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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荣池 1983年生，江苏高邮人。高邮市作家协会主
席。中国作协会员。著有长篇小说《李光荣当村官》《李光荣
下乡记》《爱的断代史》，散文集《大淖新事》，散文集《一个人的
平原》《村庄的真相》《草木故园》等十多部，曾获江苏省紫金山
文学奖散文奖、江苏省五个一工程奖，三毛散文奖。江苏省签
约作家，主持江苏省作协、中国作协重点扶持项目多部。周荣
池文学工作室被评为扬州市名师工作室，个人系江苏省首批
紫金文化优青，扬州英才计划培养对象。

王玉清 1967年生，江苏高邮人。高邮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中国作协会员。在《诗刊》《北京文学》《钟山》《散文》《星
星》等近二十家期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十多家报纸上
刊发文学作品。作品入选多种年度选本。出版诗集三部；与
王梅香合著、出版小说、散文集各一部。大型扬剧剧本《扳倒
饮》获得江苏省戏剧文学剧本奖三等奖。所创剧目获得江苏
艺术基金资助巡演，并获扬州市“五个一工程奖”。

徐霞 1979年生，江苏高邮人。高邮作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江苏省作协签约作家。扬州市政府英才
计划培养对象。多次获扬州、高邮政府文艺奖。著有诗集《那
一地的温柔》、散文集《温暖的字》《想念》《藏在文字的宫殿
里》。

苏若兮 1970年生，本名邵连秀，原藉安徽滁州。现居高
邮湖西新区。高邮市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著有个人诗集《缓解》《扬州慢》《未名和时间》。获江苏省第六
届紫金山文学奖诗歌奖。作品五百多篇(首)在《诗刊》《十月》
《中华文学选刊》《青年文学》《扬子江诗刊》《星星诗刊》《诗选
刊》《诗歌月刊》《诗潮》《绿风》《中国诗歌》《重庆文学》《山东文
学》《飞天》等多家文学刊物发表。

张文华 1971年生，江苏高邮人。高邮市作家协会副主
席。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长篇小说《水乡人家》，获扬州
市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秦汝璧 1991年生，江苏高邮人。江苏省作协会员。高
邮市作家协会副主席。2016年开始在《钟山》头条发表作品，
至今已经在《钟山》《作家》《山西文学》《雨花》等刊发表作品若
干。2020年《华灯》获“《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同年
入选江苏省“紫金文化优青”。2020年中短篇小说集入选“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高邮市作协第六届主席团风采

散文学会：王三宝（会长） 赵 科（副会长）
小说学会：秦汝璧（会长） 姜红兰（副会长）
诗歌学会：苏若兮（会长） 黄海涛（副会长）
评论学会：黄士民（会长） 夏 敏（副会长）

高邮市作家协会各专业学会成员名单

名誉主席：严长明
顾 问：陈其昌 许伟忠 薛 序 佟道庆

肖维琪 姚正安 夏 涛 黄士民

高邮市作家协会第六届名誉主席、顾问名单

陈 飞 冯智超 胡金雁 黄海涛 黄士民
黄国禹 纪荣淦 姜红兰 李凤琴 钱加玲
秦汝璧 全竹贵 苏若兮 邵龙霞 王梅香
王三宝 王玉清 王子卿 夏 敏 夏林锋
徐 霞 徐之标 薛 慧 严长明 颜兴林
殷朝刚 于 英 詹东周 张改美 张文华
张兆珍 赵 科 周荣池 朱 雨

高邮市作家协会第六届理事会成员名单

主 席：周荣池
副主席：王玉清 徐 霞 苏若兮 张文华 秦汝璧

高邮市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副主席名单

秘 书 长：张兆珍
副秘书长：夏 敏 于 英 颜兴林

高邮市作家协会第六届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

高邮——一座被文学宠爱的
城市，“古有秦少游，今有汪曾祺”，
文脉成为高邮强大的文化基因之
一。从古至今，谈到我们的城市，
似乎总绕不开文化、文艺以及文学
这些话题，而今天的高邮作家们也
在用自己的努力在丰富着这个美
好的城市命题。9月25日上午，市
作协第六次会员代表大会顺利举
行。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新一届作
协领导班子，总结了过去几年作协
各项工作，谋划今后全市文学事业
发展。历史从昨天走来，未来从脚
下延伸，让我们用硕果累累的过
去，祝福花开满园的美好未来。

聚焦队伍：走出一大批作家

组织是协会工作的根基和关
键，做基层协会组织工作需要有
心、热心和细心。市作家协会历来
注重抓好各级会员申报工作，现有
省作协以上会员45名，其中中国作
协7名，县本级会员141名，会员人
数特别是持续增长的国家和省会
员人数在省内县市（区）名列前茅。

市作协还重视各类项目申报，
注重会员作品的推介，针对中国作
协、省作协以及扬州市政府文艺引
导资金项目，积极帮助会员打磨作
品并根据项目特点做好推荐报
送。多年来市作协在中国作协、省
作协重点扶持项目方面均有斩获，
在历年扬州市文艺引导资金项目
中高邮作家作品都占据大半壁江
山。近五年来，市作协会员正式出
版文学作品30多部，给高邮文学写
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市作协还注重做好作家作品
研究。逢作家出版作品，作协积极
组织召开品读会和研讨会。2018
年，作协开展了王三宝的散文集
《绿果》研讨会，就散文的写作提出
了各自的见解，让与会者感受深
刻；2019年还专门就女作家团体召
开研讨会，扩大了类型文学团体的
区域影响力，推出了9名知名的本
土作家群体；2020年，江苏省作协
与扬州市委宣传部、高邮市委宣传
部为长篇散文《一个人的平原》举
办座谈会，受到了国内众多媒体的
广泛关注。同年，黄国禹《贴地飞
行》研讨会召开，将作协的研究视
角延伸到古诗词领域，极大地丰富
了本地作家的创作实践活动。

