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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场高规格、高质量的思想碰撞会！
这是一场有温度、有深度的文学交流会！
7月13日，在四川经济日报副刊“提质创优”交流座谈会上，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等多位国内散文大家慷慨分享了自己多年来的文学创作心得以及

关于文学刊物的种种思考，共同探寻新时代新形势下经济与文化融合发展的方向与未来。
创刊于1984年的四川经济日报是全国范围内最早创办的省级经济类日报之一，在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后，实现了成功转型。四川经济日报副刊则是以

刊发散文、诗歌等为主的文学类副刊，打破地域界限，聚集了全国各地作者的优秀作品，其已成为省内外重要的文化阵地，为推动四川文学发展贡献力量。
热情的鼓励，深切的思考，剀切的建言……在座谈会上，与会作家们充分肯定了四川经济日报社取得的良好成绩，高度肯定了四川经济日报副刊的

品质与特色，并从文化、新闻、经济等角度出发，为四川经济日报副刊“提质创优”献出“金点子”。

如何发挥新时代副刊之“力”？
散文“大家”齐聚本报畅谈“守正”与“创新”

“当下无论是办报，还是个人写作，都必须牢牢抓住新时代文
学要牢记‘国之大者’、始终要以人民为中心这两个着力点。”中国
散文学会会长叶梅说，四川经济日报从 1984年创刊，走过艰辛曲
折的发展之路，如今已成为全国同类报纸中的佼佼者。而作为一
张经济类大报，还坚持保留文学类副刊，这点难能可贵，这份对文
学的崇敬之心值得大家尊重。

如何让副刊成为报纸的一张特色“名片”呢？叶梅提出了自己
的见解和希望。她表示，办好副刊，要有“四个力”，即活力、实力、
努力、定力。有活力才能办出有生气的报纸；年轻的编辑记者要多
思考、多读书，提升自身实力，才能写出好文章；要勤奋，努力地做
好每一件事，不断尝新试新，寻求突破；要脚踏实地干事业、守初
心，用从容的定力破除难题。另外，要抓住自身特色，明确目标和
方向，以时代和人民的需求为指引，做好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这
篇文章。要策划一些跟时代、社会、经济发展脉动相通的活动，如
围绕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挖掘经济圈内的文化内容，
突出策划主题，做亮品牌栏目。要注重新的传播方式，充分利用网
络直播等手段，策划制作专题性访谈等内容，做出新媒体、新思
路、新特点。

“四川有一大批散文家，他们勤于思考、守正创新，把对乡村
和地域的书写作为文学表达的载体，承载着振兴天府文学的重
任。特别是近几年中国散文学会与四川散文界互动频繁，让四川
散文事业发展迅猛，川内的德阳、广元、眉山三市先后建成了‘中
国散文之乡’，更是让四川独享‘一省三乡’的美誉。”中国散文学
会常务副秘书长张立华认为，四川的散文事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
成绩，也为副刊的发展提供了更多思路和助力。

张立华提出，四川经济日报可充分发挥平台作用，创新传播
形式，凭借四川深厚的红色文化资源、独特的生态人文景观等优
势，紧紧围绕《四川省“十四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进一步扩
展散文的领域，通过主题散文赛事等活动，展现四川厚重的历史
文化底蕴和丰厚的自然人文魅力。

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是四川
经济日报副刊的“老朋友”，对近年来四川经济日报副刊的发展熟
稔于心。他说：“四川经济日报副刊可谓在省内异军突起，特别是
近几年它突破了空间界限，吸引了全国各地的作者，刊发的作品
在体裁上也有很多突破，同时又保留着传统的书评文章，给予了
许多作者展示才华和实现成长的舞台。”

报纸副刊是发掘和传播地方文化的最好载体。蒋蓝提出，未
来四川经济日报副刊可着力加强主题性的策划，推出有分量的大
稿、特稿，发出更明亮有力的“四川声音”。

中国散文学会会长叶梅：

做好经济与文化相结合的这篇文章

“有凝聚力的地方，才会有发展潜力。”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
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剑冰在了解了四川经济日报的发展历
程后很是感慨，他说：“四川经济日报社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朝气的
地方，这里的每个人都有干劲、有奔头。有这样一群有信仰、有信
念的人在，川经报的未来会越来越好。”

对于如何办好报纸副刊，王剑冰认为，首先打造品牌栏目必
不可少，刊发有深度、有高度的稿件，才能为副刊提质；其次，可
以开展征文活动，吸引众多群体参与互动，尤其是校园征文，可
以调动老师和学生的积极性，以此提升报纸副刊的受关注度和
影响力。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王剑冰：

