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月 4 日， 省作协 2023 年度少数民族作
家作品专题研讨会在西昌举行。 中国作家协会
创联部主任彭学明，《民族文学》 杂志主编石
一宁，省作协二级巡视员罗勇，中共凉山州委
常委、宣传部长黄玉超，中共凉山州委宣传部
副部长、州精神文明办主任李小雄，凉山州文
联党组书记、主席苏彬，凉山州文联党组成员、
副主席罗体古，省作协副主席、凉山州作协常
务副主席巴久乌嘎出席会议。 研讨会由省作协
创研室副主任杨献平主持。

罗勇表示， 本次研讨会是省作协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民

族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扎实推动新时代四川
少数民族文学事业的具体举措，希望各位专家
运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
和鉴赏作品， 充分发挥文学评论引导创作、推
出精品、提高审美、引领风尚的作用；希望被研
讨的五位作家虚心听取专家的意见，用于指导
今后的文学创作、不断超越自我，为新时代四
川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贡献。

近年来，四川少数民族老中青三代作家扎
根生活、扎根人民，奉献了许多精品佳作。四川
少数民族文学不断繁荣，形成了“各美其美、
美美与共”的文学生态。 会上，彭学明、石一

宁、尹汉胤、肖惊鸿、次仁罗布、潘灵、包倬、贺
颖、唐小林、巴久乌嘎、杨献平等专家、作家、评
论家就尹向东的短篇小说集 《河流的方向》、
羌人六的散文集《绿皮火车》、英布草心的儿
童长篇小说《木七下山》、加拉巫沙的散文集
《燕麦在上》、阿苏越尔的诗集《野时光》五位
作家作品，从艺术性、文学性、民族性等多个方
面展开了讨论，充分肯定了五位作家近年来在
文学创作上取得的成绩，同时也真诚地提出了
中肯的意见和建议，期待五位作家把个人的体
验和国家、时代的发展结合起来，创作出更多
无愧于时代的精品。 （研闻）

2023年度少数民族作家作品专题研讨会在西昌举行

11 月 21 日晚，2023·第七届
成都国际诗歌周在蓉盛大开幕。
第七届成都国际诗歌周以“世界
的词根： 历史文脉与当代华章”
为主题展开交流和互动。 中国作
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在
开幕式上作了题为“诗歌将永远
与我们同行”的主题致辞。 他表
示，诗与这座城市形成的互文关
系，为我们亲近或感知这座城市
提供了桥梁。 成都在这里，诗歌
就在这里。 吉狄马加动情地说
道，“成都，一座名副其实的诗歌
之城，我们将与它同行，就像我
们的前行者一样，李白在这里走
过，杜甫在这里走过，我梦的另
一个自我在这里走过，他者想象
的未知来过这里。 ”

“成都国际诗歌周”着力打
造成为重要的城市文化名片，成
为建设世界文化名城的重要举
措，为成都全面建设践行新发展
理念的公园城市示范区，奋力打
造中国西部具有全球影响力和
美誉度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提
供文化软实力。 （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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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 日，四川省 2023 年网络作家作品
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此次研讨会由四川省作
协网络文学中心，四川省作协创作研究室共
同主办。 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张颖出席会
议并讲话。 会议由四川省作协网络文学中心
主任杨华主持。

张颖在讲话中指出，网路文学创作具有
自己的发展规律，我们要坚持网络文学多样
性、多元化发展，同时我们也必须加强网络
文学的研究工作。 对于我省网络文学创作和
研究，张颖希望，网络作家紧跟形势，创新发
展，推动网络文学创作再创辉煌；同时还要

学习传统， 致敬经典， 促进网络文学健康发
展。 他希望专家学者密切关注网络作家及作
品，共同成长，确保网络文学评论不缺位，将
四川的网络文学评论工作推上一个新台阶。

近年来， 越来越多的四川网络作家走向
现实、科幻题材的广阔天地，紧扣时代脉搏，
将触角延伸向宽广鲜活的生活现场。 此次研
讨会的研讨作品涵盖了现实主义、科幻网文、
影视改编三大热门题材，主要围绕五志、火中
物、伯百川三位网络作家的《大疫大医》《千
年回溯》《复活帝国》《婚事》等作品进行了
深入细致的探讨与交流。 （欣闻）

