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强副省长（中）在省作协主席阿来（左）和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右）陪同下，

察看省作协文学扶贫成果展示。

驻点监督情况反馈会在省作协召开
8 月 27 日，省纪委监委驻省委宣传部

纪检监察组在省作协召开驻点监督情况反
馈会， 驻部纪检监察组副组长、 二级巡视
员、纪检监察室主任、工作组组长黄从应出
席会议， 向省作协党组领导班子反馈驻点
监督“政治画像”情况，对抓好问题整改工
作提出要求。 省作协党组书记侯志明主持
反馈会议并作表态发言。

黄从应指出， 省作协党组坚持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贯彻落实中央、省委重
大决策部署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推
动四川文学事业繁荣发展取得较好成效；
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站位较高， 管党治党
责任履行较好，党内民主氛围浓厚，党内政
治生态较好。 同时还存在五个方面不容忽
视的问题。 他就抓好问题整改提出六点要
求，一要旗帜鲜明抓好中央、省委重大决策
部署的学习贯彻； 二要坚定不移落实全面

从严治党主体责任；; 三要理直气壮抓好机
关党建工作；四要不折不扣落实巡视、审计
及纪检监察整改建议； 五要持之以恒改进
干部作风；六要坚持不懈加强财务管理。

侯志明表示， 驻部纪检监察组到省作
协开展驻点监督工作， 是着眼全面从严治
党，做实做细日常监督、长期监督，推动党风
廉政建设的具体举措， 体现了对省作协的
严管和厚爱，对工作组指出的问题和不足，
诚恳接受，并将以此次驻点监督为契机，切
实把驻部纪检监察组的关心转化为推动省
作协工作再上新台阶的强劲动力。 一是统
一思想，提高认识，全盘认领问题意见;二是
强化责任，举一反三，全力破解整改难题;三
是强化引领，抓好结合，干事创业检验成果。

省作协党组班子成员、 机关全体干部
职工、所属事业单位班子成员、学会协会主
要负责同志、 离退休老同志代表和省纪委
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 驻点监督工作组有
关同志参加了会议。 （卓讯）

白庚胜、阿来出席甘孜州诗歌文化峰会活动
日前 ，“2020 四川甘孜山地文化旅游

节———诗歌文化峰会”在理塘县举行。 中国
作协副主席白庚胜， 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
四川省作协副主席、甘孜州文联常务副主席
格绒追美，理塘县委书记格勒多吉等出席峰
会。

本次峰会主题为“仓央嘉措诗歌文化发展
与传承”。 来自省内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
分享了对仓央嘉措诗歌的深刻体会，对理塘县
如何利用仓央嘉措诗歌品牌发展文化旅游提

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和建议。 理塘县委常委、
宣传部长夏进孟介绍了理塘县文旅产业的发
展现状，他希望借此峰会，作家、诗人汇聚一
堂，为藏区诗歌和文化发展把脉问诊，进一步
开阔视野、拓宽思路，推动藏区诗歌文化旅游
的进一步繁荣。

白庚胜在总结中说到，甘孜州自然风光大
美天成、康巴文化璀璨夺目，是广大作家诗人
体验原生环境、感悟自然魅力、创作精品力作
的沃土。理塘县不仅是“天空之城”，更是诗人

仓央嘉措心中的诗与远方。他希望广大文学爱
好者多到理塘来寻找灵感，也愿理塘县以诗歌
文化为依托，打造诗城旅游的构想能够早日成
为现实。

阿来出生在阿坝，对藏区的历史和文化有
深刻的体会与研究，在总结发言中，他围绕诗
歌创作、仓央嘉措诗歌作品和诗歌文化的传承
以及理塘县打造诗歌文旅品牌等问题，作了精
彩的评述。

（甘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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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省长罗强到省作协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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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6 日，副省长罗强到省作协调研，逐
一走访慰问机关处室和直属事业单位，与相关
负责同志深入交流， 详细了解工作开展情况。
省政府副秘书长刘全胜， 省作协主席阿来，省
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陪同调研。

在阿来工作室，罗强询问创作情况，充分
肯定了“四川历史题材剧本三部曲”———《川
盐世家》《保路悲歌》《铁血荣耀》，赞赏阿来
等一批文学工作者对四川文学繁荣发展作出
的贡献。在创联部、人事（老干）部和创作研究
室，罗强就文学活动开展、作家队伍建设、老干
部工作和文学创作等听取意见和建议。 在《四
川文学》杂志社、《星星》诗刊杂志社和《当代
文坛》杂志社，罗强深入了解文学刊物办刊成
果、编辑队伍和名刊建设等情况。

调研中，罗强肯定了近年来四川文学发展
和省作协工作取得的成绩。 他强调，省作协要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
作的重要论述， 推动省委十一届七次全会精
神落实落地， 组织和引导广大作家积极投身
现实生活，创作一批反映时代精神、四川特色
的精品力作。 要抓方向，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以精品奉献人民；要抓人才，建立作家梯队培
养机制，打造“文学川军”主力部队；要抓转

