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嘴山市独特的地理特点，孕育了
多元文化，城市文学、工矿文艺也由此衍
生。“城市文学”是体现石嘴山市厚重的
城市文化底蕴和城市秉性的文化品牌。
众所周知，石嘴山市“因煤而兴，依煤而
建”，新中国成立初期，石嘴山市就被列
为全国十大煤炭工业基地和“三线建设”
的重要布局点，一批批建设者从祖国的
四面八方云集塞上煤城，筚路蓝缕，一座
现代化的工业城市屹立于贺兰山下。

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辽宁省政协
文史学习委副主任滕贞甫用几个关键词
描述城市文学的价值，第一个是“血肉”，

因为历史往往以骨骼的形式存在，而血肉
正好是文学作品，文学作品可以给历史的
骨骼框架填充血肉，让历史变得丰满。第
二个是“传播”，城市变迁太快，而城市文
学能把这种变迁传播。第三个是“问题”，
发现城市变迁当中的一些问题，发现问题
才能解决问题。能够发现问题并展示出
来，这也是一个城市文学者很重要的价
值。建议石嘴山市的作家发现一些别的地
方所没有的独具特色的东西，比如参加“三
线建设”的那些人在这个地方的成长与发
展，煤矿工业的故事等，写出自己的特色。

宁夏文联主席、宁夏作家协会主席

郭文斌介绍，石嘴山市提出城市文学和
工矿文艺，这个文学的方法论是非常有
力量的，使石嘴山文学和西海固文学成
为一个并行的概念。石嘴山市是宁夏的
工业老区，对宁夏而言，可以说有北大荒
精神、大庆精神，有一代支宁人的青春和
梦想。如果写好，应该可以写出像《青春
万岁》这样的巨著。石嘴山市能够在宁
夏文联和作家协会、中国作协的支持下，
以文学周的形式举办这样的主题活动，
一定会催生出优秀的城市文学精品力
作。希望通过这种推动，能够出现有精
神高度的城市文学。

塑造“城市文学”品牌 丰富宁夏文学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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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嘴山：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高地
本报记者 苏 峰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
事而作。城市是文学的富矿，城
市转型离不开文化浸润，石嘴山
市打造“城市文学、工矿文艺”
高地，书写城市华章，传承文学
基因，讲好石嘴山故事，挖掘和
拓展具有石嘴山地标和地域特
点的文化，将石嘴山文化打造成
一张“烫金”名片，用高水平高
质量文化强市建设的生动实践，
为推进产业转型示范市建设、奋
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石嘴山篇
章助力赋能。

“把我的爱读给您听 礼赞新时代 爱上一座城”
石嘴山市2024年大型诗文朗诵活动成果展演。

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心灵。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本报记者 苏峰 摄）

通过挖掘和拓展具有石嘴山地标和地域特点的文化，书写城市华章，传承文学基因，讲好石嘴山故事。 （石嘴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石嘴山市聚焦现代城市文化塑造，着力挖掘弘扬“三种文化”、培育打造“四个城市标识”。（石嘴山市委宣传部供图）

文化是城市的灵魂，是
一座城市走向诗和远方的
底气。

石嘴山市大武口洗煤厂
工业遗址公园广场中央的矿
工头像雕像、时光廊道、石炭
井宁夏工业纪念馆等时代留
痕，无不诠释着石嘴山这座
城市“形神合一”的独特气
质，记录她、讲述她、升华她，
是形成城市文学创作所依托
的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
支撑这座资源枯竭型城市转
型发展的原动力。继 2023年
成功举办首届宁夏城市文学
论坛之后，石嘴山市于今年
6月再次承办了关于城市文
学的盛会。曾经以工业闻名
于世的石嘴山，响亮提出“城
市文学”概念，主动扛起“宁
夏城市文学”大旗，成为国内
文学界热切关注的现象。

石嘴山市城镇化率高，
城市特色鲜明，人文底蕴深

厚，贺兰山的雄壮与粗犷、黄河的浩荡与奔放，
是石嘴山市独有的气质，移民文化、工业文化、
黄河文化、军旅文化等城市元素和工矿符号是
石嘴山文化的注解，传承发展并挖掘地域特
质，定位“城市文学、工矿文艺”，打造宁夏城市
文学新高地，是石嘴山文化事业兴盛繁荣发展
的潜力所在，也是把文化资源转化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美丽石嘴山的时代命题。

