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坛有座高峰——鲁迅文学奖。从 20 世

纪 90 年代江西作家陈世旭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

小说奖，到 2022 年江西作家曾清生获第八届鲁迅文

学奖散文杂文奖，江西文学的“在场”引人关注。

从文学创作到培育机制，再到学习交流，近年

来，江西作家的创作从“红、古、绿、金”四色出发，形

成了贴近时代、贴近生活、贴近读者的江西文学发展

新局面，涌现了一大批“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优秀

作家与精品力作。

文学创作——
贴地飞行讲好赣鄱故事

江西文坛不寻常。身在其中的文字工作者，在

新时代自觉承担了记录者和传播者的使命。

为了讲好扶贫故事，先后在赣南、赣西、赣东多

地农村实地采访，与扶贫干部、贫困群众同吃同住，

积累了大量素材，江西作家温燕霞的长篇小说《琵琶

围》入选中宣部 2020 年“优秀现实题材文学出版工

程”，入选 2022 年度“中国好书”，成为现实题材小说

的佼佼者。2021 年，温燕霞出版红色题材长篇小说

《虎犊》，讲述少共国际师的青少年红军战士不惧艰

难困苦，浴血奋战、勇敢成长的故事，再受好评。

《井 冈 山 的 答 卷》《新 长 征 再 出 发》《赣 红

谣》……作家凌翼扎根革命老区偏远乡村，足迹遍布

省内 18 县（市、区），地毯式走访井冈山 20 多个乡镇

场、120 多个村组，深入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

康和乡村振兴的火热现场，创作了革命老区新时代

长篇报告文学三部曲。

为完成长篇报告文学《中国健康档案》，作家徐

观潮历时半年，走访了 6 个设区市、32 个县（区、市）、

61 个乡镇、52 个部门和单位，采访了 203 个典型和代

表人物，读书笔记和采访记录达 35万字。

彭学军儿童小说《浮桥边的汤木》获第十届全国

优秀儿童文学奖，朝颜散文集《陪审员手记》获第十

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散文奖……近些

年，江西产生一大批具有地方特色的精品力作，刘上

洋的长篇小说《老表之歌》、胡辛的《瓷行天下》、江子

的长篇散文《青花帝国》、程晖的长篇小说《赶散》、陈

金泉长篇历史小说《千古风流——王安石与熙元变

法》、王芸的长篇小说《对花》、欧阳娟的长篇小说《天

下药商》、江华明的长篇小说《尖锐的瓷片》等，都具

有鲜明的江西特色。

培育机制——
做好“孵化器”推出一批新人作家

江西文坛活色生香。近年来，共有 21 名江西作

家的选题入选中国作协定点深入生活项目和少数民

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9 名江西作家的选题入选中

国作协重点作品扶持项目。作为江西作家的“娘

家”，江西作协发挥“孵化器”作用，让更多本土作家

脱颖而出。

“古韵赣鄱 红色摇篮”“春风八百里 井冈四十

年”“美丽中国 多彩赣南”“决战决胜脱贫攻坚 倾情

抒写赣鄱华章”……谷雨诗会以一系列内容丰富、形

式多样的诗歌朗诵、创作研讨、诗歌评奖、采访讲学

活动，吸引了江西作家、诗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成

为我省重要的文化品牌，也是全国唯一延续近 60 年

的诗歌盛会。全省各地文联、作协纷纷举办规模不

等的谷雨诗会，每年参加诗会的文学爱好者上万人，

成为培育作家诗人的肥沃土壤。

“赴红色课堂，播文学火种”，江西文学公益大讲

堂开起来了。通过开展“四个一”活动（一次江西文

学图书捐赠活动，一场微型的作家校友作品诵读会，

一场微党课，一场文学阅读、写作的分享讲座），倡议

作家深入基层回报沃土。

同时，我省实施了江西长篇小说重点扶持工程、

江西省文艺创作繁荣工程、“江西故事中国梦”江西

文学重点扶持工程等项目。一大批江西作家投身江

西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主题创作，写出具有江西风

格、江西气派的文学作品。《新世纪江西文学精品选》

大型丛书、江西长篇小说经典丛书、农村改革开放长

篇小说丛书、《红土地的脱贫报告》等一批精品力作

得以出版。

学习交流——
让文学以“在场”姿态与时代相遇

如何形成一批具有江西标识度，在国内叫得响、

传得开的文化“金名片”，打造精彩的“江西主场”？

围绕重大主题，我省先后举办脱贫攻坚和乡村

文化振兴题材文学创作对接会、“我们的扶贫故事”