打造品牌栏目 提升副刊影响力

“副刊不能关起门来自己干，要注重策划，副刊编辑要有选题
意识和策划能力。”一提到副刊如何提质创优，有着多年办报经验
的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天津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张映勤就将自己
实战的经验倾囊相授。

“要提升副刊知名度，可多与知名作家合作，多发高质量的作
品。”张映勤表示，活动策划更是提升副刊影响力的重要支撑，必
须要抓特色、抓品牌，注重对各地文化的挖掘，做出更有价值的文
化产品。可开展各类征文活动，加强与地方、企业、学校的合作，增
加关联性，提高关注度，提升报纸影响力。川经报可突出自身特
色，找到适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天津文学》杂志执行主编张映勤：

“开门”办刊，突出自身特色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秘书长张立华：

组织主题散文赛事
展现四川厚重的历史文化

“文学是润心的芳草地。”作为杂志社的主编，耕夫深知如今传
统媒体发展的困境，更能理解四川经济日报作为一家经济类媒体
保留文学副刊的不易，也被川经报人的这份文学情怀所感动。

耕夫提出，四川经济日报可抓住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机
遇，走进重庆，加强与重庆各区县的经济文化交流合作，策划利于
两地文化交流的主题宣传活动，进而成为成渝两地经济文化交流
的纽带，扩大报纸及副刊的影响力。

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中国散文》杂志执行主编耕夫：

抓住机遇主动出击
成为成渝两地经济文化交流的纽带

“我从小就有一个作家梦，写作情结更是根深于内心。感谢叶
会长和几位散文大家来到四川传经送宝，给我们一个学习交流的
机会。”四川省妇联原主席陈芳激动地说，近年来，中国散文学会
鼎力支持四川散文事业为四川文学发展助力，推动了三个“中国
散文之乡”在川的建成，这为四川散文事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强
有力的支撑，为打造文学川军助力。

与四川经济日报社结缘多年，陈芳认为，现在的川经报能在
困难中转型，取得今天的成绩，与富有号召力的领军人物带领团
队多年的努力拼搏和坚持密不可分，希望川经报能继续发挥好特
长，坚守文学副刊这块阵地，在发展好自身的同时，为四川散文事
业发展助力。

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四川省妇联原主席陈芳：

坚守好文学副刊阵地

中国作协散文委员会委员、四川省作协副主席蒋蓝：

发出更明亮有力的“四川声音”

“川经报副刊为创作者提供了重要的平台，鼓舞了众多四川
的散文作家，为四川散文创作及四川文学的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作为四川本土作家，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党支部书记、执行会
长张人士对四川经济日报副刊有着一份浓厚的感情。

副刊是一家报纸的特色和亮点，也是吸引更广泛读者的阵
地。张人士认为，副刊要更贴近生活，为读者提供更高品质的作
品，在满足读者对经济新闻的阅读需求外，也满足其对文化作品
的阅读需求，有效扩大报纸的受众面，提升关注度。

四川省文艺传播促进会党支部书记、执行会长张人士：

为创作者提供重要平台
为读者提供优质作品 “四川经济日报社能够走到今天，离不开文化和文学对川

经报人的滋养，是它们赋予了我们前进的动力。”四川省作协散
文专委会副主任、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李银昭深情感
慨道。

四川经济日报创刊于 1984年，在走过曲折的发展道路后实
现了全面逆袭，为经济类、行业类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探索出
了一条可供参考的路径。李银昭说，川经报的编辑、记者有着一
颗文学之心，他们将副刊稿件写作思路运用到新闻稿件中，采
写了一大批有文化、有温度、有价值的新闻作品，更是创新推出
以新闻性与文学性并重而著称的“川经体”，形成了具有“川经
特色”的核心竞争力。多年来，四川经济日报一直开设文学副刊
专版，现在已成为省内外重要的文化阵地，为推动四川文学发
展贡献力量。

各位文学大家就副刊“提质创优”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李银昭表示诚挚感谢，他说，未来报社将切实围绕“活力、实力、
努力、定力”，做好经济与文化结合的“川经文章”，让二者的碰撞
产生高质量的反应，进一步提亮川经特色，实现提质创优。

中国散文学会理事，四川经济日报社社长、总编辑李银昭：

文学滋养着川经报人的成长

陈芳张人士

叶梅 王剑冰 张映勤 张立华

耕夫 蒋蓝 李银昭

四川经济日报记者 朱丽实习记者 乔薇 文/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