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我

们文艺工作者来说，一是起到了巨大的鼓舞作用，二是具

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染了铜臭气。优秀

的文艺作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

在市场上受到欢迎。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

品。”我认为，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明确了当前中国文艺工

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既要遵循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更

重要的是，要使文艺工作拥有塑造市场的力量，引领市场

的能力。

在今天，文化全球化浪潮涌荡，文化娱乐化、商业化趋

势日甚，欧美各国的文化产品如潮水般涌进国门，网络传

播技术将世人带入一个数字化、影像化的时代，传媒业火

爆，读图、读屏蔚为风行，文学创作面临着被过度市场化的

危险。所以，作为培养我省青年作家队伍的安徽文学艺术

院来说，有责任去引导他们凭着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文化

使命感和敏锐的洞察力、丰沛的艺术才思，创作出大量优

秀作品，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源源不断地提

供正能量。

我们的文学并不拒绝经济效益，文学与市场和商业也

并非冰火不相容。但是强化市场意识并不意味着唯钱是

图，社会效益应该放在首位。在今后，安徽文学艺术院将

带领全省的青年作家，走进大众，创作出更多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也产生积极深远社会效益的文学精品。

安徽文学艺术院院长、《安徽文学》主编潘小平：

引导青年作家
创作正能量的文学精品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广大文

艺工作者中引起热烈反响。安徽人民出版社是以出版社

会科学类图书为主的综合类出版社，始终坚持为人民服

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出版方向，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

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重点做好主题

出版和公益性出版。

转企改制后，安徽人民出版社加强了主题出版的编辑

力量，围绕服务大局、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出

版了一批图书，获得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第三届“三个一百”

原创图书出版工程的《一号文件与中国农村改革》，入选中

组部全国党员教育培训教材展示交流活动优秀教材的《红

手印的褒奖——沈浩与小岗的故事》，入选了国家新闻出

版广电总局“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点选题

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导论》，以及即将出版的《中国梦》

系列丛书。

除了重点做好主题出版之外，还要坚持正确的出版导

向，坚决避免一味迎合市场、低俗的作品。

出版人作为作者和读者的“桥梁”，社里要求编辑要多

与国家给予肯定的、写出过好作品的作者建立联系，把他

们的作品提炼出来出版。好的作者、好的作品，来源生活

而高于生活，接地气、充满正能量。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安徽人民出版社社长胡正义：

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让我们每个

人都精神振奋，心中仿佛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让我们创造出更

好的文学作品来。

“文艺工作者应该牢记，创作是自己的中心任务，作品是自己

的立身之本，要静下心来、精益求精搞创作，把最好的精神食粮

奉献给人民。”我们要牢记习总书记的这段讲话，因为作为一本

纯文学刊物来说，也是要靠刊登的作品说话。

大众的认可，才是一本刊物最根本的生存之道。所以《清

明》杂志在选稿的时候，一定会坚持高水平、高门槛，选真正有

水平的作品，这样才能让刊物形成持续的影响力，为杂志培养

大批固定的读者。总之，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因为作为安徽省

重要的纯文学期刊，《清明》既是江淮的文化名片，又凝聚了几

代安徽人的文化记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创作方法有一百条、一千条，但最

根本、最关键、最牢靠的办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在这方面，

我们都认识到，没有人民就没有文学创作的根，有生命力的作品

都来自于人民。如果文艺创作跟铜臭气“推杯换盏、称兄道弟”，

那出来的作品就不会有真善美。所以，只要是经典的、传世的文

学作品，它们的根都深扎于人民，代表了人民。因此，近日我们

把创作基地设在了南陵县的“美好乡村”，相信在基层，我们的作

家才能更接近生活，了解真实的乡村文化。

《清明》主编、安徽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舟扬帆：

文学刊物也要用作品说话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让人如沐春风，体

现了党中央对文艺工作者的重视和希望。

我们艺术工作者要认真领会总书记讲话精神，把爱国情怀作

为创作主旋律。具体到安徽绘画创作上，文化底蕴深厚，历史上

涌现出不少大家，但当下的安徽绘画，有高原缺高峰。总书记的

讲话，让我们有了目标，今后省美协会团结好广大画家，担当起社

会责任，创作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创作表现生活，展

现时代的艺术精品。正在进行中的2014徽园平价艺术月中，我们

的画家奉献了精品惠民，就是自觉践行总书记的讲话精神。

计划中，我们还会组织画家创作“中堂画”，让它走进千家万

户；将举办“中国梦 黄山魂”等山水画大展，推动安徽绘画发展，

推出安徽画坛高峰。

中国美协理事、安徽美协主席张松：

团结广大画家 担当社会责任

习近平总书记文艺座谈会讲话非常及时，随着经济全球化、

国门的打开，我们的艺术也受到各种思潮的冲击。从美术创作上

来说，出现了低俗化倾向，比如，有的画家画农民、画矿工，还停

留在过去的状态，这是因为他没有去体验，是在画室里想当然地

创作。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要表现生活的美，而不能低

俗，甚至是丑陋。

一个艺术工作者，如果创作思想出现了问题，就会有违艺术

真谛。宿州是安徽书画创作重镇，作为市美协主席，我会团结书

画家们，走进生活，自觉抵制低俗化倾向，以美术创作的规律，去

完成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

宿州市美协主席陈光林：

自觉抵制低俗化倾向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艺工作者寄予厚望，让我们深受感

动和鼓舞。我们一定要贯彻讲话精神，扎根人民，扎根生

活，为人民大众提供文艺精品力作，以此推动安徽文艺事

业大发展、大繁荣。

对于文艺工作者而言，文艺是为人民服务最好的桥

梁、纽带、渠道和方式，“人民离不开艺术，艺术离不开人

民”，我们要忧患着人民的忧患，欢乐着人民的欢乐。

合肥市书画院全体书画家，已经深入学习习近平总

书记的讲话，也纷纷表示会弘扬主旋律，做时代风气的先

觉者、先行者、先倡者，为人民抒怀，让作品经受起时代、

人民的检验。

合肥市书画院院长凌徽涛：

做时代风气的先行者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对当前美术创作具有指导意义，当前美

术界存在几个问题：一是有人为金钱而创作，二是过于强调创

新，把祖宗数千年留下的笔墨精神、文脉正宗丢了。比如说，刚

刚举办的全国美展，画种单一。其实，艺术应该像大地的花草一

样，都有生长的空间，应展现生活的美。

作为一名画家，要从习总书记的讲话中得到启发，表现生活，

歌颂真善美，要固守祖宗留下来的笔墨精神，做到返璞归真。合

肥市美协将以习总书记讲话精神去引导创作，以为人民创作为宗

旨，去表现伟大的时代。即将举办的“大湖溢彩”展览就是一次

践行讲话精神的展览，参与的艺术家来自各方面，作品生活气息

浓郁。

合肥美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衍平：

坚持传统 固守文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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