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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光影变幻、民歌荟萃和获奖作家

的娓娓讲述中，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

文学创作骏马奖颁奖典礼日前在广西

南宁落下帷幕，25 部作品和 5 位译者获

此殊荣。

根植生活沃土，坚守人民情怀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家在谈到创作

心得时，无不提及“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重要性。

《阿娜河畔》作者、作家阿舍说，她

在创作时将视角从自我的个人记忆，转

向故乡更为辽阔的生活与历史，“通过

对集体记忆和个人记忆的交融来书写

历史，力图达成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

之的叙事”。

作家凡一平的《上岭恋人》将日常

立为传奇，故事里有裁缝、说客、侦探、

歌王……“那一捧碧绿的油菜苔，就是

挥不去、抹不掉的故乡味道，也是文学

创作的精神原乡。”凡一平说，“故乡赐

予我灵感，我也通过文学反哺家乡。”

“创作与生活，就像硬币的正反面，

就像互为镜像的玻璃。”诗人黄芳的诗集

《落下来》以生活点滴为切入点，抒写生

活日常的体悟，阐发对社会事件的观察

和思考，记录故土和异地的风土人情。

作家北雁用一年时间环绕洱海徒步

而行，在洱海沿岸的每一个角落停留、沉

思、发现与寻找，体会一个内陆湖在工业

文明时代的挣扎与新生。几经修删，《洱

海笔记》最终以行走描绘地方的方式，展

现和谐、和睦、和美的人间景象。

“90后”获奖作家柳客行自幼罹患脊

髓性肌萎缩症，长期在轮椅上写作。文

学成为他的“双腿”，托举他登上文学殿

堂。“这世间真善美的种子播种成的粮

食，让坐在轮椅上的孩子慢慢长大……

这个孩子，愿意用一生时间去播种真善

美，还有爱。”他动情地说道。

书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颂歌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书写波澜壮

阔的山乡巨变，展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壮

美画卷。

2022 年夏天，一场篮球赛，让世界

的目光聚焦到贵州台盘村这个中国西

部的小村庄。

“‘村 BA’远远超越了一场篮球比

赛本身的意义。”敏锐的作家姚瑶深扎

到这个村庄，寻找隐藏在村庄深处的光

芒，探寻“破圈”的文化密码。报告文学

作品《“村 BA”：观察中国式现代化的一

个窗口——台盘村乡村振兴故事》由此

诞生。

“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我看见了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创造

的火一般热烈的生活图景。”姚瑶说，新

时代的中国农村正在以强大的内生动

力和现代方式，向全世界讲述中国乡村

蓬勃发展的美好故事。

从山乡巨变到高原脱贫攻坚，全景

式呈现伟大时代变革，作家是忠诚的记

录者。报告文学《让世界看见》真实记

录了内蒙古科尔沁右翼中旗精准脱贫

的历程，作家牛海坤聚焦农牧民妇女，

“她们的坚韧与顽强，给了我创作的灵

感和感动”。

作家吉米平阶曾带领工作队深入

藏东昌都八宿县林卡乡，与当地村民同

生活同劳动一年多。他所著的《幸福的

旋律——西藏脱贫交响曲》以生动的细

节、质朴的故事、翔实的数据，展示了西

藏脱贫攻坚的巨变和成就。“时代的发

展往往超越作家的经验和想象。”吉米

平阶感慨道。

讲好中华民族一家亲的
中国故事

本届骏马奖获奖作品用文字丈量

辽阔的祖国大地，以诗意盎然的方式呈

现壮美的民族文学景观。

尼玛潘多的小说《在高原》以主人

公一家几代人的故事为线索，艺术地呈

现了西藏百年发展历史中，汉藏民族交

往交流交融的故事；肉孜·古力巴依的

《花儿永远这样红》反映了在党和国家

亲切关怀下，塔吉克族牧民生活发生的

翻天覆地变化，展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

精神……

“翻译，完成着文化之间的交流。”

本届骏马奖翻译奖得主——翻译家艾

布，把获上一届骏马奖的作家红日的长

篇小说《驻村笔记》，翻译成少数民族文

字。原著与译著荣获同一奖项，在骏马

奖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把自己沉入西北乡间，用一本书，

翻开来自南方的热烈。”在颁奖典礼的作

家短片“文学跨越山海”中，跟随着艾布

的讲述，红日笔下的驻村日常，在新疆的

广袤大地上重现。“不同的语言里有一样

的希望，不同的生活中有一样的热情，脑

海中闪现的场景，在文字中缓慢流淌。”

《边疆文学》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潘灵认为，这些年作家群体视野得到了

极大拓展，“更加关注所处的时代整体，

关注民族团结进步，注重构筑中华民族

共有精神家园，体现中华文明多元一体

的魅力”。

中国作协有关负责人表示，本届骏

马奖展现了用文学讲好中国故事、铸牢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硕成果。丰

富多彩的民族生活景象、绚烂多姿的民

族时代气象、博大崇高的民族精神形象

得以呈现。

（新华社南宁11月 20日电）

人民情怀 时代颂歌 中国故事
—第十三届骏马奖获奖作品扫描

新华社记者 余俊杰 陈露缘

声 明
由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察芒公路阿孜乡至芒康县段改建工程”A 标段，于 2024 年 9 月 3 日通过竣工

