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年6月27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姜琰 陶秋凤 编辑:王瑾
电话:18252298866 88302431
Email:942978948@qq.com

文产

7

新闻速递

本报讯（记者 杨扬）为切实提升
广大作协会员及文学爱好者政治素质、
文学素养，持续擦亮中国作协文学志愿
服务重点扶持项目——“世纪火种·百
名作家进校园”公益活动品牌，由中国
微型小说学会、盐城市文联指导，《故事
会》杂志社联办，市作协主办，盐城师范
学院文学院协办的“盐城第七期作家读
书班”暨“世纪火种·百名作家进校园”
公益活动于6月27日在盐城师范学院
举办。

读书班邀请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
长，上海文艺出版社党委委员、纪委书
记、副社长，《故事会》杂志社社长、主编
夏一鸣；南京师范大学中国非虚构研究
院执行院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江
苏省作协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江苏
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王晖；中国微型
小说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故事会》杂
志副主编高健，中国作协会员，《安徽文
学》资深编辑，安徽文学院签约作家，盐
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兼职教授张琳等专
家学者进行专题文学讲座。活动期间，
特邀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副会长、江苏省
一级期刊《金山》杂志主编纪晨与培训
学员进行互动交流。读书班结束后，还
举办由市作协小说委员会承办的“新火

种·微小说与创意写作”座谈会。此次
活动的参培对象为2023年度新入会会
员、会员代表、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创
意写作班学员、市作协主席团、党支部，
秘书处及各专委会的相关成员等。

据悉，“世纪火种·百名作家进校
园”公益活动是由中国微型小说学会和
故事会公司联合发起的长期性公益活
动。该活动旨在通过邀请作家、心理专
家、编辑等走进校园、社区、企业开展公
益讲座、心理辅导等系列活动，引导青
少年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厚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怀，激发
广大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近年来，市作协团结引领广大会员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
活、扎根人民，推出一大批人民群众喜
闻乐见的优秀文学作品。文学队伍不
断发展壮大，文学活动的开展有声有
色，文学精品力作持续涌现。市作协
也将通过此次读书班活动，带领盐城
的作家们扎根盐阜大地，立足文学本
源，遵循文学规律，紧跟时代步伐，聚
焦作家及其作品，整合文学资源，营造
积极向上的氛围，守正创新、笃定前行，
奋笔疾书谱写盐城文学事业繁荣发展
的新篇章。

市作家协会

举办作家读书班

本报讯（辛闻）近日，盐城工学院
举行了江淮人文研究院、区域合作与中
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两家新增盐城市
重点培育新型智库的揭牌仪式。盐城
工学院校长、党委副书记邵荣，党委副
书记薛浩，市社科联党组书记、主席李
晓奇，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民族宗教事
务局局长黄斌，亭湖区委统战部副部
长、民宗局局长、侨办主任成莉，盐城工
学院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姚军，以及
盐城工学院社会科学处、人文社会科学
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相关人员和师生
代表，江淮人文研究院、区域合作与中
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负责人及智库成
员代表70余人参加活动。薛浩主持揭
牌仪式。

在揭牌仪式上，邵荣代表盐城工学
院致辞，他对参会领导、嘉宾表示欢迎
和感谢，并介绍了盐城工学院的办学情
况。指出成立新型智库是高校顺时应
势、贯彻党和国家决策部署的具体举

措；是驻盐高校扎根盐城、服务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是高校深化改
革、提升办学内涵水平的创新之举。他
强调，这次揭牌仪式将进一步推进盐城
工学院新型智库建设，拓展智库的研究
领域和服务范围，提升智库的科研能力
和社会效应，不断推动政产学研深度融
合，共谋校地协同创新，携手实现共赢
发展。

李晓奇对江淮人文研究院和区域
合作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院表示祝
贺，并对盐城工学院智库建设工作取得
的成效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希望，两家
新型智库继续坚持“特色立库，专业强
库，品牌兴库”，并以此为契机搭建一个
文理交叉、艺工融通的科研交流平台，
推进校地协同发展。他强调，智库研究
工作要聚焦市委市政府关注的重大问
题，发挥高校科研资源优势，展现智库
决策咨询功能，并持续产出有影响力的
高水平决策咨询成果。

市社科联携手盐城工学院

共建新型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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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枪跃马铸盐城，四十五年影未
沉；雨雪依稀盈箬笠，风雨磅礴冻缰
绳。”历史的尘埃掩盖不住时代的风
雨。盐城是一片红色的热土、一座英
雄的城市。坐落在此的新四军纪念
馆，向世人讲述着那段艰苦卓绝而又
光辉灿烂的革命故事。作为全国唯一
全面、系统反映新四军抗战征程的综
合性纪念馆，该馆于1986年建成开放，
馆藏红色文物史料18000余件。