几年来，《人民日报》《文艺报》
《文学报》《中华读书报》等报刊每
年都多次介绍高邮的作家和作

品。2019年开始我们启动了每年
一度的高邮作家读书班活动，邀请
储福金、汪政、朱辉等一批名家来
邮讲座。2021年，市作协又邀请了
《钟山》《雨花》《扬州江诗刊社》等
一批名刊主编和文学名家来邮讲
学，给作协会员“充电”“加油”，进
一步提升作协会员的理论水平和
综合素养。

聚力创作：取得一系列殊荣

作家是作协的根本，作品是作
家的命脉。市作协在近年来会员
作品不断提升的情况下，聚焦“精
品”二字做文章，在名刊大报发表
作品以及获奖方面取得一系列殊
荣。

本土作家发表作品层级不断
提升。近年来每年都有作家在《诗
刊》《钟山》《雨花》《美文》等报刊发
表作品，并多次被《小说选刊》转
载；2021年《美文》杂志开辟了“汪
曾祺笔下的乡土世界”专栏，受到
了《散文海外版》等选刊的关注。
在国内主流文学刊物上，时常能够
看到高邮面孔，听到高邮声音，读
到高邮文章。在江苏省委宣传部
组织的“雨花忠魂”百部雨花台烈
士传记创作中，高邮作为县级市独
挑大梁，创作了《毛福轩传》《成贻
宾传》《孙晓梅传》《马克昌传》等四
部长篇传记作品，为全省重大题材
作品创作贡献力量。

作品捧出来且不断走出去，高
邮作家作品还获奖不断，重点作者
也被各级组织关注培养。新诗集
《扬州慢》获得紫金山文学奖，长篇
小说《李光荣下乡记》获得江苏省
五个一工程奖，长篇散文《一个人
的平原》获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
散文作品《节刻》获三毛散文奖，秦
汝璧获得《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
作奖；周荣池入选江苏省首批紫金
文化优青、周荣池文学工作室获批
扬州名师工作室（扬州市首家文艺
类名师工作室），徐霞等作家入选
扬州英才培养计划、秦邮英才培养
计划。市内10多部作品获得扬州
市政府文艺奖，高邮文学艺术奖获
奖作品也是独占鳌头。

市作协还积极参与办好重点
文学奖项。利用汪曾祺这一闪亮
的文学名片，积极做好文学奖的评
选工作。第五届文学奖在全国范
围内评出优秀短篇小说8篇，其中
3名作者后成为鲁迅文学奖获得
者，被业内称为“鲁迅文学奖短篇

小说风向标”。2019年，第六届汪
曾祺文学奖评选活动中，莫言、阎
连科、毕飞宇、鲁敏等名家的8部名
作获奖，进一步擦亮了这一文学品
牌，使汪曾祺文学奖成为省作协共
同主办的重点精品文学奖项之
一。2021年，在办好汪曾祺文学奖
短篇小说奖的基础上，市作协又提
议增设汪曾祺文学奖散文奖，进一
步扩大这一文学名片的内涵和影
响力。

聚神创新：抓实一揽子活动

文学要面向未来，未来在于立
足传统的创新与探索，市作协就此
做了很多有益尝试。结合全市的
各类活动，积极融合文学和作家的
身影，让志愿服务更优雅，让文学
事业也更接地气。作协定期与相
关学校组织文学沙龙活动，以志愿
服务推动作家走进基层走进生
活。市作协和市教体局联合成立
了校园文学联盟，将校园文学社和
师生的文学创作动力激发出来，在
历次省市级的征文中收获累累。
作协还组织“走出去”文学交流活
动，先后在金湖、淮安、南京等地组
织参加文学志愿服务。

市作协联合图书馆启动了“高
邮作家专架”活动，动员广大作家
参与公益活动。第一期活动收到
图书2000余册价值6万元，无偿
捐献给了图书馆和学校文学组
织。市作协还注重对会员的公益
文化扶持力度，从2017年起，每年
为会员免费征订《文学报》等专业
文学期刊。作为县级作协，主动承
接省作协的相关重大活动，特别是
各类高研班、读书班的采风活动，
极大地展现了地方文化的魅力，也
给本市会员提供了更多接触名家
的机遇。

市作协注重抓好行业文学服
务，每年都与各行业和单位组织联
合公益征文活动，2018年组织公
益性征文15次，大大地扩大了作
协的区域影响力。2019、2020年
又配合市委宣传部、文联等组织童
心里的歌声、建国七十周年等系列
征文，提升市作协工作的社会融入
度。2021年以来，与市交投集团
合作举办交通主题征文取得了良
好的效果，配合市政协和文联举
办“我的家乡在高邮”全国征文活
动，收到稿件数百篇，引起了广泛
的关注。

张兆珍

高邮高邮：：一座被文学宠爱的城市一座被文学宠爱的城市
——市作家协会近年工作回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