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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公示了
2022年度四川新闻奖和报纸副刊好作品
奖。甘孜日报社的11件作品获四川新闻
奖，其中，一等奖2件，二等奖5件，三等奖
4件；13件作品获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
奖，其中，一等奖4件，二等奖4件，三等
奖5件。

在四川新闻奖评选中，由甘孜日报社
报送的《坚守，只为让更多家庭拍上全家
福》获通讯（报纸）一等奖；《牧村晨曲》荣
获副刊类一等奖；《骄傲！康巴“雪线信使”
闪耀“冰雪世界”，手擎“飞扬”成冬奥会火
炬手》获重大主题报道消息（报纸）二等
奖，《海拔2940米雪山上的抗震堡垒》《向
巴则玛：一家三代接力守护革命文物》《严
江富 当兵是好兵 创业是牛人》获通讯
（报纸）二等奖，《平均海拔超4500米 石
渠建成川青藏“菜篮子”基地》获消息（报
纸）二等奖；《“喜爸喜妈”的喜乐生活》获
通讯（报纸）三等奖，《留住人 拴住心 敢
投资 能发展 1400 名外地创业者成为

“海螺沟人”》获消息（报纸）三等奖，《只
此一眼，刹那永恒！稻城全时空形象宣传
片<无垠的家园>极清震撼发布！》获新媒
体新闻专题三等奖，《“十送红军”感人场
景再现！泸定万人泪别救灾人员！》获融合
报道三等奖。

在四川省报纸副刊好作品奖评选中，
甘孜日报社选送的作品以题材新颖、文风
朴实等受到专家、评委好评。《牧村晨曲》
《阿婆锅盔》获散文与随笔一等奖，《此生
结缘318》获专栏一等奖，《史海探寻炉客
密码》获文化新闻消息、通讯、系列一等
奖；《金色的喜悦》《康定的桥》《苍蝇馆子
味道长》获散文与随笔二等奖，《茶马古道

“头道山珍”传承记 》获文化新闻消息、通
讯、系列二等奖；《仙桃》《凝听叠翠溪》
《父爱如山伴吾生》获散文与随笔三等奖，
《三代人的长征路》《他用180个日夜诠释
支援真情》获文化新闻消息、通讯、系列三
等奖。

四川新闻奖评选活动由四川省新闻
工作者协会主办。省报纸副刊好作品评选
活动由四川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四川省报
纸副刊研究会主办，甘孜日报社承办，稻
城县协办。 记者 周燕

在乡村振兴大背景下，开发乡村
文创可以产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传承文化的综合效应，期待围绕文创
开发形成合力，用活用好乡村文化资
源，为乡村振兴增添美丽风景。

在广阔的中国大地上，蕴藏着浩
如烟海的文化遗产。如今，这些蕴含
民众智慧、承载丰富情感的文化瑰
宝，成为我们创新创造的丰沛源泉。
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乡村聚焦自身文
化特色，将其活化为生动有趣的文创

产品和文旅项目，点亮了乡村文化空
间，激发出乡村文化的内生动力和创
新活力。

乡村文创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方
式，为人们感受乡村魅力提供物质载
体。走进山东莱阳姜疃镇的濯村，眼
前是一片忙碌景象：非遗传承人、学
员和游客汇聚在“山东手造”非遗研
学基地，烟台剪纸、胶东大鼓、鲁绣、
草编等非遗产品琳琅满目。在非遗传
承人的指导下，学员们创作了二十四

