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28 日，四川省作家协会妇女大
会在成都召开。 省作协党组成员、机关
党委书记李铁出席会议并讲话。 机关、
直属事业单位女同志 21 人参加了会
议。 会议由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妇女
委员会筹备组组长陈福成主持。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会议宣读了省作协机关党委 《关于省
作协妇女委员会筹备组召开妇女大会
暨妇女委员会委员候选人的批复》，审
议通过了 《四川省作家协会妇女大会
选举办法（草案）》。 会议通过无记名
差额选举方式，选举鲁娟、沙马石古、周
雪莲为四川省作家协会直属机关妇女

委员会委员。
李铁同志代表省作协党组对新成立

的妇委会班子表示诚挚的祝贺， 同时对
妇委会班子未来工作提出三点建议：高
度重视，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加强沟通，
进一步发挥好桥梁纽带作用；主动谋划，
开展形式多样积极向上的各种活动。 他
要求，省作协直属机关妇委会的同志，要
切实担起责任，带好头，做好表率，发挥
好双重作用，并始终带着感情，带着责任
“面对面、心贴心、实打实”地为妇女职
工做实事办好事。

会议在 《国际歌》 声中圆满闭幕。
（梁曌）

省作协召开 2021 年第一次主席办公会

四川省作家协会机关工会会员大会召开
选举产生机关工会第五届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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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协号召广大作家聚焦新时代， 深入
挖掘四川人文风光、历史地理、民俗风情、物
产资源等，大力书写四川故事，展示宣传美丽
新四川。《走向世界的格萨尔》《没有纵深的
历史感，写不出乡村的意义》《马识途：人生
百年初心未改》《蒙顶山：茶与诗的交响曲》
《鸟岛的啼鸣声》《传承两千年井盐文明》
《陈情与感动》《再寻周克芹》《德格印经
院：再现“雕版印刷术”记忆》等一批文学作
品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人民日报
海外版》文学文化副刊刊发后，美丽四川的
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扩大。

这些成绩的取得， 主要得益于省委、

省政府建设文化强省决策部署的鼓舞和
对文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关心支持。 下一
步，省作协将在省委坚强领导下，按照省
委、省政府安排部署 ，围绕中心、服务大
局，充分发挥政治引领、团结引导、联络协
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推动创作的职能
职责，做好党委政府联系广大作家的桥梁
和纽带，更加广泛深入地组织动员广大作
家，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
报海外版》和全国重点文学期刊发表更多
更好的四川主题文学作品，高质量推进四
川文学繁荣发展，为治蜀兴川奉献更加强
大的文学力量。 （作讯 ）

1月 6日，省作协召开 2021年第一次
主席办公会。省作协主席阿来，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副主席伍立杨、龚学
敏，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波参加会议。党
组副书记张颖，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李铁、二级巡视员罗勇，各专委会、机关处
室和各直属事业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会
议由阿来主持。

侯志明传达了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
导重要指示精神， 对四川省作家协会近

几年来聚焦脱贫攻坚和全面小康取得的
成绩进行了充分肯定， 希望省作协继续
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坚守文化自信，苦
练脚力脑力眼力，走进实践深处，创作出
更多有影响力的精品力作。

与会人员认真学习领会了省委、省
政府主要领导重要指示精神。 集中探讨
了省作协在进入新时代、 开启新征程后
未来的工作方向，并紧扣围绕中心、服务
大局积极建言献策。 （作讯）

2020 年 12 月 30 日，四川省作家协会机关
工会会员大会在成都召开。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侯志明出席会议并讲话，党组副书记张颖、机
关党委书记李铁，党组成员、秘书长张渌波，二
级巡视员罗勇出席会议。机关、直属事业单位工
会会员 68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第四届工会主
席张渌波主持。

大会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帷幕。 会议
听取和审议通过了《四川省作家协会机关工
会第四届委员会工作报告》《四川省作家协
会机关工会第四届委员会财务工作报告》
《四川省作家协会机关工会第四届经费审查
委员会工作报告》。 会议宣读了省直机关工
会 《关于省作协机关工会第五届委员会委
员候选人的批复》，通过了《四川省作家协
会机关工会选举办法（草案）》。 会议通过
无记名差额选举方式，选举李正、张雪梅、陈
福成、童剑、税清静为四川省作家协会机关
工会第五届工会委员会委员， 选举沙马石
古、邓可、李育樵为经费审查委员会委员，选

举张雪梅、任皓、唐颖娟为女职工委员会委
员。

侯志明同志代表省作协党组对新一届机
关工会班子表示祝贺，向上一届机关工会班子
的辛勤付出和全体会员的信任支持表示衷心
的感谢。 同时对新一届机关工会班子提出希
望：强化职责担当，增强工会使命感；聚焦主责
主业，激发工会生机活力；坚持凝心聚力，加强

“职工之家”建设。 他要求，省作协机关工会的
全体同志，要进一步增强改革创新意识，敞开
思想谋划新思路，放开手脚追求新突破，不断
推动工会工作实现新发展、取得新进步，为建
设文化强省、促进四川文学事业繁荣发展作出
新的贡献！