主题征文、“抗击新冠肺炎”主题文学作品征集、江西

新时代乡村题材创作会议等活动，形成良好的“在

场”感。

通过开展全国文学名家看江西活动，邀请数十

位国内知名作家来江西见证新时代赣鄱风采；著名

作家、编剧朱秀海以《站在新百年起点上的红色文学

书写》为题作讲座，鼓励江西作家挖掘丰厚的红色历

史文化。

为了加强江西现实题材和重点题材文学创作，

我省举办了江西现实题材文学创作培训研讨班，邀

请肖克凡、陈应松、阿乙等全国知名作家、评论家上

课；为提升网络文学作家队伍素质，成立江西网络文

学基地，多次举办江西网络文学创作培训研讨班，邀

请网络文学名家夏烈、月关，历史学家方志远、梁洪

生等到会讲课；通过组织文学群体研讨会持续关注

文学群体写作，“江西散文现象”、赣南诗群、上饶诗

群、九江小说创作群等得到广泛关注。

同时，我省大力实施“青苗哺育工程”，引导青年

作家提升文学素养、提高创作水平。先后举办江西

8090 诗人创作研讨会、读书会；开展江西 8090·重点

作品创作扶持项目，5 名年轻作家书稿入选并得到

出版。

2019年起，“万名文艺家下基层”活动持续开展，

作家们深入全省各地，举办文学公益讲座，讲述报告

文学如何采访、怎么写出好散文、怎样写好小说、如

何写好新诗等，文学惠民，又反哺文学。

近年来，我省各地开展了种类丰富的文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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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9 日，金溪县琅琚镇陈源村一带，成片的晚稻在渠水的滋润下长势喜人，绿油油的一片，令人赏心