节气传统饮食主题剪纸“顺‘食’而
动”，将二十四节气和剪纸这两个非
遗项目巧妙融合，让节气文化可以

“贴”在家中、贴近人心。根据当地五
龙河传说创作的胶东大鼓曲目《五龙
戏水》，以富有仪式感的表演展示村
民们建设美好家乡的昂扬精神风貌。

这种古事新说、古韵新传的方
法，将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群众喜闻
乐见的新形式，为非遗技艺的活态传
承和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打开了思
路。不少乡村还通过提炼传统节日元
素，结合非遗技艺开发端午荷包、重
阳草编等。这些文创产品承载着对美
好生活的祈愿和孝老爱亲的美德，让
传统文化可体验、可触摸、可携带，
融入日常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乡村文创还尝试以讲故事的方
式唤醒共同文化记忆，用情感纽带凝
聚人心，为创造美好生活注入精神能
量。在浙江杭州建德市三都镇镇头
村，墙上“镇头大队：向美好生活前
进！”的大字引人注目。这句铿锵有
力的话语背后，是村民们当初奋斗十
余年终于修成水库的光荣历史。以

“镇头大队”为品牌，村民将废弃老
厂房改造成“大队食堂”，搭配规格
一致的定制日用品。辣椒酱、翠冠
梨、白茶等土特产也在这里以统一品
牌进行销售，在线下线上声名远播，
吸引了各地游客前来“打卡”，还带
动了当地特色民宿、小人书图书馆、
时光照相馆等文化空间建设，进一步
丰富了乡村文化形式和文旅体验。

文创赋能下的乡村文化空间，正
在汇聚多方力量，打造集非遗展示和
乡村旅游等于一体的综合文旅业态。
在“黄河非遗点亮老家河南”青年乡

村营造活动中，青年设计师、非遗传
承人与文创企业联合组成创新团队，
对河南重渡沟景区、郭亮村、鲍庄村
等多处“营地”进行开发，在平面设
计、产品研发、建筑改造和景观规划
等领域实现融合创新。重渡沟景区打
造农耕四合院，通过集章打卡等形式
增强互动体验；河南豫剧院三团扎根
这里，根据景区建设带头人、基层干
部马海明的感人事迹，创作出豫剧现
代戏《重渡沟》，用戏曲艺术打动各
地观众，提高了景区知名度。陈家沟
村则聚焦太极文化，打造“动静太极
文化广场”“明暗水塔茶室”等一系列
具有文化内涵的特色空间，赋予乡村
文创以传统哲学的深厚底蕴，展现优
秀传统文化之美。

乡村文创的成功开发，关键在于
和当代生活建立密切联系。以“黄河
非遗点亮老家河南”活动为契机，高
校、设计单位和文旅企业等各领域人
才走进村镇、脚踩大地，感受乡村振
兴的脉动，从专业视角寻找非遗与当
代生活的联结点，用当代审美解码非
遗深处的文化基因。由此，许多贴近
生活、契合当代人需求的文创作品和
项目得以落地并收获好评。

纵观各地文创实践，好创意是项
目成功的关键。好创意一方面来自对
乡村特色文化的深入理解，一方面源
于对当代生活场景的准确把握。只有
这样，文创产品才能赢得市场，实现
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在乡
村振兴大背景下，开发乡村文创可以
产生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传承文化
的综合效应，期待围绕文创开发形成
合力，用活用好乡村文化资源，为乡
村振兴增添美丽风景。

◎周思明

置身21世纪多元文化时代，不
少写作者变得六神无主，受消费主
义思潮影响而心气浮躁，不愿或不
屑于现实主义文学写作，也不再像
传统作家那样扑下身子脚踏实地进
行从生活到艺术的规范创作。许多
写作者不再信奉“十年磨一剑”、“拈
断数根须”的工匠精神，而依仗自己
多年历练的写作技巧、功夫，仍可在
文坛放马驰骋、潇洒闯荡。这样的写
作，没有生活，不见情怀，作品看似
光鲜，其实色厉内荏，如同秫秸秆打
狼——两头不靠。这就是何以我们
的文坛看似繁荣其实泡沫，有数量、
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主因。写作
者要实现创作的美好愿景，其“现
实”的姿态与“主义”的坚守非常重
要。姿态端正，主义坚定，愿景就可
能实现；姿态不正，主义摇摆，其结
果就只能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如此这般的文学创作，导致现
实主义精神越来越稀缺。很多写作
者自觉不自觉地疏远火热的时代、
纷繁的生活；内心充满“表意的焦
虑”，于是透支“想象力”，挥霍“感受
力”，滥用“表现力”，甚至以集结各
种有卖点、有看点的素材、桥段、技
巧等等为能事，其作品普遍缺乏对
现实的关切，从中看不到接地气的
典型人物形象、生动可感的生活细
节和精彩独特的文学语言。现在，

