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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多精品力作推动江苏文学高处再攀高 

汪兴国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江苏省第十次文代会、第九次作代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从“有高原也有高峰”“有素材也有

人才”“有个性也有规律”“有责任也有义务”四个方面，系统总结了江苏文艺的禀赋和特质，深刻阐述了江苏文

艺的使命和担当，明确提出了江苏文艺的目标和任务。谋划江苏文学事业发展，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紧扣构建

文学精品创作高地、建设文化强省的目标任务，把推动事业发展、解决短板弱项作为着力点，以更多精品力作推动

“十四五”江苏文学“高处再攀高”，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文化需求。 

壮大梯队合理的“文学苏军” 

新发展阶段江苏文学再攀新高度，需要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的奋斗打拼。我们要进一步强化文学队伍建设的整体性、战

略性，既抓创作人才这个重点，又抓评论人才、研究人才、管理人才和文学成果转化人才。畅通人才发现渠道，创新人才培养

方式，强化专业作家、特聘作家、签约作家、写作营、作家培训班、改稿会等人才培养措施，完善专业资格评定、文学评奖等

评价激励机制，认真实施“文艺名师带徒”计划和紫金文艺英才、文艺优青培养工程，确保江苏文学人才队伍的活力，把“文

学苏军”这个名号擦得更亮、叫得更响。积极引导广大作家和文学工作者涵养深厚的家国、人民和艺术情怀，培育弘扬时代精

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执着追求的艺术精神，讲“自我突破”，讲“创新创造”，讲

“精益求精”。团结引导网络作家等新文艺群体，研究把握新文艺样式的发展规律，切实做好网络文学创作的政治引领和作品

转化的服务扶持，培育更多在网络文学界有活力、有担当、有影响的网络知名作家。着力建好以《钟山》《雨花》《扬子江诗刊》

《扬子江文学评论》为龙头的江苏文学期刊阵地，为“文学苏军”的青蓝相继和薪火相传助力鼓劲。 

推出更多震撼心灵的时代力作 

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讲话中指出：“江苏从来不缺好的素材，拥有抒写时代进步史诗的丰厚土壤。”我们要大力实施文学作

品质量提升工程，不断强化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意识，进一步聚焦重大现实题材、重要时间节点、重大典型人物，建立重大主

题和现实题材创作素材库，加大文学项目的主题策划和引导扶持，努力激发广大作家的创作热情。改进“深入生活、扎根人民”

主题实践活动，提高活动实效，为作家深入生活、挂职锻炼、采访采风提供必要条件，鼓励作家在蓬勃的时代浪潮中，敏锐把

握新时代的变化、积极投身新时代的书写，提高聚焦重大题材的创作自觉，提升关注时代、研究时代、表达时代的能力。今年，

我们将通过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征文大赛、作品立项扶持、主题诗歌朗诵会、主题创作采访等系列活动，向党的百岁华

诞献礼。同时，围绕“强富美高”新江苏建设实践中生动鲜活的“抗疫故事”“创新故事”“转型故事”“开放故事”“奋斗

故事”，组织“劳动创造幸福”、民营企业发展、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等主题创作实践活动，引导广大作家以坚定的使命担当、

独特的思想洞察、真挚的艺术情感，礼赞江苏精神、记录时代巨变、讴歌先进典型，努力推出史诗性大作品、好作品。 

形成江苏文学的集成效应 

坚持“一盘棋”思想，系统谋划、科学组织文学创作、人才培养、品牌活动、项目扶持、期刊建设、评论评奖、传播转化、

文学惠民等各项文学工作，着力解决我省文学工作的短板弱项，全面推进、整体提升全省作协工作水平。加强作协系统与党政

部门和社会各界的联络协调，推动形成各级各部门协同推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文学发展新格局。加强横向融合，进一步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区域文学和行业文学的相互融合，构建“大文学”发展共同体。创新思维模式、汇聚优质资源，打通文学作

品与其他艺术门类的融通路径，积极推动文学经典向影视剧、舞台剧以及动漫、网游等多形态、全产业链的转化。坚持本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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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相结合的发展观，充分发掘、整合、利用江苏文学资源和作家资源优势，推进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和江苏文学“走出

去”。建立健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文学创作生产机制，集中力量宣传推介江苏重要文学成果，

扩大优秀文学产品传播和社会影响力。充分发挥文学评论的作用，依托地方院校建强一批江苏当代文学研究基地，筹建“江苏

网络文学评论中心”，开展对江苏文学的系统研究，通过举办文学论坛、作家作品研讨会等，扩大文学影响，形成集群效应。 

铸就具有典范意义的文学品牌 

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到 2035年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意义，深入挖掘江苏文化的多样内涵，努力铸就具有江苏风格、

中国气派的文学品牌。积极参与和举办具有全国影响力的重大文学活动，精心打造扬子江作家周、扬子江网络作家周、中国当

代文学扬子江论坛、扬子江诗会、扬子江现实题材网络文学大赛等“扬子江”系列文学品牌，努力唱响新时代的长江之歌、运

河之歌。精心办好紫金山文学奖、紫金·江苏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钟山之星”文学奖、曹文轩儿童文学奖、“长江杯”江

苏文学评论奖、扬子江诗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等各类文学奖项评选活动，进一步扩大江苏文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积极推动“江

苏文学馆”等重大文学设施和文学项目建设，尽早筹划、做好江苏文学史料档案收集整理工程的准备工作，使之成为向全国、

全世界展现江苏文学辉煌成就的重要窗口和地标性文学平台。认真思考和把握江苏文学发展“新”的着力点，立足大运河文化

带建设、长江经济带建设和生态保护、长江文化特别是江南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张謇先生的实业报国情怀等，开展文学

工作、组织文学创作、举办文学活动，打造独一无二的鲜明文化标识，扩大江苏文化和江苏文学的影响力和传播力。 

满足人民群众的高品质文化需求 

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作为文学创作和文学工作的出发点、落脚点。继续依托“雨花读者俱乐部”、

“扬子江文学驿站”、著名作家工作室等文学平台，创新实施文学惠民工程，组织好面向社会的文学公益大讲堂，持续开展各

类文学鉴赏和文学推广活动，扎实开展文学志愿服务活动，积极参与“书香江苏”“全民阅读”活动，向农村、社区、企业、

学校等赠阅文学精品图书和期刊，增强优秀文学作品推介力度，充分发挥作家和文学工作者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示范带动作用，

扩大文学精品覆盖面和辐射力。全面提升全省作协系统信息化水平，建设好江苏作家网、“江苏文学”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

台，推进江苏作家作品的全媒体传播，通过新闻报道、专题专版、微信推广等多种渠道，强化作家作品推介的主动性、有效性，

扩大江苏文学和江苏作家的知名度、影响力。进一步强化基层作协面向社会、面向基层的公共服务职能，发挥引领和促进群众

文学创作活动的作用，让文学的种子在江苏这片丰饶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