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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以更加昂扬的姿态书写四川文学新篇章

2022 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在新
时代文学发展的前沿， 在乡村振兴的一线，在
重大项目建设的火热现场，在抗击新冠疫情的
关键时刻……“文学川军”扎根巴蜀大地，聆
听时代声音，以人民为中心，与时代同步伐，用
心用情用功书写新时代四川文学高质量发展
新篇章。

这一年，阿来担任编剧的电影《攀登者》、
罗伟章长篇报告文学《下庄村的道路》、谭楷长
篇报告文学《我用一生爱中国》荣获中宣部第
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罗伟
章长篇小说《谁在敲门》先后获《当代》长篇小
说论坛“五佳作品”奖、万松浦文学奖，中篇小
说《镜城》先后获高晓声文学奖、郁达夫文学
奖；马平短篇小说《五世同堂》获人民文学奖；
《四川文学》编发的中篇小说《红骆驼》获第八
届鲁迅文学奖……

四川作家聚焦省委、省政府重大决策部署，
围绕乡村振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新
冠疫情防控、“9·5”泸定地震抗震救灾等主题
选题，深入采访、潜心创作，先后在《人民文学》
《钟山》《人民日报》《光明日报》 等报刊发表
文学作品 80 余篇（首）。 描摹时代画像的四川
作家们， 笔尖涌动的是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
他们以澎湃的激情和高度的责任感，奋力书写
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壮丽篇章。

这一年， 四川省作家协会队伍建设步履不
停，再上台阶。 围绕“建设一支老中青结构合
理、有标杆有示范、充满生机活力的作家队伍”
目标，省作协进一步改进会员培养、作品推介
等工作机制， 向鲁迅文学院推荐学员 4 名，修
订《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管理办法》，做好签约
作家换届考核工作。 与中国作家网联合举办会
员普训班， 培训会员 520 人。 《四川文学》与
《青年作家》 联合开展 “青年小说家星火计
划”，先后推出多名青年作家作品。

《四川文学》入选 2022 年全省农家书屋
重点出版物推荐目录，15 篇作品先后被 《小说
选刊》《小说月报》等选刊转载。 《星星》诗刊
在中国诗坛影响力长在，《当代文坛》 继续保
持优势。《四川文学》《星星》和、四川作家报、
四川作家网开设 “喜迎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
“四川作家防疫抗震作品选登”等专栏，显示
了四川作家在特殊时期的文学担当。 创办《中

国网络文学研究》辑刊，推动中国网络文学研
究。在中国“两弹城”、川渝高竹新区、成都国际
铁路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科技馆、中国大熊
猫保护研究中心、 眉山市三苏祠博物馆等地建
立首批 12 个四川作家 “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新时代文学实践点，为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潜心
写作构筑优质平台。 此外，2022 年还成立了四
川作协省直分会。

这一年，省作协成功举办“向文学高峰迈
进”第十届四川文学奖、第八届四川省少数民
族文学创作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发布 2021 年
度四川文学作品影响力排行榜， 为四川文学树
立“风向标”；举办“王火文学创作八十周年学
术研讨会”；开展“我眼中的新时代”成都行、
眉山行，现代化四川新征程达州行，乡村振兴越
西行等主题采访创作活动。联合省直机关工委、
省乡村振兴局、人民网四川频道，共同开展“四
川报告：乡村振兴进行时”报告文学主题征文、
文学采风、公益讲座等系列乡村振兴文学活动，
被列为省直机关重大文化活动和省委宣传部主
题文艺精品创作生产项目。 成功举办中国文艺
理论前沿峰会、《四川文学》 全国名刊专家论
坛、《星星》诗刊年度诗歌颁奖活动，以及成都
“华语青年作家写作营”，阿坝“阿来诗歌节”、
“青稞文学奖”、广元首届“女子文学大会”，乐
山首届“李劼人文学周”等活动；南充“嘉陵江
文学艺术奖”等文学活动有序推进，“省作协 +
市（州）”的四川文学“大品牌”形象初步建
立。 深入实施“文学 +”计划，与中国作家协会
共建中国南亚文学交流中心获批，与中央广播
电视总台“云听”音频客户端、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四川总站、四川传媒学院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与浙江作协签订东西部文学协作框架协议，持
续深化川渝作协战略合作， 与新华文轩联合搭
建全国首个创作与出版沟通平台 “‘轩言’学
习交流会”。 推进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驻
校作家工作，在四川师范大学成立四川作家作
品改编研究中心。 开展“全省乡村振兴重点扶
持作品”改稿活动，持续推进“文学川军·百场
改稿进基层”、“红色文学轻骑兵·百场讲座进
基层” 和文学志愿服务等公益惠民活动，《星
星》诗刊·诗歌进校园活动在央视新闻中播出，
引起广泛关注。

