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川领军作家名单出炉
近日，省作协办公室发布公告，2023 年度四

川领军作家名单出炉。 他们分别是：阿来、裘山
山、罗伟章、梁平、龚学敏、蒋蓝、谭楷、杨红樱、袁
野（爱潜水的乌贼）、张勇、谢云宁。

省作协根据《四川省作家协会关于实施“十
百千”文学人才工程的意见（试行）》，结合我省
作家年度创作成果及作品影响力等因素，经省作
协各文学专门委员会讨论， 从文学创作各门类

（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儿童文学、网络文
学、影视文学、科幻文学）推选出 2023 年度四川
领军作家。 2023年度四川领军作家名单经省作
协主席办公会审议、党组会审定，对外公布。

省作协 2023年新会员培训班在蓉开班
11 月 15 日，省作协 2023 年新会员培训班

在成都开班。 四川省作协二级巡视员罗勇，副
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彭飞龙出席开班仪式。 省
作协 70 余名新会员参加此次培训。 开班仪式
由省作协创联部副主任史向武主持。

开班仪式后，四川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
主席侯志明以《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传承和
书写》为题，为此次培训班的学员们讲授第一
堂课。侯志明首先从“两个结合”以及伟大的民
族精神和建党精神出发， 深入分析了为什么说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文

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随后，他带领学员们
梳理了传统文化的发展脉络， 深入了解文化发
展渊源，感悟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接着，他从
中华文明、中华文化的起源和特质出发，讲述中
华文化基因是一个完整的发展着的充满强大活
力的理论体系， 并指出作家们要做好文化的传
承书写， 持续地深入探索与铸就中华文化新辉
煌；然后，侯志明从四川文学目前存在的突出问
题、具体表现深入剖析原因，并结合省作协的实
际工作给出对策建议， 他认为作家们只有坚定
文化自信才能推动新时代四川文学高质量发

展。 最后，侯志明指出，作家要有咬文嚼字的严
谨，并且要博览群书阅读经典、开阔视野、站位
高远，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

此次培训班， 还邀请了省委宣传部副部
长、 省电影局局长张伟， 省作协副主席、《星
星》 诗刊杂志社社长龚学敏， 省作协副主席、
《四川文学》杂志社社长罗伟章，省作协副主
席蒋蓝，四川文艺出版社总编辑张庆宁，四川
人民出版社编辑王其进分别从宣传思想文化、
文学创作、 作品编辑出版等方面为学员们授
课。 （梁曌）

以工业题材文学创作为牵引 铸就恢宏时代画卷
———我眼中的新时代·全国文学名家笔会暨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攀枝花召开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
习近平总书记来川视察重要指示精神，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和移风易俗工作落
实，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省作协党组书记、 常务副主席侯志明一
行 5 人， 于 11 月 8 日走进对口帮扶的越
西县板桥镇瓦岩村， 组织习近平文化思
想宣讲，看望驻村帮扶干部、村干部及村
民代表，开展移风易俗工作调研，向村民
送去了节日问候。

侯志明同志一行先后来到了巴卡拉
且、吉石古一、海来尔者等村民代表家中
探望， 并将移风易俗物资送到他们手中。
在与新任板桥镇党委书记海秀花等镇村
干部交流时，侯志明强调，要在彝族年前
将省作协捐赠的移风易俗物资全部送到
村民手中；要强化移风易俗示范户带动作
用、瓦岩新风超市引领作用，进一步巩固

瓦岩村美丽乡村建设成果；要推动“书香
瓦岩学堂”提档升级，开展更多形式多样、
富有意义的活动， 让文学文化浸润瓦岩；
要协调相关部门， 尽快配齐驻村帮扶力
量，推动驻村工作队更好发挥作用。

为让瓦岩村以崭新面貌过彝族年，
省作协组织干部职工、下属学（协）会捐
款近 5 万元，购买桌、凳、盆、碗、筷等移
风易俗物资，及时运送到瓦岩村，对常住
村民 158 户 787 人实现了全覆盖。

调研组一行还实地查看了村党支部
主题教育、“三会一课”等开展情况与提
升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水平； 和镇村干部
交流探讨“党建 + 一揽子包干”工作的
经验做法，巩固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成效；
与驻村第一书记交心谈心， 了解工作情
况和思想动态。

（卓讯）

11 月 27 日至 11 月 30 日，“我眼中的新时
代” 采风团在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
志明带领下赴攀枝花进行实地考察采风，近距
离、多视角感受攀枝花市工业发展、乡村振兴、
民族文化，以及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实
践，为文学创作激发灵感、汲取养分。 攀枝花市
委书记张正红会见了采风团一行并介绍了攀
枝花的情况。

