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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重
要要
新新
闻闻

■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 28日召开会议，讨论国务院拟提请第十
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稿。中共
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 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8日上午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进行
第十九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建设
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事关事业兴旺发达、事关人民美好生活、事关国家
长治久安。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
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把平安中国建设推
向更高水平。

■ 3月 1日出版的第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经济工作必须统筹好几对重
要关系》。 （据新华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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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协召开2025年党的工作
暨纪检工作会议

2月25日，以“中国诗歌的文化特质

与社会参与”为主题的诗歌座谈会在京举

行。座谈会由中国诗歌学会和中国外文

局文化传播中心主办，北京东苑戏楼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承办。中国作协原副主席、

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中国作协党

组成员、创作研究部主任何向阳，中国诗

歌学会党支部书记、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

王山，中国外文局文化传播中心主任张金庭，

北京大学教授谢冕等30余人参加会议。

担负起诗歌的时代使命

“假如我是一只鸟，/我也应该用嘶哑

的喉咙歌唱……”会议伊始，青年朗诵艺

术家董丽娜、李仓卯一起朗诵了艾青的诗

作《我爱这土地》。“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

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这些隽永的诗句昭示着诗人的家国情怀

和责任使命。

吉狄马加说，中国人很多的经验和感

受都是通过诗歌来记录的。中国诗歌呈

现了几千年来的社会生活史，也表达了中

国人的真善美。在今天极速变化的社会

生活中，AI写作盛行，诗人不仅要承担重

要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更要注重自身

的主体性和创造力。诗人越是把个人的

生命经验和新的语言创造结合在一起，其

作品越是不可能被AI写作代替。李白、

杜甫、苏轼等人的诗歌之所以被这么多人

喜爱，是因为这些诗作中包含着他们独特

的人生经历和生命感受。我们阅读这些

诗作，就仿佛看到他们坐在我们对面，和

我们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距离感。

何向阳表示，从古人对诗歌的言说以

及中国诗歌的发展实践中，我们可以清晰

地感受到，诗歌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着重要

的作用。古人谈的可能是诗，背后蕴含的

却是一种对君子人格的追求，以及对社会

人生的美好祝愿。“五四”以来，诗歌的社

会参与功能不断强化，得到了社会大众

的积极呼应。由此，诗歌也逐步完成了

自我的转型。在新时代，随着受教育水

平的提升、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参

与诗歌创作和传播的条件更加完善。诗

歌不是诗人自己的事情，而是涉及非常广

大的群体。人人都是潜在的诗歌创造者、

传播者。

谢冕谈到，中国诗歌通过独特的审美

意境，教我们在自然、日常生活和社会参

与中发现美好。正是中国诗歌让我们的

民族和社会养成审美的习惯，丰富了我

们的心灵，使得我们体会到诗人的情怀，

也得到了灵魂的净化。比如，关于月亮，

张若虚、李白、苏轼等诗人写了那么多美

妙的作品，这些美好的意象和诗句陶冶

了我们民族的灵魂。中华民族爱美、向

善、热爱和平，这是中国独特的诗教文化

的影响。

王山说，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从传

统到现在有着一脉相承的特色。在这其

中，中国诗歌很好地参与了传统文化的延

续与传播。今天，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我

们需要继承和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并进

行现代化的表达。诗歌也需要全社会参

与，得到包括写作、出版、传播、评论等各

个方面力量的支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清华说，诗歌参

与社会的方式有万千种，但归根结底，最

根本的一点就是以语言的方式参与。它

通过语言，对人的心理和精神产生潜移

默化的影响。汉语之所以如此迷人，就

是因为我们有着伟大的诗歌传统。那

么多美好的诗句，不光改造了我们的语

言，还丰富了我们的心理。因此，诗必须

首先是诗，具有审美性，才能真正发挥其

社会功能。

诗歌与生活紧密相连

在张金庭看来，写诗、读诗是参与社

会的一种方式。心中有诗意的人，不一定

用文字写诗，也能用行为写诗。因此，我

们需要共同努力，不断唤醒人们心中的诗

意，不断追求向上、向善、向美。只要我们

向前走，身后一定是繁花似锦，因为那是

我们每个人身上充满的诗意。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说，对于中国

人来讲，诗歌本身就是融合在每个人生命

中的基因，应该不断地被唤醒。“想一想

每个中国孩子，哪个没有跟着李白一起

看过‘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没有

跟着孟浩然一起听过‘春眠不觉晓，处处

闻啼鸟’？长大了，每当我们心中有郁结

时，都会想到‘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

江春水向东流’。凡此种种，说明诗歌

并不都是艰深的，而是日常生活化的。”