验收，该工程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材料费等已全部结清，无任何拖欠农民工工资、机械租赁费等问题，如有异议，请相

关人员自本声明见报之日起 30日内与我公司或相关人员联系。

联系人：付保华 联系电话：13526825396
特此声明

中铁七局集团西藏工程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21日

公 告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拉萨发电公司因经营需要，将对原平措电厂水电站改造项目债权债务进行清理，请相关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30日内持相关凭证来我公司申报债权相关事宜，逾期后果自负。

联系地址：西藏拉萨市城关区当热西路 54号

联系人：董女士（财务资产部 17708913306）

特此公告
国网西藏电力有限公司拉萨发电公司

2024年 11月 21日

益西不慎，将房屋坐落于团结居委会 13 栋 4 号的不动

产权证（藏（2017）聂荣县不动产权第 0000014 号）丢失，声

明作废。

特此声明

益西

2024年 11月 21日

声 明
益西不慎，将房屋坐落于团结居委会 13 栋 4 号的土地

证（编号：54000017738）丢失，声明作废。

特此声明

益西

2024年 11月 21日

声 明

声 明
青海讯盈商贸有限公司经研究决定，已将公司名称变更为“西藏惠森商贸有限公司”，公司住所由“青海省海西州格尔

木市东出口 109 国道 2714 公里处南侧”迁入“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 B 区金新香缇湾 6-302 号”，现声明原公司公章（编号：

6328011045153）、财务专用章（编号：6328011045154）、合同专用章（编号：6328011045155）作废。

特此声明

西藏惠森商贸有限公司

2024年 11月 21日

完善老有所学

成就老有所乐

近年来，甘肃省嘉峪关市持续改善老

年大学环境，配置先进教学设施、增加学

位，使之成为老年人“老有所教、老有所

学、老有所为”的重要载体。截至目前，嘉

峪关市老年大学开办 2个校区和 3所分校，

设置音乐、舞蹈、美术、文史 4 个院系，开设

声乐、二胡、古筝、书法、摄影、朗诵等 13 个

专业 63 个教学班，注册学员近 2400 人，深

受当地老年人欢迎。

图为 11 月 20 日，在嘉峪关市老年大

学，老年学员学习二胡演奏。

新华社记者 范培珅 摄

为期 3 天的 2024 马来西亚智慧国

家展 19 日在吉隆坡马来西亚国际贸易

展览中心开幕，50 多家中国通信技术与

科技创新企业携诸多创新成果亮相。

本届展会主题是“数字化转型的智

能创新”，聚焦 5G 与物联网、人工智能、

可持续交通与智慧城市等前沿科技产

业，探讨技术在增强连通性、改善城市

生活、推动工业增长等领域中发挥的变

革性作用。

马 来 西 亚 数 字 部 部 长 戈 宾 德·辛

格·德奥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

示，作为 2025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马来

西亚正努力建设成为区域数字经济领

导者，期待与包括中国在内的伙伴加强

人工智能、绿色生态等关键领域交流与

合作，共同迎接机遇、面对挑战。

本 届 展 会 上 ，作 为 知 名 的 新 能 源

智能制造解决方案服务商，无锡先导

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对布局东南亚

地 区 、开 拓 马 来 西 亚 市 场 充 满 期 待 。

先导智能东南亚销售高级经理郁旻表

示，随着当地新能源产业不断发展，市

场对于原材料、电池等产品需求持续

增长，企业期待通过联络当地设备供

应商、采购商等，加强跨国合作并将中

国的新兴技术与当地市场交流分享、

相互促进。

“期待更加贴近当地市场，了解当

地客户的真正需求。”深圳英飞源技术

有限公司亚太区销售总监迟源对记者

说，作为一家十多年来根植于充电、储

能和电源模块产品的科创企业，英飞

源期待通过参加展会拓展当地渠道与

合作伙伴，为马来西亚当地新能源汽

车消费者提供更加便捷、快速的能源

服务。

据介绍，本届展会共吸引来自 2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 600 多家企业参展，预

计将发布、展示超过 300 项科技创新产

品和技术成果。展会主席穆赫德·纳西

尔·穆赫德·阿什拉夫表示，本届展会旨

在为解决方案供应商与决策者、创新者

和投资者，创造技术交流、经验共享与

促成投资合作的平台。

马来西亚智慧国家展每年举办一

次，是东南亚地区关注智慧城市、可持

续农业与电动汽车等科技创新领域的

重要展会。

（新华社吉隆坡11月 20日电）

中国企业携智能技术亮相马来西亚智慧国家展
新华社记者 王嘉伟 程一恒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新华社北京11月 20日电 《中共中央关于进

