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好的题材永远都来自人民群众
参加全国两会的文化文艺领域委员纷纷表示，要扎根人民深刻反映时代巨变

“写作的人都知道， 当你写不出来的时

候， 当你感觉思维枯竭的时候， 那一定是你

没有生活了。 没有泥土味、 烟火味， 没有接

地气的人民的语言 ， 你的创作就会 ‘隔一

层’。” 5 日， 全国政协文艺界别举行联组会

议，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副

主席、 上影集团编剧王丽萍结合自身创作实

践， 以温暖而朴实的话语与在座的文艺界政

协委员们分享她 4 日下午现场聆听总书记重

要讲话的感悟。

文艺创作不能流于“作秀”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 文艺创作才有

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

身处电视剧创作一线 ， 王丽萍笔耕不

辍， 她所创作的 《媳妇的美好时代》 《双城

生活》 《生活启示录》 等作品广为人知， 其

中 《媳妇的美好时代》 是首部在非洲一些国

家热播的中国电视剧， 而 《生活启示录》 也

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和斯瓦西里语成功地 “走

出去 ”。 与各国人民的交流令她充满感慨 ：

“我很感恩这个美好的时代， 而抒写新时代，

表现当代中国老百姓的美好生活， 更是我们

的责任。”

这位 “金牌编剧” 多年的创作理念始终

是从当下现实出发， 描绘人民群众的真实生

活。 她直言： “积累和挖掘生活中的细节，

对我们来说就是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而非

浮光掠影式作秀。”

总书记要求文化文艺工作者 “用心用情

用功抒写人民、 描绘人民、 歌唱人民”， 令

王丽萍深有感触： “这是要求我们近一点、

沉下去感受人民群众的心声， 用最朴素的情

感书写百姓故事 ， 更要向未知领域不断学

习， 因为艺术创作永无止境。”

王丽萍说： “真实生活给予文艺创作源

源不断的丰富滋养， 如何把现实主义题材表

现得更踏实、 更深入， 如何观照当代生活的

闪光点 ， 如何在作品中表现真善美 、 正能

量， 则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

电视剧创作不能流于 “作秀”。 在全国

政协委员、 网络文学作家唐家三少看来， 网

络文学也应该且能够产生具有人文关怀的正

能量作品。

唐家三少创作的现实题材作品 《拥抱谎

言拥抱你 》 近日入选 “2018 年优秀网络文

学原创作品” 推优， 作品以他友人的真实经

历为蓝本， 描绘了草根创业者的奋斗历程。

“我希望以创作去更多地承担社会责任。” 从

事网文创作 15 年 ， 唐家三少愈发认识到 ，

具有社会意义和正能量情感共鸣的作品才能

长久地赢得读者的心。

唐家三少今年的 “委员作业” 也与此相

关， 他告诉记者， 他这次带来的提案之一就

是关于规范网络文学审核制度。

努力为时代画像、立传、明德

在 4 日下午政协文艺界、 社科界联组会

上第一个发言的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国家话

剧院一级导演田沁鑫，对于总书记“人民是创

作的源头活水”重要论断特别感同身受。执导

过许多大戏、 获得过许多大奖的她直言：“对

我们文艺工作者而言， 最好的题材永远来自

人民群众，最大的幸福是被人民群众认可。 ”

田沁鑫眼下正在创作一部取材于广西百

色地区脱贫攻坚真实故事的民族歌舞剧 《扶

贫路上》。 为了这部剧， 田沁鑫和主创团队

多次走进百色最偏远村落调研、 采风， 和农

民面对面谈心 ， 跟着第一书记挨家挨户走

访， “亲眼看到的脱贫成果让我们振奋， 那

些默默奋战在扶贫一线的基层党员干部带给

我最真实的鼓舞。 创作的过程就是一次向人

民学习、 被人民感动的过程。”