因此，在今天，我们需要真正推动诗歌融

入更多人的生活之中，让更多人体会到盎

然的诗意。

北京市委宣传部一级巡视员徐和建

表示，诗歌是一种审美的创造，反映的是

诗人的情感及其对社会的认知。中国教

育是重视诗歌的，诗歌在中国有着广泛的

基础。中国诗歌的发展，需要诗人更多地

关注自然、关注社会、关注人的生存，写出

伟大的诗作，唤起更多的审美共情。

茶文化推广大使刘峰谈到，古典诗词

中，关于茶的诗歌不胜枚举，比如“且将新

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矮纸斜行闲作

草，晴窗细乳戏分茶”等等。特别是唐宋

时期，诗歌文化和茶文化经常是融为一

体。这既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也是一

种美学的理念。今天的诗歌需要继承这

样的传统，以美的语言呈现茶中的美好、

生活中的美好。

应对新的挑战，抵达更广
泛的读者群

《诗刊》主编李少君表示，当前诗歌面

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AI的挑战。AI

写作本质上是一种技术主义，是词语的组

合和修辞的游戏。人写诗，一定是有情感

有故事的。比如写一首爱情诗，AI只是

把一些文字进行组合，人类则一定有爱情

的故事，并且可以讲出这个故事。这背后

体现的是“人诗互证”，也是人类写作的独

特之处。

“DeepSeek出现之后，我在心中默

默打出了一行朋友圈文字：‘我宣布，我被

替代了。’”这是青年诗人戴潍娜尝试以

DeepSeek写诗后的感受。在与AI不断

互动并冷静下来之后，她想到，人类写作

也许有一点是永远无法被AI取代的，那

就是人类的诗歌永远需要一个主体。究

竟是谁何时何地写的，这始终是诗歌重要

的注释。AI可以模拟出类似于《春江花

月夜》的作品，但永远无法模拟人类主体

面对永恒时空时的那份战栗。

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副院长高

秀芹谈到，诗歌承载了我们文化中极为优

秀的一部分，仿佛有一种跨越时空的魅

力。我们既能够与今人的诗作共情，也能

与古代诗人的诗作产生共鸣。在这个视

频化的时代，诗歌可以与更多的媒介、艺

术形式融合，抵达更广泛的读者群。

北京语言大学拉丁美洲研究中心主

任孙新堂说，多年来，中国与拉丁美洲国

家之间的诗歌交流不断推进。中国当代

诗歌在拉丁美洲的传播，不仅有利于展示

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活力，更能促进不同

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通过诗歌，

拉丁美洲的诗人和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

解中国巨大的社会变迁、文化创新，从而

进一步推动中拉文化对话和中拉文明互

鉴。希望未来有更多的中国诗人能参与

到这样的交流工作之中。

中国诗歌有着悠久的爱国主义传统

和爱土地、爱人民的传统。大家表示，新

时代的诗人要用诗歌发现美好、表达美

好，更好地肩负起社会责任和道德责任。

在春天，重新唤醒我们内心的诗意
——“中国诗歌的文化特质与社会参与”座谈会综述

□本报记者 黄尚恩

本报讯 2月28日，中国作协召开2025年党的工

作暨纪检工作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和国家机关党的工

作暨纪检工作会议精神，总结2024年中国作协机关党

建工作，对2025年党的工作和纪检工作进行部署。中国

作协党组书记张宏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中央宣传部

纪检监察组组长宋德民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国作协党组

书记处李敬泽、吴义勤、邱华栋、李一鸣、何向阳出席会

议。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胡邦胜主持会议。

张宏森指出，2024年中国作协机关党建工作突出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

主线，围绕习近平总书记“7·9”重要讲话发表五周年，

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

“7·29”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统一部署，认真开展

党纪学习教育，高标准配合中央第十一巡视组对中国

作协党组开展常规巡视，迎接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机

关党建工作专项督查，坚持立行立改，推动查漏补缺，

以刀刃向内的勇气破除自身发展瓶颈。2025年是进一

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中国作协各项工作

和文学事业蓄势发力、开拓创新的关键之年，要紧紧扭

住高质量发展主线，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扎实的工作

成效，推动机关党的建设高质量发展。

张宏森要求，要聚焦“国之大者”，加强机关党的政

治建设，把走好“第一方阵”作为根本政治要求，锚定文

化强国建设目标任务，紧扣新时代文学高质量发展重

大主题，深化落实文化体制机制改革举措要求，以奋发

昂扬的精神状态推动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不断迈上新

台阶。要建强“战斗堡垒”，夯实机关党的建设基础，持

续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聚焦“四强”目标加强基

层党组织建设，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引导激励广

大党员强化身份意识，持续推动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

促进。要突出“挺纪在前”，驰而不息推进正风肃纪，加

强作风建设，强化规章制度的执行力度，严格管好“八

小时”以外，警惕潜藏在身边的违纪风险，加强班子自

身建设，以务实高效的“火车头”带领文学事业走上发

展快车道。要紧盯中央巡视整改、审计整改和巩固深

化工委机关党建工作专项督查整改，把做好整改“后半

篇文章”作为走好“第一方阵”、践行“两个维护”的重要

检验，不折不扣推动整改工作落到实处，用整改成果汇

聚建设发展的强大动力。

宋德民指出，过去一年中国作协全面从严治党工

作取得新成效，有力促进了作协工作和新时代文学事

业高质量发展。强调新的一年，要加强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持续推进政治机关建设，更加自觉地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自觉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