会议在《国际歌》歌声中闭幕。
（梁曌 骆驼）

近年来，四川省作协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 对标省第八次作代会提出的

“文学作品影响力、 文学阵地影响

力、文学活动影响力西部领先、全国

一流” 的目标任务， 强化政治引领，

坚持高位求进，一方面稳固占领全国

有重大影响的纯文学刊物，一方面积

极主动抢占 《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人民日报海外版》 文学文化副

刊高地，组织动员广大作家深入四川

大地，书写时代篇章，讲好四川故事，

展示四川形象。 2017 年以来，阿来、罗

伟章、马平、蒋蓝、刘裕国等多名四川

作家先后在 《人民日报》《光明日

报》和《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学文化

副刊发表讲述四川故事主题的报告

文学、散文、诗歌等共 277 篇（首）、

头条 68 篇。 其中，《人民日报》大地

副刊 79 篇（首）、头条 20 篇；《光明

日报》文化副刊 88 篇（首）、头条 11

篇；《人民日报海外版》文化副刊 110

篇、头条 37 篇。

这些文学作品的涌现，是省委、

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重大实践的展现； 是全川人民建设

美丽繁荣和谐四川所取得重大成就

的展现；是“文学川军”坚持高举社

会主义文艺大旗， 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创作导向， 聚焦时代主题努力

创作的新成果； 这些作品用文学的

方式记录书写了四川脱贫攻坚 、决

胜全面小康的生动场景， 推出了一

批基层一线重大典型人物， 在数量

和质量上都实现了四川作家在中央

党报“讲好四川故事”的新突破，也

走在了全国省级作协前列。

2017 年 3 月， 省作协启动了为期四年
的文学扶贫“万千百十”活动，组织动员广
大作家深入采写四川脱贫攻坚故事， 先后
在《人民日报》推出脱贫攻坚主题的报告
文学作品 26 篇，其中《桃园深处有人家》
《山村来了新支书》《水磨古镇的故事》
《青山是个好地方》《攻坚》《峡谷里的那
片灯光》《古路飞歌》《幸福古村的幸福模
样》等 12 篇在文学副刊头条刊发；在《光明
日报》 文化副刊发表脱贫攻坚主题的报告
文学作品 20 篇（首），推出《大凉山：云端
上走出幸福路》《大巴山中的三尖杉》《决
战大凉山》《在大凉山》《春风开镰兑现梦
想》《春天的阿哥———写给藏族邮政员其

美多吉》《雪线邮路的幸福使者》等重点作
品。“最美奋斗者”达州市万源市委原组织
部长李林森， 凉山州雷波县委统战部部长
吉克史俊， 凉山州冕宁县彝海村党支部书
记马强， 遂宁市大英县天保镇沙石咀村村
支书郭琦， 阿坝州水磨镇郭家坝红姐羌绣
坊林福美， 攀枝花市米易县湾丘彝族乡青
山驻村第一书记向往， 广元市苍溪县龙王
镇桃园村村民杨敏等一大批奋战在脱贫攻
坚一线干部群众的故事得到展现， 这些典
型人物鲜活生动， 透射出的时代精神催人
奋进， 从一个侧面展示了全省人民决胜脱
贫攻坚的信心和决心， 引起了读者的广泛
关注和社会的强烈反响。

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讲好四川脱贫攻坚故事

聚焦

省作协大力动员倡导广大作家聚焦四
川小康建设生动故事， 书写四川重点工
作、重大工程项目，展示四川人民群众的
精神风貌和奋斗精神。 在 2020 年抗击新
冠疫情中，四川作家的报告文学作品《出
征》《报答》等第一时间在《人民日报》
文学副刊刊出， 四川医务人员赶赴武汉
防控疫情和汉源人民捐款捐物回报武汉

人民支持抗震救灾的感人事迹在全国传
扬。 《成都词典》《科学城： 在春天里奔
跑》《安宁河谷跃起蝴蝶之城》《重返断
裂带》《夹金山 ： 大熊猫从这里走向世
界》《江口的伏笔》等用文学艺术的独特
形式对四川经济建设 、文化建设 、生态建
设等进行书写， 多角度展示了四川全面小
康建设的生动画卷。

重点工作重大工程项目
讲好四川全面小康故事

聚焦

四川人文历史风光
讲好美丽四川故事

聚焦

1 月 25 日，四川省作协党组召开 2020 年度党员领导干部民主
生活会，围绕今年民主生活会主题，联系工作实际，严肃开展批评
与自我批评。 会议由党组书记侯志明主持。 省委第八督导组组长、
省委宣传部干部处副处长张陈帅， 省纪委监委第八纪检监察室四
级调研员汤福建， 省直机关工委党建督查处四级调研员唐剑锋到
会指导。