化，加强与有关部门单位协作，促成一批优秀
文学作品影视转化；要抓保障，做好服务作家
工作，营造良好创作环境；要抓活动，策划一

批在全国有影响力的文学活动， 做响四川文
学活动品牌， 推动四川优秀作家和文学作品
走出去。 （骆驼）

四川省作协“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
暨四川省图书馆“21市州讲座联盟”走进全省多个市、县

8 月，“四川省作协‘红色文学轻骑兵·百
场讲座进基层’暨四川省图书馆‘21 市州讲座
联盟’”活动走进全省多个市、县。来自省内的
著名作家、学者，为基层文学工作者、文学爱好
者带去了多场精彩纷呈的主题讲座。

8 月 2 日，活动走进了资阳市乐至县。 资
阳市作协主席唐俊高以“小说人物塑造”为题
作了专题讲座。 他指出，人物塑造的关键还在
小说家本人。 小说家要在生活中做一个“真好
人”“真善者”， 才有可能成为社会的 “真智
者”“真担当”， 才有可能写出无愧于时代的
“真小说”，塑造出与芸芸众生同呼吸、共命运
的人物形象。

8 月 6 日，活动走进了眉山市。 省作协副
主席伍立杨以 “文体意识与作品生命力”为
题，进行深入浅出的讲解。他指出，所谓文体意
识是作家主体意识的表现之一，是流动在作家
创作过程中的一股气韵，是作家寻找、建构、创
新的情绪意向，它使作品更加深刻，以形成具
有鲜明个人符号的作品。如何才能加强文体意
识的创作， 他强调要辨证处理读书与创作关
系，要加强知识背景和修养储备，要灵活运用
处理各种材料（史料），要发挥汉语优美叙事
传统，更要突破盆地意识。

8 月 6 日，活动走进眉山市洪雅县。 眉山
市作协主席刘小川结合自己的近作 《品西方
文人》作了专题讲座。 他指出，在品味、学习西
方文人积极的人格精神的同时，也应辩证地来
看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丢弃中华传统文化的

现象。 他说，每一个写作者都应该树立文化自
信，扎根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土壤，从民族传统
中汲取文化营养。

8 月 8 日，活动走进宜宾市珙县。 宜宾市
作协主席周云和围绕如何搜集创作素材进行
写作展开专题讲座。 他认为，巧媳妇难为无米
之炊， 材料搜集如何， 是文学作品成败的关
键。 他将写作过程比喻为是在悬崖峭壁，或茫
茫大海上找路走。 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
在于险远，非有志者不能至。 遗憾的是，不少
写作者就在这个过程里当了“逃兵”，不收集
素材，不潜入生活深处，放弃自己熟悉的生活
和所见所闻， 仅通过摸仿别人写作 “走捷
径”，导致了写作的同质化。 他认为，故事要写
得好，就要学会搜集材料，做生活的有心人。
作为基层写作者更应注重素材收集， 细心观
察，认真记录，深入思考，寻找感情的触发点
与引爆点。

8 月 20 日，活动走进绵阳市三台县。 绵
阳市作协主席马培松以“抒写我们时代新的
乡村诗歌”为题，从乡村诗歌的传统、乡村诗
歌的现代性写作和新时代乡村诗歌写作三
个方面入手， 作了细致的讲解。 他指出，从
《诗经》到《楚辞》，从唐诗宋词元曲到今，
中国诗歌始终抒发着诗人对中国文化的深
厚理解、对家国的责任担当、对脚下土地的
热爱、对美好事物的向往。 诗歌像一根红线，
贯穿着中国文学史，并在关键的时候发挥着
启蒙和承担的作用。 人们的喜怒哀乐、生老

病死，都会成为诗人笔底的风花雪月、铁马
秋风。

8 月 24 日，活动走进达州万源市。 人民日
报社高级记者、四川省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
会主任刘裕国围绕 “新闻的内核 文学的表
达———报告文学创作”作了专题讲座。 他详细
讲解了报告文学这一文学体裁的历史沿革、定
义、典型塑造、理性美等问题。 他强调，报告文
学作者要善于及时地从现实生活中捕捉到适
于写作的信息和素材，写出大视野、大主意、大
作品，要有“站在天安门上想问题，到田间地
头找感觉”的意识，要让真实的叙述演绎精彩
故事，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推出感染力强的
人物典型。

四川省作协“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
进基层” 暨省图书馆 “21 市州讲座联盟”活
动， 是今年 6 月 30 日开始， 由四川省作家协
会、四川日报社、四川省图书馆签署的战略合
作协议中的重要活动之一。 从今年开始，省作
协将全面实施“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
基层”，每年在全省 7 个市州举办“红色文学
轻骑兵·百场讲座进基层”，3 年时间实现全省
全覆盖。活动旨在引导全省作家与文学爱好者
把写作视角投向基层、投向乡村，在新时代的
生活中汲取创作养分，在民间文化中寻找创作
源泉， 把基层特色元素融入到文学作品中，努
力创作出具有地域特色，时代性、艺术性俱佳
的作品。