“生活高于艺术”、“生活比艺术精
彩”、“生活是最伟大的作家”的观点
信奉者不在少数，这些人不具备胡

风力倡的“主观战斗精神”，而让自
我跟着生活走，跟着网络走，跟着感
觉走。不少写作者干脆玩起照抄新
闻、照抄网络、照抄段子；复制、改
写、戏说前辈经典的把戏；用非文学
手段，满足自我的名利心理期待。

在这样的创作形势下，不少作
家创作生命力正在迅速萎缩，创作
资源单一，内容多有重复，形式诡谲
古怪，玩起文字游戏。尤其值得指出
的是，不少网络文学小说作者，动辄
追求数百万字超巨大篇幅。“只重结
果，不看过程”的“唯成功论”，迅速
成批地制造出大量文化快餐产品。

有鉴于此，我们大声疾呼：归来
吧，现实主义精神！

何谓现实主义精神？简单说，现
实主义精神要求作家将历史与现实
的艰难、困苦、磨砺转化为奋争、理
想、信念，用充满“心灵辩证法”与美
学张力的文学作品来还原、升华现
实人生，从而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具
备崇高的悲剧意识，强烈的审美、审
丑、审智等功效，并最终化为“灵魂
的声音”，实现美好文学愿景。要实
现现实主义精神浸透下对生活、对
人物的理想赋形，我们不仅要懂得
向前看，也要学会向后看，回眸我们
的来路，从前辈文学大师身上汲取
营养乳汁。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托尔
斯泰以其文学经典创造实践告诫人
们：离开现实存在的肥沃土壤，艺术
就会被抽空为无决断的“审美冷
淡”，艺术的超越之维也会蜕变为无
聊的文字游戏；放弃“超越存在”的
冲动与努力，艺术就会委顿为媚俗

的狂欢，艺术的生命之源也会被风
干为封闭的“实存”。可以说，就反映
现实生活的广度、深度和作品的长
度、精度而论，中国近代以来非常匮
乏像托尔斯泰这样的伟大现实主义
作家。

现实主义精神要求我们的作家
们，一定要面对 13 亿多的中国人
民、面对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
州大地、面对五千年悠久历史的中
华民族而写作。作家笔下的文学作
品，只有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反
映了人民群众的生活真实和思想感
情，才会有生命力，也才会有审美价
值。新中国成立以来，以“三红一
创”、“青山保林”等为代表的红色经
典文学；新时期以来，路遥、陈忠实、
莫言、铁凝、余华、贾平凹、阿来、苏
童等作家的创作，让我们看到现实
主义精神的蓬勃生命力。尽管中国
当代作家尤其新时期以来的作家，
在写作方法上并非定于一尊，但他
们对于现实的关切、理想的追寻的
现实主义精神却是异曲同工、惊人
相似的。

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
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个讲
清楚，即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
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
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自己
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
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
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
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
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
的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
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
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
和广泛现实基础。可以说，这四个讲
清楚，乃是新世纪中国文学坚持现
实主义精神的根本理论指导纲领。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亦深有感触
地说：“仅仅三十年前，中国作家还
曾经为‘走向世界’而焦虑。那时候，