天地英雄气，千秋尚凛然。队员
们首先来到五星红旗飘扬的广场，一
座器宇轩昂、鼓腮吹号的“东进”主题
战士塑像映入眼帘。走过满载红色文
化浮雕艺术的“铁军桥”，迎面而来的
是雄伟的纪念碑，苍穹有力的题字和
碑文镌刻着对烈士的怀念，彰显着英

雄们在抗战硝烟中浴血奋战的壮举。
面对庄严的纪念碑，队员们伫立原地，
追思烈士们的英勇悲壮之举，表达对
先烈们的诚挚敬意。在阳光照耀下，
镶嵌在主展馆正门上方的“N4A”臂章
图案熠熠生辉。

怀着崇敬的心情，队员们步入序
厅，历史烽烟扑面而来。《铁军忠魂》
的主题雕塑以多名新四军指战员形
象为造型，寓意南方8省红军游击健
儿汇成抗日铁流，挺进大江南北。主
馆区内收藏的大批文物史料及实物，
再现了新四军战士在中华民族危急
存亡之际，浴血奋斗不怕牺牲的壮烈
场面，让人无不为之动容。通过解说
员讲述的一段段可歌可泣的英雄故
事，大家了解到从1937年 12月新四

军成立到1941年 1月皖南事变的历
史，以及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重建
新四军的经过，回顾了在波澜壮阔的
革命战争年代，先烈们用生命和无畏
捍卫民族尊严的伟大牺牲精神，大家
驻足细看，心灵受到强烈震撼，思想
得到深刻洗礼。

现场目睹红色文物、聆听感人至深
的红色故事，结合讲解员生动形象的讲
述，新四军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跃然于
眼前，大家仿佛回到了那个烽火连天的
时代，展馆内每个展厅都以不同的主题
展示着新四军的光辉历史。大家认真
听取讲解介绍，不时驻足凝视，被新四
军将士的初心与使命充分感染。通过
实地参观学习，大家能够真切感受到革
命先烈的英雄壮举和艰难的战斗岁月，
领悟他们的崇高境界，感受红色精神的
伟大和永恒。

在一件旗袍的展厅内，讲解员向
大家精彩讲述了一段动人故事：1941
年7月，在盐城建湖，反“扫荡”中转移
的鲁艺华中分院师生遭到侵华日军包
围。年轻的新四军文艺战士王海纹等
鲁艺师生宁死不屈，投河殉国。1986
年，她的姐姐将烈士穿过的这件旗袍
捐赠给新四军纪念馆……步入纪念馆
传承厅，队员们在128处红色烈士镇村
图前停下脚步仔细阅读。盐城全市有
128处以烈士名字命名的镇村，248处
革命遗址，1.8万余名革命烈士长眠在
这片大地。“一次会师、一场战斗、一件
旗袍、一块石碑、一种精神”将成为盐
城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赓续

红色血脉的重要载体。如今，盐城不
断探索红色文化现代表达的艺术路
径，以王海纹等先烈的真人真事为原
型，先后创作了一批重点红色文艺作
品，并将创作打磨更多有深度有温度
的红色文艺作品。

“红色文化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只有讲好红色故事，才能从红色文化
中汲取滋养，增强前行的信心与力
量。”“我们要领悟红色文化的精神内
核，勇于承担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红色资源的历史责任。”“革命烈士前
赴后继浴血奋战，实现了弯道超车，如
今接过了接力棒的青年一代也要挺膺
担当、接续奋斗，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
实践的时代华章……”通过此次参观
学习，大家在缅怀革命先烈的同时，对
红色历史、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有了
进一步深刻的理解。

英雄从未远去，精神永励后人。
队员们表示，作为新时代青年要在回
顾历史中坚持“知行合一”，坚定信仰
信念；在远眺前行途中积极担当作
为，点亮红色初心，汲取奋进力量；争
做红色传承先行军、红色党史讲解
员、红色文化传播人、红色精神践行
者，奋发有为走好属于新时代青年的
红色之路。

传承红色文化 践行初心使命
“丹心筑梦”社会实践团队红色行走进新四军纪念馆

参观活动现场 龚骏 黄一琪 摄

□姜沐含

赓续红色基因，奋进时代征程。6月25日，“丹心筑

梦”社会实践团队走进新四军纪念馆开展红色行活动。

展厅里，一份份红色史料、一件件历史文物、一面面光辉

旗帜……生动展现了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浴火重生、

浴血奋战的光辉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