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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讲述

六安是个革命老区，早在1922年

春，这里就有党组织的活动。比如说，

我们这次参观的寿县小甸集特支纪念

馆，它在1923年冬就成立了，是安徽

省最早的农村党支部之一。1927年，

中国寿县临时委员会成立，成为安徽

最早的县委之一。在新民主主义革命

时期，六安一直是党中央在安徽活动

的中心区域。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

中国建立，这里有 30万儿女为国捐

躯，走出了108位开国将军，并诞生了

两大将军县。

而以老区人民为背景进行长篇小

说的创作，是我很久以来的一个想法。

这次深入基层的所看所闻，都有很大的

启发和收获。以前我也写过农村题材

的小说，但基本上都是以我下放时期的

素材为主，现在到基层每次都很匆忙，

对新型农村和农民的了解都停留在表

面，所以迟迟不敢下笔。这次到寿县的

瓦埠镇，是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接触真

实农村生活的机会。我会以这次为契

机，今后还要多来六安的大别山老区，

为我的创作搜集素材。

带着写作想法去革命老区
讲述人：季宇（省文联主席，作家）

寿县之行，给我最多触动的是留

守儿童。

采风团有三个儿童文学作家，其中一

个还是儿童心理辅导师。在瓦埠中心小

学，我们开展了一次以梦想为主题的讲

座。在场的每个孩子都是以画来表达的。

有的希望当老师；有的希望长大后成为医

生，治愈生病的奶奶；有的希望环游世界，

看看山外面有什么样的精彩……

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并

为之努力。但是交流下来，我们意识

到，父母长年在外打工，只和爷爷奶奶

生活，虽然不愁吃穿，但心理健康不容

乐观。具体表现就是和别人交流不是

很顺畅，性格多为内向。

与城市的孩子同处一片蓝天下，

但是他们更需要心灵的抚慰。所以，

下一步，我们也会把创作的笔端涉及

到他们这个群体，让更多的人去关爱

和帮助留守儿童。

同一片蓝天下，他们更需要心灵的抚慰
讲述人：王浙英（《传奇传记》杂志社主编，儿童文学作家）

星报讯（记者 张亚琴） 日前，合

肥市文联组织60位作家带了两百余

本合肥籍作家著作及《未来》文学杂

志，冒雨赴肥东、庐江敬老院、乡镇图

书馆、农家开展“作家下基层系列”活

动。作家们纷纷表示，带着创作意图

走到农村和群众中间，感受完全不一

样。作家陈荣付表示，他将以此次下

基层为起点，创作一部新农村、新农民

为主题的中篇小说。而作家王贤友则

称，我们要肩负作家的神圣使命和历

史责任，创作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文

学作品，坚持为人民写，写给人民看，

讲品位，讲艺德，戒浮躁，出精品，努力

以高尚的职业道德操守、文字优美的

作品赢得人民的喜爱和尊重。

60位合肥作家下基层

舟扬帆（居中者）在福军家庭农场 女书法家鲍梅峥赠字 儿童文学作家在给孩子们讲课

季宇主席（左三）在了解当地情况

星报讯（记者 张亚琴/文 温小龙/图）

举办基层文学爱好者文学创作讲座、赠书、走

进乡村校园与留守儿童互动、参观考察新农

村建设、参观寿县革命烈士纪念馆、走访农村

家庭、开展书画惠民活动……

这是安徽省文联日前赴寿县的革命老区

瓦埠镇走基层的一些片断。

有2600多年历史的瓦埠镇，是皖西北革

命斗争的发源地。在省文联主席季宇率队下、

《清明》、《传奇传记》、《艺术界》、《恋爱婚姻家

庭》、《未来》等5家杂志社的主要负责人及作

家、书画家、摄影家等20余人参加了为期三天

的采风活动。

在此期间，采风团为瓦埠中学、瓦埠文化

站等单位捐赠了上百本的文学刊物；《清明》

杂志社主编舟扬帆结合自身的创作经验，为

寿县文学爱好者作了一场生动的文学创作讲

座；在铁佛村，季宇等文艺家深入到农家走

访，参观农户的住房等生产生活设施，共同见

证农村近年来的变化；采风团成员们还参观

了美好乡村示范点，观摩草莓大棚养殖基地；

在瓦埠中心小学，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的作家

们用多媒体与留守儿童互动，点燃了孩子们

关于学习与成就梦想的激情；书画家们还深

入到群众家中泼墨献艺，挥洒丹青，把美的作

品送给基层群众和爱好者；并瞻仰了寿县革

命烈士纪念碑，参观中共寿县小甸集特支纪

念馆和淮上中学补习社，考察爱国将领方振

武烈士的陵园，开展红色题材创作走访活动。

大家表示，此次走访大别山的革命老区，

亲身感受到新型农民的可喜变化，追寻历史

的足迹寻找过去的红色记忆，使心灵再次受

到深刻的革命传统教育，这些都将对自己今

后的文学创作大有启发。

安徽省文联采风团赴寿县下基层

走访大别山革命老区
追寻历史的红色记忆

给当地30名文学爱好者上课，是

我此行印象最深的事。真没想到他们

的热情那么高涨。在很短的时间内，

我以自己对文学的深入思考和独特的

生活体验，深入浅出，娓娓道来，为他

们诠释文学的内涵和使命，让前来聆

听的文学爱好者分享了我们的生活体

验和文学思考。当然，通过交流，我也

了解了很多他们在创作方面的问题和

困惑，虽然我的答案并不是最好的，但

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帮点忙。

其次，在瓦埠镇，“福军水稻种植

家庭农场”绝对是个热点。它于2013

年 12月 25日上午揭牌，是寿县瓦东

地区注册的第一个家庭农场，也是继

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

组织之后的农业产业化大军的新成

员。这是当地把培育发展现代家庭农

场，加快推进土地流转作为当前工作

重点的典型例子。家庭农场从种到收

也都是机械化，让“一个人管理200亩

地”不再是个神话。

而建设美好乡村，让农村不但改

变了生活环境，也提高了文明程度。

在铁佛村，我看到他们建立清扫保洁

队伍，配置适量的垃圾运输设备，推行

“户集、村收、乡镇运转”的农村生活垃

圾处理模式，也加大农村生活污水治

理力度，加强饮用水源的安全保护。

此外，还提倡科学、文明、健康的生活

方式活动，连70岁的老大娘每晚也跳

上了广场舞。

如果不是这次深入基层，我们是

不会想到农村的变化有这么大。下一

步，我们会和当地联系，在此建一个刊

物的文学创作基地。

建立文学刊物的创作基地
讲述人：舟扬帆（《清明》杂志社主编，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