四川省 2023年网络作家作品研讨会在成都召开

近期，省作协坚定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统
揽，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讲好四川故事
传播好四川声音，奋力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巴蜀新篇章。 省作协推出了 2023 年度重点精
品助推工程系列活动，集中展现四川作家深入
生活、扎根人民创作出的富有时代特色，开拓
现实疆域、探掘人性情怀的文学佳作。

继 11 月 28 日举办阿来《西高地行记》研
讨会之后，12 月 3 日， 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
办，《当代文坛》 杂志社承办的龚静染长篇小
说《斑鸠落地》研讨会、杨献平散文集《故乡
慢慢明亮》研讨会在蓉举行。

龚静染长篇小说《斑鸠落地》研讨会由四
川省作协副主席伍立杨主持。 《长篇小说选
刊》主编宋嵩，重庆出版集团科技分社社长、
总编辑吴向阳， 四川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蒋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向以鲜、《青年作

家》副主编卢一萍、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术
学院教授周冰、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谭光
辉、星星诗刊副主编童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所研究员艾莲、 成都锦城学院教授谢天
开、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周珉佳逐一
点评，从小说创作风格、作品历史背景、人事塑
造、故事叙事、时代主题、四川盐业的发展历
史、 小说的地方性与通达中国的关联等多方
面、多角度探讨了小说的主题与立意，展现小
说作品的时代性与深刻性。 龚静染的新作《斑
鸠落地》 以民国抗战时期盐业督办缪剑霜在
茶馆听老人讲述怀家三代盐商怀荣三、 怀穆
春、怀如望的创业、守业、再创业的传奇故事为
线索，再现了恢宏的历史画卷，表现了四川井
盐工业发展的艰辛历程。

杨献平散文集《故乡慢慢明亮》研讨会由
省作协副主席蒋蓝主持。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国际传播学院教授李林荣、北京大学中文系副
教授丛治辰、 四川文艺评论家协会秘书长白
浩、四川文学文新学院教授唐小林、成都大学
文新学院教授罗文军、西南科技大学文学与艺
术学院教授张德明、绵阳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冯源、西华大学文新学院教授王学东，以及资
深媒体人、作家李银昭，出版人、作家庞惊涛，
作家张生全、王甜等人，通过线上、线下结合方
式，对杨献平的散文创作特色、文学地理、故乡
写作等课题进行了多角度研讨和分析。 在《故
乡慢慢明亮》一书中，杨献平对太行山区乡野
的人文历史、风物风情、乡村传统等进行了深
入细致的田野调查，在对乡村生存经验和生命
情态的精准描摹和深刻思辨中，试图重建散文
写作和时代现实的关联，同时引发读者对中国
乡村现代化进程历史经验的反思和内省。

（梁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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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作协力抓重点精品工程 助推四川文学高质量发展

10 月 31 日， 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 2023
年新会员培训班在巴金纪念馆举办。 省作协
党组副书记张颖出席开班仪式并讲话。 开班
仪式由省作协网络文学中心主任、省网络作
协常务副主席杨华主持。 省网络作协 42 名
新会员参加此次培训。

张颖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文化思想既
有文化理论观点上的创新和突破，又有文化
工作布局上的部署和要求，明体达用、体用
贯通，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
务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
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
器和科学行动指南。 他希望网络作家志存高
远，主动担起责任，坚定文化自信，将自己的

观察、思考和创作自觉地融入时代发展的大
势之中，坚持守正创新，推动新时代网络文
学高质量发展。

开班仪式后，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侯志明为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们讲授第
一堂课。 为办好本次培训班，四川省作协网
络文学中心、四川省网络作协结合网络作家
文学群体实际情况，还邀请了茅盾文学奖得
主、新疆作协主席刘亮程，中国作家协会网
络文学中心程天翔、 四川省委网信办郑伟
强、 咪咕阅读新媒体业务负责人李彦之，四
川省网络作协副主席月斜影清等为学员们
授课，与学员们对话交流。

（梁曌）

四川省网络作家协会举办新会员培训班

11月 16 日，以“双城记·世园绘”为主题
的第三届成渝文学交流活动在成都东部新
区举行。 来自重庆、成都两地的作家代表探
寻诗意、畅谈文学，重温了成渝两地文学交
流的渊源，对两地共同培育青年作家队伍进
行了展望，以文化交流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建设。

