文学精

品；重点约稿和组稿、刊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

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的文学佳

作；培养、扶持基层作家和文学新人，继续开设

“本刊新人”栏目，并在年度奖评选中推进新锐奖

的评选，以持续挖掘和推介青年作家。

数字化时代对传统报刊提出了新挑战。为

此，《民族文学》将积极顺应时代发展趋势，加大

纸媒与新媒体融合传播运营力度，通过制作有声

读物、作家访谈、文学热点交流、作品分享等方

式，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优秀民族文化资源，促进

民族团结进步，并以多媒体数字阅读平台搭建为

契机，努力实现民族文学的“破圈”传播。

推动版面创新，探索文学与科技
的融合

2025年是《中国作家》创刊40周年。《中国作

家》将继续发挥一刊三版的特色，强化创新思维，

在版面创新上下功夫，推出优质内容。

《中国作家》2025年第1期文学版头题推出

“王蒙聊《聊斋》”专栏，从《聊斋志异》中撷取故事

样本，发幽探微，点评议论，幽默诙谐，展现王蒙

在古典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也给当下文学创作

注入新的思考和启迪。作家杨志军的短篇新作

《尼玛村今天选举》也亮相这一期文学版，小说书

写了藏区牧民基层民主选举的过程，呈现出短篇

小说在艺术手法上的新变化。

202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 90周年。《中国作

家》第1期纪实版重磅推出胡松涛的长篇纪实文

学《遵义三日》，同时配发党史专家陈晋的评论

《何以今天中国？回首遵义会议》。因长征的艰

难，遵义会议没有留下任何文献记录，也没有一

张照片，只有一些零星的回忆文章。作者在收

集、整理、研究大量各类资料的基础上，用文学的

形式复盘了遵义会议三日的实况，披露了很多鲜

为人知的史料，给读者一种沉浸式的阅读感受。

2025年也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中国作家》影视版特别

开设专栏，第 1期推出徐贵祥的电视文学剧本

《燃烧的河流》。该剧本以南京大屠杀为背景，

书写了中国百姓面对国仇家难英勇壮烈的抗战

故事。此外，为积极关注新大众文艺的发展潮

流，《中国作家》影视版还开设“大众评点”栏

目，让普通读者成为影视作品的评判者和创作

的助推者。

近年来，科技革命和人工智能深度影响社会

生活的各个领域。对此，《中国作家》积极探索文

学与科技融合发展，与“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

联合设立“科幻星云”专栏，刊发优秀华语科幻作

品，进一步激发文学的创新创造活力。

抓好文学精品选题，提升营销发
行的互联网思维

在当今出版行业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的形势

下，选题是决定出版社生存的命脉。2024年作家

出版社总体情况较好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抓对

了选题。2025年作家社将继续以抓好选题为主

线，从四个方面着手推动优质图书出版：一是抓

名家名作，延续作家社的传统优势；二是以“新时

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为抓手，汇集各方力量，为

铸就新时代文学高峰贡献精品力作；三是不断挖

掘文学新人，为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培育新力

量；四是策划畅销书、长销书，为出版社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尤其是为社会效益的可持续创造打下

重要的基础。

互联网时代，传统的出版行业遭遇了前所未

有的挑战，一系列出版发行领域的新变化都要求

出版人进一步改变惯性意识、提高主动能力。

2025年，作家出版社将持续强化互联网思维，并

将其有效体现在营销发行工作中，一是寻找互联

网上的更多读者，二是在保持传统销售渠道的同

时，扩大互联网销售渠道。

凝聚文学力量，加强平台内容质
量建设

新的一年，中国作家网将继续发挥中国作

协服务作家、引导创作、团结凝聚广大文学工作

者和文学爱好者的网络阵地作用，紧扣中国作

协2025年度重点工作和重大项目，做好“新时代

山乡巨变创作计划”专题和“行进的风景——新

时代文学攀登计划作品联展”专题展示，积极宣

传报道“中国文学盛典”“作家活动周”“国际青

春诗会”以及会员发展、文学评奖等相关工作。

在选题和栏目设置上，网站将聚焦文学热点

和创作层面的话题讨论，探索理论评论、网络文

学、科幻文学、儿童文学等相关频道发展新路径，

继续做好“十号会议室”“有态度”“短长书”“优

选中短篇”“中国作家网文学好书”“中国文学海

外读者俱乐部”等较受关注的栏目，增强议题设

置的前瞻性。同时，网站将继续发挥优势，广泛

联络文学界力量，延伸服务手臂，建立通讯员机

制，加强与中国作协各团体会员单位的联系和合

作；继续打造“本周之星”相关栏目及原创频道文

选，举办文学内刊工作会议，与文学报刊联合举

办征文等活动，更好地团结和凝聚基层文学力量

和新文学群体。

新的一年，中国作家网还将进一步开拓办网

思路，加强融媒体平台、视频内容和直播内容建

设，针对不同平台受众和传播特点，有针对性地

选择推送内容，增强用户黏性；加强文学期刊联

动，关注热点话题讨论；强化与相关平台、媒体的

互动合作，扩大优质文学内容的传播；关注队伍

建设和人员成长，使网站发出作协工作和文学事

业高质量发展的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