让文学发展的成果惠及更多人， 这是四川

繁荣文学创作的丰硕成果， 更是四川建设文化
强省的题中之意。 优秀的作品、丰富的活动，是
四川文学界围绕中心、记录时代、服务人民的体
现。四川文艺从“高原”迈向“高峰”，迈向的并
非一座孤峰，而是一座让人人都能看得见、摸得
着的文学之峰。

这一年， 省作协团结带领全省广大作家和
文学工作者按照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开拓奋
进，潜心创作，扎实工作，全省文学事业欣欣向
荣、持续向好。省作协面向作家、面向基层，制定
主席团成员履职办法， 建立主席团成员联系重
点作家机制，修订会员发展管理办法、重点作品
扶持办法、改稿会研讨会管理办法等。组织开展
重大文艺项目扶持和精品奖励、 重要文学报刊
发表成果补贴、文学作品影视转化、重点作品扶
持等工作。 推荐 45 人加入中国作家协会，创历
史新高。组织召开基层作家作品研讨会、改稿会
50 余次， 越来越多的基层作家得到扶持和帮
助。 持续深化改革、守正创新，建立省作协文学
工作者职业道德建设工作机构， 制定文学工作
者职业道德公约和职业道德委员会章程。 加强
事业单位人才队伍建设， 完善事业单位岗位设
置，先后补充 6 名专业技术干部，1 名干部博士
后顺利出站。深化职称制度改革，在人社厅指导
下， 组建全省文学创作专业副高级职称评审委
员会， 开展我省文学创作专业副高级职称评审
工作， 制定我省文学创作专业职称申报评审基
本条件，明确新的文学群体职称评审标准，全省
作家尤其是网络作家、 签约作家和自由撰稿人
等新的文学群体作家职称评审难的现象将有效
改善。

2023 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
的开局之年，是落实“十四五”时期各项规划和
十代会各项目标任务的关键之年， 是疫情后社
会生活全面恢复的重要之年。 文学必须要在这
一重要的时间节点上发挥好加油助力、 鼓舞人
心的作用。 省作协要牢牢把握全面贯彻落实党
的二十大精神这一主题主线， 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文艺工作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突出重点、打
造亮点，守正创新、勇毅前行，奋力攀登新的文
学高峰，用情书写新的文学篇章，为加快建设文
化强省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四川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川作）

1 月 17 日， 凉山州越西县瓦岩乡瓦岩村老
百姓迎来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文化盛宴。 为丰富
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 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
把党的关怀和声音送到基层。 由四川省作协党
组副书记张颖带队，党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
李铁，副主席、书画家伍立杨，副秘书长、人事
部主任鲁娟，副秘书长、书法家牛放，副秘书长、
《星星诗刊》杂志社副主编童剑等带着慰问物
资，走进帮扶村开展“彝族人民过春节·我们的
传统文化节日”送文化下乡活动。

活动期间，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伍
立杨、牛放、王发强、陈建明等书（画）家现场为
瓦岩村老百姓书写书画作品；张颖一行现场为

帮扶户发放慰问物资， 把新春祝福和浓浓的年
味送到老百姓手里。

座谈会上，张颖为板桥镇各村村组干部、瓦
岩村全体党员宣讲党的二十大精神。张颖强调，
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心怀“国之大
者”， 扎扎实实把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农村
工作会议精神融入到实际工作中去。

活动结束后， 张颖一行前往瓦岩村种养循
环现代农业园区、 书香瓦岩学堂等地调研。 对
瓦岩村干部群众取得的成绩作出肯定， 勉励他
们要继续发扬艰苦奋斗精神， 切实做好巩固拓
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各项工
作，打造美丽乡村，助推乡村振兴。 （作讯 ）

省作协走进瓦岩村开展送文化下乡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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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巴金文学院签约作家选
拔工作日前结束，根据《巴金文学院
签约作家管理办法》， 经广泛征集、
深入摸底、专家评审、实名投票，并报
经省作协党组会审定， 共 19 位作家
成功进入签约名单。 其中有 13 人为
续签签约作家，包括卢少英（阿微木
依萝）、陈果、杨胜应、张利冰（唐一
惟）、吴小龙（吴小虫）、王喜峰（王
棘）、雷蕾（木浮生）、钟志勇（小
乙）、夏岚、羊亭、加主布哈、甄明哲、
吕峥；另有 6 位新签约作家，分别是
刘晓梅（蓝格子）、蒋紫旗（紫旗）、
王学东、陆杨、马青虹、卢鑫。