推动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落地。要压实全面从严

治党责任，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坚持用严

的标准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久久为功抓好作风建

设。要强化责任担当，高质量完成好中央巡视整改任

务，以巡视整改为契机推动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中国作协党组与各单位各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签订了《中国作协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责任

书》。张宏森向中国作协2024年获评中央和国家机关

“四强”党支部的党组织颁发奖牌，相关党支部负责同

志作了经验交流。

中国作协各单位各部门领导班子成员、机关和创

研部正处长以上干部参加会议。

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记者 施雨岑 胡梦雪） 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2024年11月8日表决通

过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自2025年3月1日起施行。记

者3月1日从国家文物局获悉，为切实做好相关工作，中

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司法部、住

房城乡建设部、全国普法办公室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学习

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通知。

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紧密联系工作实际，组

织开展文物保护法学习宣传活动，全面准确完整掌握文

物保护法修订的立法宗旨和主要内容；要将文物保护法

纳入领导干部应知应会国家法律清单，领导干部要带头

学习，做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充分发挥示范引

领作用；要面向人民群众，采取喜闻乐见的形式，广泛开

展文物保护普法宣传活动，推动文物保护法进企业、进

学校、进社区、进农村等，引导社会各界自觉履行依法保

护文物的义务。

根据通知，各地区各部门要秉持敬畏历史、热爱文

化之心，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推

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正确处理经济建

设、社会发展与文物保护的关系，推动形成各地区各行

业各负其责、齐抓共管的合力。要树立保护文物也是

政绩的科学理念，把文物保护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

夯实工作责任，严格督查检查，切实加大文物保护力

度，推进文物合理利用，使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

群众。

此外，有关主管部门要依法履行所承担的保护文

物的职责，严格依法行政，做好行刑衔接，严厉打击妨

害文物管理秩序的犯罪行为、文物违法行为，制定修

订本领域法律法规、政策文件注意做好与文物保护法

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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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日电 在第62个学雷锋纪念日

来临之际，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共青团中央、全

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主办的2025年全国“学雷锋·文

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在雷锋故乡湖南长沙正式

启动。

启动仪式上，全国学雷锋先进典型和文明实践志愿

者，分享感想体会，引发群众强烈共鸣。《我们都是雷锋》

《花开新时代》等文艺节目生动诠释了雷锋精神的时代内

涵。现场播放的主题片展示了全国各地学雷锋文明实践

的鲜活场景，营造了学习雷锋、崇德向善、争做先锋的浓

厚氛围。

活动当天，长沙市同步开展各类群众性学雷锋文明

实践服务，依托文明实践阵地，举办健康义诊、法律援助、

心理咨询、文化惠民、科普宣传、安全教育等形式多样的

学雷锋活动，提供有温度、有针对性的服务，受到市民群

众广泛欢迎。

据了解，“学雷锋·文明实践我行动”主题活动将在全

国范围内持续开展。各地各有关部门结合实际，围绕文

明实践主题，组织开展专题展览、文艺演出、体验交流、暖

心服务等各类活动。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推动文明实践

融入日常、化为经常，引导人们从点滴做起、从身边做起，

在关爱他人、奉献社会中实现自身价值，提升全民文明素

养和全社会文明程度。

2025年全国“学雷锋·文明实践
我行动”主题活动启动

本报讯（记者 路斐斐） 2月 27日，以“最是春好

处·花开白玉兰”为主题的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

艺术奖颁奖晚会，在上海文化广场举行并揭晓获奖演

员名单。中国剧协主席濮存昕出席活动并为获奖演员

颁奖。

在本届评奖中，刘京、关美利、玛雅·哈克福特、李烜

宇、张琳、郑岚、侯宇、袁媛、靳东、潘前卫获得主角奖，于

震、田玉丽、刘福明、赵悦、赵章伟、贺坪、曹卫宇、盛舒扬

获得配角奖，许靖昆、阮登越、周亦敏、徐梦雪、楼依婷获

得新人主角奖，叶媛媛、冯军、陈津伟获得新人配角奖（获

奖名单均按姓氏笔画排序）。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炳淑获

得特殊贡献奖。12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历届白玉兰戏

剧奖获奖代表，本届白玉兰戏剧奖评委、提名演员、特邀

嘉宾等参加活动。

图为颁奖晚会上由各剧种非遗传承人带来的精彩开

场武戏表演《武韵玉兰》。 （蔡晴 摄）

第33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