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提出：“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

套制度。”这是加强对“关键少数”监督、提高监督

质量和实效的必然要求，是进一步健全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监督制度、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

要任务。

第一，“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是党内监督的重

点对象。领导干部责任越重大、岗位越重要，越

要加强监督。党章要求，加强对党的领导机关和

党员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党

内监督条例规定，党内监督的重点对象是党的领

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一把

手”是党的事业发展的领头雁，被赋予重要权力，

担负着管党治党重要政治责任，是“关键少数”中

的“关键少数”。大量事实表明，“一把手”违纪违

法最易产生催化、连锁反应，带坏队伍、搞乱风

纪、污染生态，甚至造成区域性、系统性、塌方式

腐败。“一把手”违纪违法，既有理想信念动摇、外

部“围猎”腐蚀的因素，也有日常管理监督不力的

原因。加强党内监督，必须管好关键人、管到关

键处、管住关键事、管在关键时，特别是要把“一

把手”管住管好。

第二，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要进

一步强化。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对领导干部的

监督，党的十八大以来，采取一系列措施加大监

督力度，形成全方位、全过程、立体式的监督制

约机制。但也要清醒看到，当前领导干部违纪

违 法 问 题 量 还 不 少 ，不 少 问 题 就 发 生 在“ 一 把

手 ”岗 位 上 。 有 的 违 背 民 主 集 中 制 搞“ 一 言

堂”，有的任人唯亲搞“小圈子”，有的以权谋私

搞腐败，有的当老好人搞“一团和气”。从监督

看 ，一 些 党 组 织 也 存 在 监 督 虚 化 、监 督 不 力 问

题，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总体上仍是薄

弱环节，需要切实加强。要着眼于增强监督的

针对性实效性，在监督的具体化、精准化、常态

化上下更大功夫。强化自上而下监督，上级党

组织多了解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日常的思

想、工作、生活状况，多注意干部群众对下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问题的反映，

多听取下级领导班子成员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意见，尤其是上级“一把

手”要监督好下级“一把手”。监督首要是聚焦绝对忠诚，强化政治监督；重点

是聚焦清正廉洁，强化权力监督，促使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确保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教育引导领导干部正确对待

监督、主动接受监督，自觉置身党组织和群众监督之下，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

的环境中工作生活。

第三，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关键在于健全监督配套制度。2021 年

印发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的意见》，这是我们党针对

“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制定的首个专门文件，对于破解对“一把手”监督和同级

监督难题发挥了重要作用。应在落实好已有监督制度的基础上，在健全监督配套

制度上下功夫、求实效。在监督主体、监督内容、监督重点、监督方式、监督举措、

监督贯通、监督体系等方面积极探索创新、及时总结经验，把有关监督制度进一步

细化、具体化，把有效做法上升为制度规范，同时加强各项监督制度的协调配套，

完善信息、资源、力量、措施、成果等共享共用机制，形成常态长效监督合力，把监

督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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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记 者

戴小河）国家能源局 11 月 20 日发布的

信息显示，10 月份，全社会用电量 774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3%。

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06 亿

千瓦时，同比增长 5.1%；第二产业用电

量 533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2.7%；第三

产业用电量 1367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8.4%。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932 亿千

瓦时，同比增长 8.1%。

1 月至 10 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

81836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7.6%，其中

规模以上工业发电量为 78027 亿千瓦

时。分产业看，第一产业用电量 114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6.7%；第 二 产 业

用 电 量 52721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5.6%；第 三 产 业 用 电 量 15315 亿 千 瓦

时，同比增长 11%。城乡居民生活用

电 量 12659 亿 千 瓦 时 ，同 比 增 长

12.3%。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分析认为，

前 10月我国电力消费呈现四个特点。

——第一产业用电量保持增长，

畜牧业用电量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

长了 9.8%；渔业同比增长 7%。

——第二产业用电量保持增长，

高 技 术 及 装 备 制 造 业 用 电 量 增 速 领

先 。 四 大 高 载 能 行 业 合 计 用 电 量 同

比增长 2.5%。其中，化学原料和化学

制品制造业、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

工 业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6.6%、4.6%，非 金

属矿物制品业、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

加工业同比分别下降 1.5%、1.1%。高

技 术 及 装 备 制 造 业 合 计 用 电 量 同 比

增 长 10.9%。 其 中 ，电 气 机 械 和 器 材

制造业同比增 17.4%、计算机/通信和

其 他 电 子 设 备 制 造 业 同 比 增 14.2%、

仪 器 仪 表 制 造 业 同 比 增 11.3%、汽 车

制 造 业 同 比 增 10.6%，用 电 量 增 速 相

对领先。

——第三产业用电量延续较快增

长势头，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高速增

长，同比增长了 54.1%。

——居民生活累计用电量快速增

长。不过，随着高温因素消退，10 月全

国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增速比 9 月大

幅回落 19.7个百分点，是当月全社会用

电量增速回落的主要原因。

前 10月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 7.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