“什么是这个伟大时代需要的精品？ 就

是要像总书记倡导的那样———深刻反映我们

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

精神图谱， 为时代画像、 为时代立传、 为时

代明德。” 结合创作实践， 总书记重要讲话

令全国政协委员、 上海沪剧艺术传习所 （上

海沪剧院） 院长茅善玉备受鼓舞。

作为上海特有的剧种， 沪剧基因中就带

有现实主义传统， 无论在哪个年代， 它都对

生活有着敏感而迅速的反应 。 上海沪剧院

以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为原型创作

大型沪剧 《敦煌女儿 》 去年首演以来备受

赞誉 ， 背后则是团队近十年甘苦自知的精

心打磨。

“和平年代的英雄就是一生做好一件

事， 樊锦诗院长就是新时代的英雄。 而我们

在创作和演绎的过程中， 内心也得到了一次

次荡涤。” 茅善玉说， 这种力量能够激励创

作者克服一切困难， 讴歌这个时代的英雄，

讴歌这个时代的真善美。

（本报北京 3 月 5 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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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描绘人民歌唱人民

总书记要求文化文艺工作者 “用心用情用功抒写人民、 描绘人民、

歌唱人民”， 令文艺界委员深有感触：“这是要求我们近一点、 沉下去感
受人民群众的心声， 用最朴素的情感书写百姓故事， 更要向未知领域
不断学习， 因为艺术创作永无止境”

把握时代脉搏，牢记以人民为中心
文艺界社科界人士纷纷表示，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指明前进方向

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要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 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 要坚持用明

德引领风尚。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

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术界、 社会科学界委员

时的重要讲话引起强烈反响， 让文艺界社科

界人士倍感振奋。 在采访中他们不约而同地

表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文艺

创作、 学术创新拥有无比广阔的空间， 总书

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指明了前行方向， 让文学

家、 艺术家、 理论家鼓足干劲信心满怀。

把中国精神、 中国价
值、中国力量阐释好

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不能没有灵魂。 文

化文艺工作、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就属于培根

铸魂的工作。

上海市社联专职副主席任小文在学习了

总书记讲话后深觉荣誉感 、 使命感 、 紧迫

感。 他说， 荣誉感源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的身份认同， “我们生逢盛世， 正从事的工

作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 总书

记的话是我们工作的任务书、 路线图， 令人

振奋、 催人奋进。” 他注意到， 哲学社会科

学工作具有 “培根铸魂” 的重要意义， “我

们的使命就是要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勇于回

答时代课题， 加快推进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建设。”

上海拥有较雄厚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力

量， 上海又是改革开放排头兵。 任小文说，

这更加深了上海相关研究人员的紧迫感 ，

“我们要更为主动积极地到实地调查研究 ，

结合上海发展实践， 深刻解读新中国 70 年

历史性变革中所蕴藏的内在逻辑， 讲清楚历

史性成就背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理

论、 制度、 文化优势， 更好用中国理论解读

中国实践， 为党和人民继续前进提供强大精

神激励。”

全国政协委员、 中央民族乐团党委书记

席强表示， 总书记的讲话既是对现场委员的

一次谆谆教诲， 也是对全国文化文艺工作者

和哲学社科工作者未来努力方向的一次指

引。 他说：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 以人民为

中心 。 这是当下所有文艺工作者的创作准

则。 首先要搞清楚为谁创作， 为谁立言的问

题。”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

中央民族乐团将于 9 月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三

台演出， 献礼共和国 70 华诞。 除了 《美丽

中华》 和 《国乐辉煌》 外， 另一台为新创节

目， 是通过帮扶四川省藏羌彝地区民间音乐

传承保护发展而创作的一台民族音乐会 。

“这三台重要演出是中央民族乐团回答时代

课题的一次集中呈现， 是我们对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守正创新的一次新作为， 我们将努力

通过作品把中国精神、 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

阐释好， 以精品奉献人民。”