11 月 27 日， 侯志明一行到攀枝花市作协
调研文学工作。 在了解攀枝花市作协相关情况
后，侯志明对攀枝花市作协工作和文学事业发
展寄予厚望。 他希望，攀枝花市作协抓住机遇、
迎接挑战，充分利用好、挖掘好攀枝花的特色
文学资源，以大工业题材为突破口，以共同富
裕试验区建设作为文学发展的新机遇， 出作
家、出人才，以文学的不断进步为文化强市、强
省，做出攀枝花文学新贡献。

在为期 4 天的行程中， 采风团一行还先
后去到了攀钢 （集团） 有限公司轨梁厂、攀
枝花中国三线建设博物馆等地， 深入了解攀
枝花开发建设历程以及三线建设者们的卓
越贡献。 采风团一行还实地考察了东华山山
地体育公园、 盐边县红格镇昔格达村、 米易
县新山傈僳族乡、米易县撒莲镇青松林农业
主题公园等， 了解当地产业发展、 文化建设

等情况。 本次采风活动共有全国及省内文学
名家 20 余人参加， 通过实地采风的形式，引
导作家们到基层和群众中去汲取创作营养，
进一步激发广大文学作家的创作灵感， 在畅
游攀枝花的过程中感受攀枝花 、 读懂攀枝
花、认可攀枝花，用文字记录攀枝花的美好，
用心灵感受这片土地的韵味， 创作更多符合
新时代要求，有筋骨、有情怀、有内涵、有温

度的优秀作品。
此外，“我眼中的新时代” 文学采风创作

活动还走进了德阳、广元、绵阳、广安、宜宾等
地。 作家们通过行走、采访、座谈等形式，深入
省内基层一线、经济生产现场、文化小镇、历史
名城，感受时代脉搏，为书写现代化四川积累
素材、获取灵感，助推四川文学高质量发展。

（川作）

“我眼中的新时代”文学采风系列活动举行
侯志明带队省内外作家到攀枝花调研并采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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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明一行赴板桥镇瓦岩村调研

11 月 28 日上午， 由中共四川省委宣传
部、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的“我眼中的新时
代·全国文学名家笔会暨攀枝花文学发展
和工业题材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攀枝花市召
开，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出
席会议并讲话，攀枝花市委常委、宣传部部
长江海出席会议并致辞。 《民族文学》杂志
社副主编陈亚军， 省作协副主席、《星星诗
刊》杂志社社长龚学敏，省作协副主席伍立
杨等名家名编及攀枝花市文学工作者共 70
余人参加会议。 省作协二级巡视员罗勇主持
会议。

侯志明指出，工业题材文学是中国当代

文学的重要类型，对工业文化传播推广、创
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他肯定了攀枝花市
文学界在工业题材文学创作方面取得的成
绩，鼓励攀枝花市要继续抓住机遇、迎接挑
战，充分利用好、挖掘好攀枝花的特色文学
资源， 以大工业题材为突破口以共同富裕
试验区建设作为文学发展的新机遇， 努力
创作出反映当代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领
域的文学作品， 挖掘新时代工业文学的命
题和内涵。 他强调，要以攀枝花文学发展为
起点， 积极探索四川文学创作现代化发展
的道路，以优秀的作家和文学作品，加强文
化强市、强省的建设，推动文学创作与时代

发展同频共振。
江海对侯志明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他希望以这次研讨会为契机，共商新时代攀枝
花文学事业发展大计，为攀枝花文学如何与时
代发展同频共振积累经验、瞄准方向、找准支
点，努力创作一批有筋骨、有情怀、有内涵、有
温度的优秀文艺作品，讲好攀枝花故事、传播
好攀枝花声音、塑造好攀枝花形象，推动攀枝
花市文学事业高质量发展。

会上，来自全国各地出版界、评论界、文
学界的专家围绕攀枝花文学发展和工业题材
文学创作进行了研讨发言。

（薛琪舰）

11 月 7 日，“繁荣生态文学、 弘扬生态文
化、讲好美丽中国四川故事”座谈会暨第三届
“双城绿动话发展、 川渝作家环保行”（稻城
行）启动仪式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
党组书记、厅长钟承林宣布采风活动启动并授
旗。 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讲
话并作为作家采风团团长接旗，四川省文联党
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邹瑾，中国作协社联部主

任李晓东，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二级巡视员王兴
成和稻城县有关负责同志出席。

阿来从自身多年来开展生态文学调研和
创作的经历出发，结合古今中外生态自然的文
学创作等，深刻阐述了人与自然的关系，解读
了生态文学发展的脉络。 他认为，提倡生态文
学体现了当下人们的思想自觉、文化自信。 生
态文学创作为作家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

作家应当深入生活、深入人民、深入伟大实践
的火热第一线， 深度挖掘自然之美美在何处，
关注地方兼顾发展与保护的新做法、 新经验，
使当地老百姓从保护中得到发展红利。

此次稻城行活动为期 5 天，川渝地区知名
作家走进甘孜州稻城县，深度考察了解稻城生
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传播生态文
明理念，以文学作品助力美丽四川建设。