省作协党组高度重视此次民主生活会，并做出精心安排。 会前，
党组成员按照有关要求，扎实开展学习研讨，通过书面征集、谈心谈
话等方式广泛征求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认真撰写对照检查材料。 会
上，侯志明通报了去年党组班子“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
活会整改措施落实情况， 以及今年民主生活会征求的意见和建议情
况。 侯志明代表省作协党组班子进行对照检查，并带头作个人对照检
查发言，随后张颖、李铁、张渌波等班子成员逐一对照检查，相互开展
批评。

张陈帅代表督导组对此次民主生活会进行了点评。 他指出，会议
对标中央政治局和省委常委民主生活会，主题鲜明、准备充分、组织
周密，坚持问题导向，自我批评十分深刻，相互批评“辣味十足”，体
现了刀刃向内的自我革命精神，凝聚了共识，增进了团结，开出了预
期效果。 希望省作协党组再接再厉，持续加强民主生活会整改落实，
持续加强政治建设，持续加强能力建设，持续加强作风建设和党风廉
政建设，班子成员之间各司其职、相互补位，形成合力，继续为四川文
学事业贡献力量。

侯志明感谢督导组的精心指导，表示省作协党组将进一步加强
政治建设，提升政治能力，在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
力上下功夫，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
维护”。 会后，将对征求的意见建议和查摆的问题进一步细化梳理，
研究制定整改措施，一项一项抓好整改落实。

省作协二级巡视员罗勇，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陈
福成，人事部主任鲁娟列席会议。 （作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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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作家“冲大刊”实现开门红
2021 年，四川作家主动作为，潜心创

作，积极响应省第八次作代会提出的“文
学作品影响力、文学阵地影响力、文学活
动影响力西部领先、全国一流”的号召，
优秀的文学作品频频在全国有重大影响
的纯文学刊物亮相，实现 2021 年四川作
家“冲大刊”开门红。

杨献平的长篇散文《边关》发表于
《人民文学》2021 年 1 期，分为《仙境的
勒布沟》《天上的无名湖》《大雾的旺
东》《烈士高明诚》《沙昌多果山上》《金
布山的哨所生活》《这样的一些官兵》
《刀背上的舞蹈》等章节，《边关》是对中
印边界戍边官兵的一次深入接触与用心
体察。 作者深入海拔 4100以上的神山圣
域，于勒布沟、阿相比拉、都仁错康、太宗
山、牛头山、金布山与官兵同吃同住，以文
学化的方式，记录和呈现了新时代背景下
边防官兵的喜怒哀乐， 尤其是出生于
1990 年代左右的新战士的家国情怀，特
别关注他们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苦难
与超脱，历练与豪情，展示了新一代戍边
官兵的现实境域与精神内在。

2021 年《人民文学》2 期，将发表蒋
蓝三万余字的非虚构文学作品《夹金山
下的玫瑰》。 2019 年 7 月，四川省扶贫和
移民工作局请蒋蓝修改一篇发言稿，是
小金县达维镇冒水村“金山玫瑰”创始
人陈望慧的自述。 夹金山、达维镇、藏区、
高海拔、深度贫困区、高山玫瑰绿色扶贫
产业、女性……七大元素，他决定对陈望
慧进行深度采访。 被当地群众称为 “玫
瑰姐姐”的陈望慧，带领村民种植高原玫

瑰， 让深度贫困的乡亲们实现了脱贫增
收，让玫瑰种植季、玫瑰观赏旅游季、玫瑰
系列产品促销，三者完美对接，走出了一
条生态扶贫之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伟大理念，让金
山玫瑰文化与红军文化，实现了跨时空的
辉映。 蒋蓝前后采访陈望慧 3次，并深入
到小金县实地采访当地群众 3天，采访笔
记超过了 2 万字， 拍摄了数百张实地照
片，查阅了大量史料、采访了很多专家，前
后修改了数十次之多，32000 字定稿，
2020年年底提交，《人民文学》杂志以最
快速度予以刊发在 2021年 2期。

赵晓梦长诗《马蹄铁》被《十月》
2021 年 1 月刊诗歌栏目头条推出， 并登
上封面介绍。他的诗作意象繁复，历史感
强，又不失现实意义。该期卷首语中这样
写道：“本期赵晓梦长诗 《马蹄铁》所
言，‘从长时期远距离看’，我们在‘补
江山社稷的作业， 补雪泥鸿爪的作
业’。 ”诗人、评论家唐政认为，《马蹄
铁》里面丰富的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历
史细节和历史典故， 以及由此而幻化出
来的纷繁华丽的诗歌意象， 组成了这部
长诗的基本骨架。 而用一匹马作为中心
意象贯穿全篇， 不仅打通了中国漫长的
历史，而且也让整部长诗气息饱满，气韵
生动。

马平的长篇小说《塞影记》发表于
《作家》1 月号。小说时代背景宏阔，横跨
一百年。 据悉， 该书的单行本也即将付
梓， 由四川人民出版社于牛年春节后推
出。 （文武）

持续发力 走在前列
四川作家讲好四川故事再创佳绩

四川省作家协会妇女大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