悦目。近年来，金溪县持续加强农田水利建设，打通农田灌溉“最后一公里”，使不少中低产田变为旱涝保收

的高产稳产良田。 通讯员 邓兴东摄

彩 霞 映 照 下 的 萍 乡 市 益 塘

水 库 水 清 岸 绿 、鱼 翔 浅 底 ，库 边

曲 桥 亭 榭 、鹭 鸟 翩 飞 ，令 人 心 旷

神 怡 。 很 难 想 象 ，半 年 前 ，这 里

还是矿渣沉积、水体发黑发臭的

另一番景象。

益塘水库的“新生”，是萍乡

市湘东区政府大力开展废弃矿山

生态修复治理的一个缩影。去年

以来，萍乡市自然资源发展集团

有限公司通过对废弃矿山实施生

态修复综合治理，不仅改善了废

弃矿区的生态环境，还走出了一

条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

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新路。

让专业人做专业事

有“江南煤都”之誉的萍乡，

因煤立市、因煤兴市。由于过去

生产工艺落后和盗采乱挖，留下

了近 9 万亩的废弃矿山，一座座

满目疮痍的废弃矿山如同一块块

难看的疤痕散布在青山之间。水

土流失、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严

重影响群众生产生活、城乡环境

面貌。

“湘东区冬瓜槽区域，高峰期

有小窑煤井 100多家，造成采掘区

域基岩裸露，煤矸石堆积成山，植被严重破坏，地表破坏总

面积约为 4095亩。”湘东区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

专业人做专业事。该市成立了萍乡市自然资源发展

集团有限公司，代建管理该市最大的废旧矿山生态修复

项目——湘东冬瓜槽废旧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治理区域

范围包括湘东区湘东镇巨源村、腊市镇明塘村、乌岗村、

下埠镇虎山村。

“深挖废旧矿山资源自身价值转化潜力，推出‘1+N’模

式，实现项目投资回报，以减轻政府投资压力。”萍乡市自然

资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斌说。

位于湘东区腊市镇乌岗村的益塘水库今年 4 月开始治

理，建设者从边坡治理、清挖矿渣淤泥着手，新建了挡土墙、

铺设草皮、栽植护岸树木，对库底污染沉积物及泥沙进行彻

底清理，清理出 3 万立方米沉积物，还原了集灌溉、防洪、观

光等于一体的民生水利工程原貌。

“相比往年，水库的蓄水量得到了扩容，水库的水体也

由劣五类变成三类水。”乌岗村村干部说，时隔多年，这个小

二型水库重新发挥作用，保障了下游数百亩农田灌溉。

经过综合整治，如今的乌岗村，植被葱郁、蜂飞蝶舞、水

塘清澈，一条条新修的沥青公路蜿蜒山间，一派生机盎然，

一个个特色产业基地彰显出活力和魅力。

让煤矸石山变成花果山

如 果 把 冬 瓜 槽 废 弃 矿 山 生 态 修 复 综 合 治 理 项 目 看

成 是 萍 乡 生 态 绿 城 的“ 集 大 成 者 ”，那 么 ，该 项 目 中 的

“H39 号 地 ”则 可 称 为 当 地 生 态 修 复 建 设“ 小 试 牛 刀 ”的

一块试验田。

从山顶俯视，面积不到 1 亩的“H39 号地”仿佛是茫茫

戈壁中的一抹绿点缀其间，红薯、萝卜、豇豆等作物郁郁葱

葱。“绿色无公害农产品，简直身处花果山。”微信朋友圈里，

项目经理兼施工员王志伟经常晒晒自己的成果。

在花冲坡片区，工人们正在边坡打锚杆挂网，他们架着

长长的管子，对护坡进行喷播，伴有草籽肥料和灌木苗种的

泥浆源源不断喷射到边坡上。

“边坡增厚 10 厘米，泥浆里草籽和灌木长大后抓地强，

稳定性很好。”项目总工程师胡取枋介绍，高峰时，冬瓜槽项

目有 60 台挖机、100 多辆后八轮、8 台推土机、8 台铲车和 6
辆洒水车同时作业。

“矿山修复，不能一‘绿’了之，关键在激活沉睡资源，让

村民口袋鼓起来。”胡取枋介绍，通过降坡、削坡、修建挡土

墙、覆土复绿等措施，消除地质灾害隐患，将为当地百姓提

供旱地和水田 100 多块，通过土壤配方改良，农民可种上经

济作物和农作物，也可以发展休闲农业。整个项目预计可

新增耕地面积 1720亩，其中水田 494亩，旱地 1226亩。

让废弃矿山焕发生机活力

李斌说，对废弃矿山进行生态修复，就是实现对土地资

源的再次利用。湘东冬瓜槽废旧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建设

总规模 3845 亩，预算总投资 3.1827 亿元。此举不仅为政府

决策提供依据，保障国有资产不会流失，还解决了政府投资

回报难题，有效推进废旧矿山生态修复治理进程；以政府平

台公司为融资主体，对生态修复项目进行包装，向政策性银

行进行融资，不增加政府的隐性债务。

修复矿区、植草种瓜、种花生芝麻、养山鸡；开发旅游、

培育产业……从靠山吃山到养山护山，从地下开采到地面

开花，百年煤矿抖落灰尘，正在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的康庄大

道上接续奋斗，一幅幅彰显产业兴旺之美、文明淳朴之美、

共建共享之美、自然生态之美、和谐有序之美的锦绣画卷，

正在萍乡大地徐徐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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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后的废弃矿山生机勃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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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世纪90年代江西作家陈世旭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到
2022年江西作家曾清生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江西文学的“在
场”并非一日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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