‘世界’仿佛在我们之外，在遥远的
远方，我们必须奋力跋涉才能走过
去。但今天，一切都不同了，我们的
作家艺术家们，他们从改革开放的
宏伟实践中，从祖国和人民的迅猛
前进中获得力量、获得新的视野，变
得更加自信从容。对当今中国的作
家艺术家来说，世界在远方，世界更
在脚下，我们深刻意识到，越是全球
化，越需要坚持民族文化的根性和
本位，越需要民族文化的自觉和自
信。而越具有文化自信，我们也就越
加开放和包容，更强烈地认识到中
国作家艺术家对全世界、全人类的
文化责任。”

作家艺术家只有以自觉的现实
主义精神统领，以宽阔的胸襟和敏
锐的眼光，坚定地站在民族历史、华
夏大地之上，深刻认识中国经验，深
刻认识我国时代发展的内在规律和
方向，深刻认识中国人民的伟大实
践和对世界的贡献，深刻认识中国
人民的精神追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重大意义，才有希望不断创作出
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的更多精品力作，从而将中国当代
文学不断推向高原、推向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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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日前公布一项新的考古发现：考古人员对位
于长春市新湖镇西湖村的东照地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后，
证实该遗址为首次在长春地区发现的明代女真遗存。

为配合长春至双阳公路建设，2022年7月至8
月，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
文化学院考古系对东照地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
发掘。发掘面积200平方米，共4层地层堆积，清理
出房址1座，灰坑11座，灰沟2条。出土遗物60余
件，包括陶器、瓷器、石器、铁器、铜钱等，另外出土
大量陶片。经常规放射性碳测定，近日，考古人员证

实东照地遗址遗存年代大致为元末至明代早期。
参与此次考古工作的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

学院教授张礼艳介绍，出土遗物中，陶器数量最多，
主要有泥质红陶、泥质灰陶、粗胎釉陶。出土的陶器
为以往未见的新形制，以泥质红陶为主，烧造火候
不高，陶色不均匀，分为轮制和手制两种。其中手制
陶器的器形不规整、破裂严重，大量陶片从器壁中
间开裂，可能使用泥片贴塑法制成，反映出元末明
初南下的女真人制陶技术相对落后。

此外，遗址出土的石杵、石臼和石碾，为以往未

见的新形制。结合对遗址土样和植物样本的分析，
张礼艳认为，东照地遗址居民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
产，农产品种类以粟和黍为主，石杵、石臼和石碾所
加工的食物很可能是以粟和黍为主的粮食作物。

张礼艳表示，吉林省境内的明代女真遗址数量
较少，主要是明代后期海西女真扈伦四部中叶赫
部、乌拉部、辉发部遗址。东照地遗址的发掘不仅丰
富了吉林省明代女真的考古材料，同时也为文献中
提到的元末明初女真人南迁提供了线索和证据。

据新华社

吉林长春境内首次考古发现明代女真遗存

近日，海管局退休老干部邓明前，向
本报寄来照片两张，并讲述了由来。

1985年5月29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杨
成武将军和夫人赵志珍到泸定参加红军飞
夺泸定桥纪念碑奠基仪式，30日做客跑马
山。在跑马山上，杨成武将军一行观看了州
歌舞团文艺演出。当时，邓明前作为泸定县
委宣传部干事随行，并拍下了杨成武将军
在跑马山上的珍贵瞬间。遗憾的是，当时邓
明前老师没有记下杨成武将军胸前怀抱的
两名藏族儿童的姓名。38年后，再次翻看照
片，邓明前老师希望能借助本报，寻找到这
两名儿童的下落及现状。

本报深感邓明前老师所望很有意义。
我州是红军走过的地方，其故事需要不断
讲述，以此更好地促进民族团结。所以，特
发出”杨成武将军怀抱的两名藏族儿童，
你在哪里“的呼声，望读者们看到照片后，
有认识杨成武将军胸前两名藏族儿童的，
为本报提供线索，再次续写红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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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杨成武将军在跑马山上与藏族
儿童在一起。图右起为原四川省副省长罗
通达、杨成武将军，原我州州长刘英杰、州
委书记刘子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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