座谈会上，两地作家还共同为成都东部新区
即将整理出版的《东区文脉》一书的写作要
点、体例文风等出谋划策，提出了建设性意
见。 座谈会结束后，两地作家们在东部新区
三岔湖、丹景台等地实地采访，并前往 2024
成都世界园艺博览会现场进行调研。

（川讯）

第三届成渝文学交流活动在成都东部新区举行

11 月 9 日晚，2023 马尔康·第五届阿来
诗歌节原创诗歌大赛颁奖典礼以“献礼建州
七十年·诗咏幸福马尔康” 为主题在马尔康
市举行。 来自广东的诗人严明以一首《马尔
康，天空有古道》获得一等奖，大赛还评选出
了二等奖 3 名，三等奖 5 名，优秀奖 20 名。

此届“阿来诗歌节”原创诗歌大赛历时
三个月，吸引了全国 743 名诗歌爱好者踊跃

投稿。 这些参赛作品以精湛的语句、丰富的
情感全方位展现了阿坝州成立 70 年来，阿
坝经济社会的迅猛发展、自然生态的和谐多
样、人文历史的传承保护。自 2019 年至今，马
尔康市已成功举办了五届“阿来诗歌节”原
创诗歌大赛。 阿来诗歌节已成为马尔康的特
色文旅品牌。

（欣闻）

第五届阿来诗歌节原创诗歌大赛颁奖典礼
在马尔康举行

11 月 10 日，第十届《中国
作家》剑门关文学奖、第五届剑
门蜀道诗歌大会“天险蜀道 雄
关剑门” 诗歌大赛奖、 文学之
乡———广元诗词大赛奖三大奖
项的颁奖仪式在剑门关举行。
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张颖，
《中国作家》副主编付秀莹，四
川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刊
主编龚学敏， 重庆市作协副主
席李元胜，广元市委常委、宣传
部部长袁敏， 广元市政府副市
长伍荣华等出席活动。 来自全
国各地的知名作家、 诗人和文
学爱好者近百名齐聚剑门蜀
道，共叙诗词佳作，共话蜀道文
化发展新成就。

章泥的小说 《予君一片
叶》和杨晓东的散文集《山乡
隐味》分别获得第十届《中国
作家》剑门关文学奖一等奖；安
徽阜阳诗人马莹莹 《广元的明
月照彻唐诗里的剑门》（组诗）
获得第五届剑门蜀道诗歌大会
“天险蜀道 雄关剑门”诗歌大
赛奖一等奖； 江西瑞金诗人钟
宇《登剑门关（古风）》获得文
学之乡———广元诗词大赛奖一
等奖。 （广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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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星星》诗刊社推出“星星人
书系”，共 5 部文集、6 部诗集。 作者有
白航、石天河、叶延滨、杨牧、张新泉、刘
滨、鄢家发、孙建军、李自国、靳晓静、萧
融。他们是一群为《星星》诗刊操劳一生
的老编辑、老诗人，这个书系是他们的心
力之作，表达了他们对《星星》、对诗歌
的传承与守护， 是一颗颗蛰伏在苍穹的
星星从幕后走向台前， 在新时代的聚光

灯下发出属于自己的声音。
这 11 部书稿，有诗歌，有随笔，有散

文，有评论，内容丰富翔实、风格精彩纷
呈。有对当代诗歌的纵横捭阖，有对诗人
群体的评点剖析， 有对诗歌现象的候诊
把脉，这些不同年代诗人的诗文专著，为
《星星》诗刊、为中国诗坛留下宝贵而极
富收藏价值的新诗档案和文献资料。

（星闻）

《星星》诗刊社推出“星星人书系”

近日， 第三十五届陈伯吹国际儿童
文学奖颁奖仪式在上海举行， 各项大奖
正式揭晓。儿童文学作家、四川省作家协
会儿童文学委员会委员廖小琴荣获“华
语新人奖”。 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

（CICLA）以“东方安徒生”陈伯吹的名
字命名，前身是设立于 1981 年的“陈伯
吹儿童文学奖”。 颁奖仪式上，还颁发了
“最佳文字奖”“最佳绘本奖”、“杰出作
家奖”“特别贡献奖”等奖项。 （黄晨旭）

廖小琴荣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华语新人奖”