在今年签约的 19 名作家中，人
员构成继续倾向基层作家和少数民
族地区作家； 作家年龄趋向年轻化，
特别是让创作潜力大、创作态势较好
的青年作家有了更大的创作平台，为
四川文学持续发展输送新鲜血液。本
届签约作家中，男性作家 13 名，女性
作家 6 名；70 后作家 4 名，80 后作家
8 名，90 后作家 7 名，80 后 90 后作
家占比约 80％；少数民族作家 4 名，
其中彝族作家 2 名， 苗族作家 1 名，
藏族作家 1 名，少数民族作家占比超
20%。 在签约期间，巴金文学院将对
签约作家提供多方位的创作帮扶。

（巴苑）

1 月 10 日至 15 日，2023 年四川省“两会”在
成都召开。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四川省作协
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在参会期间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要推进四川文学高质量发展，必须
补齐短板，夯实基础，锲而不舍地打造一支文学
川军劲旅。 其中包括全力推动《四川省作协深化
改革方案》进一步落实落地，与市州县（区）共同
努力，通过多种方式、多种途径，进一步加强作协
基层组织建设，充实基层作协力量，发挥基层作
协组织优势，引导广大作家胸怀“国之大者”，在
建设现代化四川新征程中， 发出文学的声音，凝
聚强大的力量。

侯志明还建议，以“十百千”文学人才工程
为统揽为总牵引，分梯队培养文学队伍，努力推
出更多更好的文学精品。 大力实施“十百千”文
学人才工程，重点服务十名领军作家，打造十部
精品力作；重点关注百名骨干作家，推出百件优
秀作品；重点联系千名活跃作家，壮大优秀创作
者队伍，打造文学“川军劲旅”，为推进新时代四
川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文学事业，人才是关键。 侯志明还建议，不断
完善作家培养机制。 加强文学队伍职业道德建设，
完善优秀作家培养机制， 与鲁迅文学院在成都联
办四川作家高研班，持续开展“文学川军·百场改
稿进基层”等活动，汇聚培养文学创作精锐力量。
围绕 “国之大者”“省之要事” 抓好主题文学创
作、重点作品扶持、重要作品研讨、重要奖项作品
推荐等工作，完善精品力作激励机制，强化文学精
品创作生产，鼓励文学川军登高原、攀高峰。 不断
推出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精品佳作，给
四川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作品支撑， 为奋力
谱写现代化四川发展新篇章提供强大的价值引导
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在建设文化强省和
文化强国伟大事业中，作出文学川军的新贡献。

另悉， 经四川省十四届人大一次会议通过，
侯志明同志担任省人大监察和司法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

两会期间，四川省政协委员、四川省作
协副主席、 作家罗伟章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文学是众多文艺体裁的根基和灵魂。
我建议进一步加大对四川文学事业的关注
度和扶持力度，培植四川文学肥沃土壤，培
养四川文学人才梯队。 ”

为了提携、 培养四川小说写作后备力
量， 进一步壮大文学川军队伍，2021 年和
2022 年，罗伟章担任主编的《四川文学》杂
志社与《青年作家》杂志社，已共同发起了
两次“四川小说家星火计划”。在他看来，办
好一份高质量的纯文学杂志是体现一个省
的文化实力，特别是文学实力的重要标志之
一。 纯文学杂志有利于新生文学人才的培
养，而且能带来长远的文化效应。

罗伟章说， 四川自古以来不缺文学人
才，李白、苏东坡、欧阳修、杨升庵等等，这
些顶天立地的文学和文化巨匠都与四川有
渊源。 现当代的许多文学大家，要么走出四
川，要么留守四川，都为中国文学乃至世界
文学做出了贡献。 在当下，四川要从文学大
省成长为文学强省，需要广大文学同仁自身
的努力。

四川省政协委员、 四川大学文新学院院
长、资深人文学者李怡在会议发言中提到，要
加大校地协同， 总结和深挖中国现代文艺发
展的巴蜀经验。 他建议充分发挥校地协同攻
关的优势， 充分调动我省国家重点高校———
四川大学的学术力量，比如设置科研课题，设
立全国性文艺大奖，撰写《巴蜀现代文化史》
《巴蜀现代文艺全书》等，系统总结中国现代
文艺发展的四川经验和区域贡献， 总结和深
挖中国现代文艺发展的巴蜀经验。 在这个过
程中，他希望四川相关管理部门，能将之列入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 在政策和机制上给予
充分保证。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专业研究者， 他特
别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地方路径”。 早
在 2020 年 11 月 9 日， 在 2020 年四川省中青
年作家高研班上，他就以“发现地方和自我发
现———现代中国文学的地方意识” 为主题进
行了授课。 他剖析了李劼人的“成都路径”，
老舍的“北平路径”，张爱玲的“上海路径”，
认为作家应该多深入自己所处的地理， 感受
真实的周边生活细节，挖掘文学上的“地方”
路径，形成自己的写作沃土，“发现地方，就是
发现自我。写地方就是写世界。写自我就是写
民族。 ”

（卓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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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四川省“两会”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