（卓综）

8月 23日，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评奖结果在京揭
晓。 经最终投票表决，有 25部作品和 5名译者荣获殊荣。 四川作家阿克
鸠射的报告文学《悬崖村》、阿微木依萝的散文集《檐上的月亮》获奖。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向 25 部获奖作品的作者和 5 位获奖译者表示
真诚祝贺。 她指出， 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的评选之
年———2020 年，恰逢我国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年，
也恰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时间节点。 这是我们党向
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承载着 14 亿中国人民的热切期盼。 每一
天，我们都身处让人感奋的现实之中，被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所激励、
所振奋。 她表示相信，广大作家、评论家和文学工作者，在今后的文学实
践中会为擦亮灵魂、激发创新活力，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奉献
新的作为。 我们绚烂多姿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也会如骏马奔腾，
在新时代不断呈现生机盎然的新气象。

本届骏马奖征集工作于 2020 年 3 月 1 日启动，5 月 31 日截止，共
有 376 部作品和 20 名译者符合参评条件。这些参评作品特别是获奖作
品，鲜明体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事业蓬勃发展的态势，老中青三代作
家共同发力，在各类文体、多种语种中都涌现了众多优秀作品。 在新时
代，少数民族作家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创作了大量深刻反映现实生活、时代变革和人民主体地位，书写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文学作品。 众多翻译家和少数民族文学工作
者孜孜不倦地付出努力，持续推进少数民族文学翻译和交流工作，为铸
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
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阿克鸠射的《悬崖村》生动书写四川昭觉县阿土勒尔村的过去与
未来，梳理了“悬崖村”藤梯变钢梯、通电和网络、教育和经济同步发展
的巨大成就。 作品中包含着丰富的彝族历史文化，把村民集体群像刻画
得生动丰满、深情隽永。

阿微木依萝的《檐上的月亮》以极富直觉性的白描叙述，用充满灵
性的文字，描写和歌颂故乡的亲人和友人，书写大凉山这片诗意大地带
给人们的恩泽，笔墨中饱含作者对于大地的深情。 （卓讯）

近日，中国作家协会公布了 2020 年会
员发展名单。 2020年会员发展工作从 2019
年 12月底开始， 在征求团体会员意见和咨
询各文学门类专家意见的基础上，中国作家
协会书记处于 8 月 20 日进行审议并投票，
拟发展会员 663 人，四川有 26 人，分别是：
马永林（马嘶）、王从地、龙小龙、刘小波、刘

彩云（刘采采，女）、羊亭、杜阳林、杨庭轶
（沐轶，侗族）、肖堃（五志）、何永康、余瑞
昭（羌族）、邹安音（女）、汪道楷、张伟（飞
天鱼）、张建、罗国雄、郝剑峰、胡为民、胡晓
慧（女）、常龙云、梁业龙（梁七少）、彭飞龙
（彭家河）、敬丹樱（女）、蔡小锋（俄狄小
丰，彝族）、谭宁君、熊游坤。 （卓讯）

8 月 11 日至 14 日，由四川省作协主办，
《星星》诗刊杂志社承办，眉山市文联、丹
棱县委宣传部协办的 “四川新时代乡村题
材创作系列活动”在丹棱县举行。四川省作
协主席阿来，四川省作协党组成员、秘书长
张渌波，四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
杂志社社长龚学敏， 眉山市文联党组书记
李树伦，眉山市文联主席王莉茹，丹棱县委
书记宋骥以及来自全省各地市州优秀青年
诗人代表共 50 多人参加活动。

启动仪式上， 阿来围绕学习贯彻全国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精神作了主题讲
话，他从中国传统田园诗歌的创作出发，反
思过去在农村题材的描写上， 过于象征化
描写，封闭了视野，缺少具体对象的描述，
文人写的是自己的心情， 陷入了局限等问
题。 他指出，要打破这个闭环，开辟新的路
线， 而这个新的路线就是书写新时代乡村
的巨大变化。 他说，我们现在的乡村，在外
在面貌和内在结构上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走上了与人类文明进程一致，更好的道路。

新农村建设正在进入一个方向正确、 革命
性变化阶段。 作家们要保持现实主义的乐
观，既要继承中国传统优秀文化，又要打破
传统文人与土地的疏离， 借鉴外国诗人的
方法， 不停留在文人雅趣对乡村题材的表
层书写，而是要有质地的生活，深入到乡村
生产制度和关系的变化的观察思考中。 他
指出，在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中，要当新时
代文化的“农人”，而不只是“文人”，作
家、诗人承担着一代人文化的美学责任，文
化人的任务是要立足在更大的伦理道德层
面上，写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佳作。

启动仪式结束后， 绵阳市文联主席马
培松， 乐山市文联主席罗国雄为青年诗人
们作了专题培训。 本次活动以创作研讨、讲
座培训、文学采风、改稿交流为主要内容，
组织全省优秀青年诗人深入乡村生活，提
高青年诗人对新时代乡村题材诗歌的认识
和创作能力， 与时代同行， 书写新时代的
“创业史”， 创作出无愧于时代的伟大篇
章。 （任皓）

四川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系列活动
在丹棱县举行

四川新增 26 人为中国作协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