为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深
入贯彻落实 《四川省民族团结进步条
例》，11 月 7 日上午， 遂宁市各民族交往
交流交融文艺作品创作基地授牌仪式在
射洪市举行。

活动现场，遂宁市委统战部副部长、
市民族宗教局局长胡亮为遂宁市各民族
交往交流交融文艺作品创作基地授牌。
射洪市作家协会主席李俊在发言中表

示，射洪市作家协会将整合市内资源，凝
聚各方力量，把该基地打造成省内领先、
全国知名的各民族“三交”文创基地；将
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引领， 加大各族作
家培养力度，筑牢文学创作基础，提升创
作水平；将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围绕脱贫
攻坚、乡村振兴、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积
极创作，讲好民族团结进步故事。

（遂宁作协）

遂宁市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艺作品创作基地挂牌

日前，“宜宾诗人走进高县暨宜宾
市作协攀登计划———诗歌老带新创作改
稿交流会”在高县落润镇举行。 此次活
动由宜宾市作家协会主办， 高县作家协
会承办。宜宾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市
新闻出版局（市版权局）局长张春林为

首批“老带新”活动辅导老师颁发了聘
书。 辅导老师汪涛、杨角、麦笛、孟松、陈
智泉、高亮现场分享了创作经验。宜宾市
作协主席杨角在总结中说， 希望宜宾诗
人重新集结、重新整队、重新出发，谱写
宜宾诗歌发展新篇章。 （宜宾作协）

宜宾市作协举办诗歌“老带新”创作改稿交流会

11月 4 日至 5 日，资中作协与重庆永
川作协联合在四川省资中县举行“走进
文化名城?传播状元文化”文学采风交
流学习活动。 采风期间，两地签订了《协
同发展协议书》。 该协议书设定了双方
合作的长效机制， 今后两地将在文学规
划、文学活动、文学创作以及文学信息资
源上，实行相互交流、互通共享，挖掘文

化资源，推动文学精品创作，助推当地经
济文化发展。

座谈会后，作家们参观了状元街、文
庙、武庙、三元塔、重龙山、状元市集、罗
泉古镇等地， 作家诗人们零距离感受了
“苌弘故里、状元之乡、山水资中”的深
厚历史底蕴和独特文化魅力。

（海清涓）

资中作协与重庆永川作协举行文学交流采风活动

近日，德阳市旌阳区作协为《芳华
旌阳》《紫陌》 两部作品举办了新书分
享会。《芳华旌阳》是 2022 年度德阳市
旌阳区文艺精品创作扶持项目，收录了
57 位作家的散文、诗歌、诗词共计 93 篇
（首）。 作家们从不同侧面着重描写旌
阳经济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城乡融合共

同富裕的时代画卷， 记录旌阳现代化建
设新成就， 刻画新时代旌阳新面貌。 德
阳市旌阳区作家协会主席万晓英的诗集
《紫陌》， 收录作者精选新诗 125 首，诗
作思想精粹， 诗意浓厚， 散发出美好的
生命气息和人间烟火味。

（李又健）

德阳市旌阳区作协举行作品分享会

近日， 儿童文学作家赖松廷的儿童
诗集《我是一只小鸟》正式出版发行。该
书所收录作品， 是作者近几年创作的精

品。作者以孩子的视角，书写他们在生活
中的所见、所闻、所思，饱含有淡淡的哲
理，浅浅的幽默和浓浓的趣味。

绵阳作家赖松廷儿童诗集《我是一只小鸟》出版

11月 17 日上午， 由成都市温江区文
联主办，温江区文化馆、温江区作协承办
的“孙建军《听风堂随笔》新书分享会”
在温江区美术馆举行。 中共成都市温江
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区文联主席杨青锋，
温江区文联专职副主席周萍出席了分享
会。成都市作协副秘书长、温江区作协主
席李永康主持分享会。

《听风堂随笔》是“星星人书系”中

的其中一本。 分享会上，孙建军与从“星
星”往事谈到中国新诗百年的变化与发
展。孙建军分享了一群人对着书稿，为一
个字怎么使用而争吵不休的画面。他说，
这正是《星星》诗刊编辑部日常工作的
场面，较真但从不会伤害到互相的感情。
因为流淌在我们彼此心间的永远是诗
意，而非恨意。

（温作）

孙建军《听风堂随笔》分享会在温江区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