双城绿动话发展 川渝作家环保行启动仪式在蓉举行
阿来讲话并作为作家采风团团长接旗

11 月 6 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
石河子市党委常委、副师长、宣传部部
长、一级巡视员魏凤云一行人到省作协
考察交流。 双方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总书记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
示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进一步加强《星星》诗刊社与《绿风》
诗刊社交往交流合作进行了深切交流。
省作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侯志明主
持会议。

会上，魏凤云简要介绍了石河子市地
理位置及基本情况，详细传达了今年中国
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张宏
森率调研组到兵团八师石河子市调研的
讲话精神， 张宏森书记希望 《绿风》与

《诗刊》《星星》这“三驾马车”能紧密形
成合力，开一代诗风，推动新时代诗歌向
前发展。 此次拜访也是希望邀请《星星》
等国内知名诗刊社编辑和诗人于 2024年
相聚石河子，开展以“艾青诗歌精神在新
时代的意义”为主题的研讨交流活动。

侯志明感谢魏凤云常委的邀请，并介
绍了省作协、《星星》 诗刊的工作情况及
成都市的人文风情。同时对石河子市作协
的工作大为赞赏，对其取得的成绩表示祝
贺，希望能向石河子市作协多多学习。 侯
志明表示，《星星》诗刊愿与《绿风》诗刊
一起与时俱进， 书写更多属于人民的诗
作，共同为完成文化强国的使命任务集聚
动力。 （作讯）

省作协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加强文学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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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8 日上午，由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办、四川省作家协
会创作研究室和《阿来研究》辑刊共同承办的“阿来《西高
地行记》研讨会”在成都举行，由此正式拉开了 2023 年度四
川领军作家研讨和精品助推工程的帷幕。

中国作协副主席、四川省作协主席阿来，四川省作协党
组成员、机关党委书记李铁出席。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教授、《阿来研究》主编陈思广，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中
南民族大学教授李长中，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唐小
林，四川师范大学教授谭光辉，绵阳师范学院教授冯源，四川
大学教授高树博，四川大学博士袁佳慧、朱意等围绕《西高地
行记》展开了讨论，系统研究和阐发了阿来散文创作的艺术
特色。 研讨会由省作协创研室副主任杨献平主持。

《西高地行记》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推出，是阿来的
最新散文集，收录了《故乡春天记》《嘉绒记》《贡嘎山记》
《平武记》《玉树记》《果洛记》《山南记》《武威记》《丽江
记》九篇长散文。与会专家从多个角度对《西高地行记》进行
讨论，他们认为阿来的写作，绝非一般意义上的生态散文和
概念化的非虚构写作，阿来的散文在博物学、风物学、文化学
等方面已经突破了纯文学的范畴， 对散文文体作了更多可
能、多元维度的探索和实践。 在语言本体、形式结构、思想意
境上的构建，完全可以媲美阿来的小说作品。

研讨会最后，阿来分享了他的创作经历，讲述了自己攀
行于雪山高原的过程。“我去往河西走廊、敦煌、丽江等等，它
们都是古往今来不同民族不断迁徙、不断交融，发生很多故
事的地方。”在阿来眼中，西高地是个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
性非常丰富的地方，而他的目标不光是“走”，他将行走与读
书结合在一起，某种程度上，《西高地行记》不只是一个文学
作品，更是他通过行走与读书两相结合之后得到的，关于自
然、人文、历史、现实的种种启发和教益。 （晨絮）

《收获》阿来“万物生”专栏分享会在蓉举行
11 月 25 日

下午，以“雨滴与
露水硕大， 生命
的图谱宽广”为
主题 的 “万 物
生” 栏目分享会
在 阿 来 书 房 举
行。 中国作协副
主席、 四川省作
协主席阿来，《收
获》文学杂志主编程永新，中国科学院成
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印开蒲，在《收获》
杂志副主编谢锦的主持下， 一起分享自
然之美与文学创作的紧密联系。

2022 年《收获》杂志与作家阿来共
同策划和开启了 “万物生” 散文专栏。
该专栏旨在以游记散文形式， 展现中国
西北高地多姿多彩的山川河流、 万物生
灵和深厚独特的人文景观。 截至目前，
“万物生”专栏已经收录、发表了阿来 8

篇游记散文佳作：《再访米仓山三记》
《莫格德哇行记》《四姑娘山行记》《扎
谿卡记》《蔷薇科的两个春天》《大凉山
中访杜鹃》《炉霍记》《稻城亚丁行
记》。 在这些文章里，阿来以灵动细致的
笔触， 深情记录下那些自由顽强地生活
在高原雪域上的、 无处不在的动物、植
物，从米仓山到贡嘎山，从金沙江到卓玛
拉措，万类霜天竞自由，勃发出令人敬仰
的生命礼赞。 （川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