为人民创作， 始终把
人民放在心里

人民是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

创作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

全国政协委员、 江苏省作协主席范小青

备受鼓舞， 她认为要做好培根铸魂的工作，

就必须践行总书记的要求， 走进实践深处，

观照人民生活， 表达人民心声， 用心用情用

功抒写人民、 描绘人民、 歌唱人民。

“要出精品力作， 就要植根生活观照现

实， 当代中国人民的精彩生活给文学创作提

供极为丰富的源泉， 等着文学去书写、 去描

绘； 要出精品力作， 文艺家要耐得住寂寞，

不求速成， 要有出大作品的决心、 信心和耐

心。” 范小青说， “我的写作从最初到现在，

基本都是城市现实题材， 绝大部分的作品都

是来自生活。” 城市建设是城市书写绕不开

的重要话题和题材， 大到城市格局的变化，

小到一户一家的喜怒哀乐， 都可以成为作家

文学仓库里真实、 鲜活、 丰满的积累。 范小

青告诉记者 ， 要回答 “为谁创作 、 为谁立

言” 的问题， 作家艺术家就一定要同人民在

一起 ， 身处沸腾的生活之中 ， 不能蜻蜓点

水， 更不能站在一边观看。

全国政协委员 、 中国作协网络文学委

员会主任陈崎嵘表示 ： “‘键盘生风云 ’ ，

网络作家同样不能忘记自己肩负的责任 。”

必须牢记总书记的要求， 承担记录新时代、

书写新时代 、讴歌新时代的使命 ，勇于回答

时代课题，从当代中国的伟大创造中发现创

作的主题 、捕捉创新的灵感 ，深刻反映我们

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

精神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

明德。

经过 20 年发展， 网络文学用户规模超

四亿， 成为一道亮丽风景， 并探索出一条中

国文学与市场接轨、 与高科技融合的发展路

子。 陈崎嵘说： “现实题材创作领域不断拓

宽， 优秀的网络文学作品已具备与传统文学

精品相媲美的可能性。”

（上接第一版）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

体经济活力不断释放； 深入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创新能力和效率进一步提升；加

大改革开放力度，发展动力继续增强；统筹

城乡区域发展，良性互动格局加快形成；坚

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改革发展成

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 推进法治政

府建设和治理创新，保持社会和谐稳定。

李克强指出，思危方能居安。 在充分

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清醒看到我国发展面

临的问题和挑战。 我们一定要直面问题和

挑战，勇于担当，恪尽职守，竭尽全力做好

工作，决不辜负人民期待。

李克强说，2019 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

要预期目标是 ：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

6.5%；城镇新增就业 1100 万人以上，城镇

调查失业率 5.5%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

4.5%以内；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左右；国

际收支基本平衡 ，进出口稳中提质 ；宏观

杠杆率基本稳定 ， 金融财政风险有效防

控；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1000 万以上，居民

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生态环境

进一步改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

3%左右，主要污染物排放量继续下降。

李克强在报告中提出， 做好 2019 年

政府工作 ，要注重把握好以下关系 ：一要

统筹好国内与国际的关系，凝心聚力办好

自己的事；二要平衡好稳增长与防风险的

关系 ，确保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三要处理

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依靠改革开放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

李克强说，2019 年要突出重点、 把握

关键，扎实做好十项工作：一是继续创新和

完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着力优化营商环

境；三是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

能；四是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持续释放

内需潜力； 五是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任

务，扎实推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六是促

进区域协调发展，提高新型城镇化质量；七

是加强污染防治和生态建设， 大力推动绿

色发展；八是深化重点领域改革，加快完善

市场机制；九是推动全方位对外开放，培育

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 十是加快发

展社会事业，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

李克强还就加强政府自身建设 ，民

族、宗教和侨务工作，国防和军队建设，香

港 、澳门发展和两岸关系 ，以及我国外交

政策作了阐述。

根据会议议程，大会审查国务院关于

201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况与201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

的报告及2019年计划草案、2018年中央和

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9年中央和地方预

算草案的报告及2019年全国预算草案。

在主席台就座的还有：丁薛祥、刘鹤、

许其亮、孙春兰、李希、李强、李鸿忠、杨洁

篪 、杨晓渡 、张又侠 、陈希 、陈全国 、陈敏

尔、胡春华、郭声琨 、黄坤明 、蔡奇 、尤权 、

魏凤和、王勇 、王毅 、肖捷 、赵克志 、周强 、

张军、张庆黎、刘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

董建华、万钢、何厚铧、卢展工、王正伟、马

飚、陈晓光、梁振英、夏宝龙、杨传堂、李斌、

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苏辉、郑建邦、辜

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云龙，以及中

央军委委员李作成、苗华、张升民等。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崔世安列席会

议并在主席台就座。

出席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政

协委员列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解放军有

关单位、各人民团体有关负责人列席或旁

听了大会。

各国驻华使节旁听了大会。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文艺界社科界人士倍感振奋。 他们不约而同
地表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 文艺创作、 学术创新拥有无
比广阔的空间，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指明了前行方向， 让文学家、

艺术家、 理论家鼓足干劲信心满怀

■本报特派记者 周渊

■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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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于担当恪尽职守 决不辜负人民期待

昨天，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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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是基础， 文化是

灵魂。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不能没有灵魂。

习近平总书记 3 月 4

日下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的文化艺

术界、社会科学界委员，参

加联组会。他强调，新时代

呼唤着杰出的文学家 、艺

术家、理论家。

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

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 ，

从事的都是精神文化层面

的生产。 而高质量的文化

供给， 是满足人民美好生

活向往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时代发展所需。

打开荧屏， 和一些胡

编乱造、歪曲历史的“宫斗

剧”形成对比，去年出品的

《大江大河》《那些年，我们

正年轻》《黄土高天》 等一

批电视剧之所以收视与口

碑表现皆不俗， 就是因为

时代性的嵌入， 让观众有

共鸣。改革开放 40 年的波

澜壮阔， 个人奋斗融入国

家命运的青春史诗， 踏着

改革节拍奔小康的获得感

和成就感， 正如一位业内

人士所言， 普通人的平凡

梦想， 往往与时代风云热

烈交织。

仔细想想， 无论是电

视剧、电影、小说等文艺作

品， 还是文史哲社等学术

作品， 任何一件作品要称

得上 “精品力作 ”，并进而

历经时间的洗刷，进入“经

典” 行列、 成为伟大的作

品， 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

就是时代性。

所以， 对当下的文化

文艺工作者和哲社工作者

来说，虽然术业各有专攻，

但是“专攻”的背后应有一

个共同的指向， 那就是与

时代同步伐。步入新时代，

文艺创作、 学术创新拥有

无比广阔的空间， 而真正

的精品，都应“深刻反映我

们这个时代的历史巨变 ，

描绘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

图谱，为时代画像、为时代

立传、为时代明德”。

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

俗。中国有五千年的灿烂文

明，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已

经熔铸为中华民族特有的

精神标识。 所以，中国学术

所特有的学脉理路和话语

体系，从来无法拿西学来套

用、用西学来解释衡量。

新中国成立以来 ，尤

其是改革开放 40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 当西方世界将此归结为“中国奇迹”

之时， 我们本土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否立足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从理论上对“中国奇迹”

加以解读、总结、研究，继而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

的理论观点，形成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

派的话语体系———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说， 反映现

实、观照现实的时代问题才是真问题，立足国情、深

入调查研究，搭准时代精神脉搏的研究才是真研究。

求解时代之问，与时代同频共振，这理应成为

文艺工作者和哲社工作者的自觉。 以精品奉献人

民，对精品的重要衡量标准，即是把中国精神、中国

价值、中国力量阐释好。树立起这样的文化自信，我

们必能书写更多新时代的新传奇。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