近年来，石嘴山市作家群紧紧围绕本地
丰富的工矿文化、移民文化、黄河文化、生态
文化等文学资源进行创作，创作出了一批小
说、散文、诗歌佳作，在《人民日报》《清明》《芳
草》《朔方》《天津文学》《星火》《青海湖》等省、
市级以上报刊发表，部分被转载或获奖。经
过培养、擢拔、引领和传帮带，该市逐渐形成
了一支年轻的创作队伍，创作的小说、散文、
评论在《中国校园文学》《朔方》《延河》等刊物
上纷纷亮相。

2023年 5月，首届宁夏城市文学论坛在
石嘴山市举行期间，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钟发
权、石舒清，以及徐峙、郎伟、金瓯等区内外文
学名家齐聚石嘴山市，与广大文学爱好者共
话“城市文学、工矿文艺”。其间，宁夏城市文
学学会成立。2024年 6月，第三届“宁夏城市
文学周”暨“宁夏城市文学活动”在石嘴山市
举办，刘庆邦、黄亚洲、陈仓等一众文学大咖
再次论道“城市文学、工矿文艺”。其间，公布

“石嘴山·宁夏城市文学奖”评选办法。这一
切，都为石嘴山市进一步擦亮“城市文学”品
牌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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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黄河九十九道弯，弯转流来宁
夏川，弯弯的手臂八百里长，牵着沙坡头
中卫流往石嘴山。”声音稚嫩的儿童演
诵，营造出“黄河岸边是我家”的意境，引
发了观众深深的情感共鸣。近日，“把我
的爱读给您听 礼赞新时代 爱上一座
城”石嘴山市 2024年大型诗文朗诵活动
成果展演，在石嘴山市文化馆精彩上
演。这场充满激情与诗意的盛会，吸引
了众多诗歌爱好者和各界人士齐聚一
堂，共同感受诗歌的魅力。

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在石嘴山市呈
现出新气象，开创了文化繁荣发展新局
面。石嘴山市从顶层设计到各县（区）各
部门积极推动，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
华文化活力奔涌。近年来，古越、吴全
礼、苏子、杨军民等本土作家在城市文学
方面显现出很强的实力。散文方面，薛
青峰、许乐江、万吉晨及岳昌鸿、王淑萍、
赵玉林等作家都有书写城市的佳作问
世，其中，薛青峰的作品荣获宁夏文学艺
术评奖一等奖，王淑萍的散文获《朔方》文
学奖。诗歌方面，涌现出马中骥、白闻钟、
万里鹏、马钰、邱新荣、阿康等一批诗人，活
跃在宁夏乃至全国诗坛。其中，梦南飞的
作品获中外散文诗学会举办的散文诗国际
大赛金奖，王跃英获 2022中国诗歌春晚

“全国十佳散文诗人”。石嘴山市的散文诗
创作不仅在宁夏一枝独秀，而且发展成为
令全国为之瞩目的散文诗创作重镇。

诗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石嘴山
市有相当漫长的工矿业发展史，当年曾
经聚集了五湖四海的热血青年，积累和

沉淀了几代人的命运故事和内心波澜，
而今又面临社会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时
代潮流，这一切都为打造城市文学和工
矿文艺提供了丰富源泉。对于石嘴山作
家而言，焕发卓越才情，立足于石嘴山市
的独特历史与文化，创作出思想精深、艺
术精湛的艺术作品，是必须认真完成的
光荣任务。”宁夏大学教授郎伟说。

正值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一周年之
际，站在新的起点，石嘴山市坚持以习近平
文化思想为引领，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
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深入挖掘文化资源，
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改革创新，凝心聚力
加快建设文化强市，促进文化资源转化
为新质生产力，不断为石嘴山市高质量
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和活力。以文化人、
以文兴城、以文兴业，石嘴山市积极探索

“城市文学”让城市变得更美好的务实举
措。聚焦城市特点，聚焦现代城市文化
塑造，着力挖掘弘扬“三种文化”（红色文
化、黄河文化、工业文化）、培育打造“四
个城市标识”（“五湖四海 自强不息”的
城市精神标识、“城市生活 文学承载”的
城市文学标识、“文旅融合 体育赋能”的
城市活力标识、“人人皆风景、处处树新
风”的城市文明标识）。近年来，出版了
《石嘴山故事》《爱上一座城——我和石
嘴山的故事》《石嘴山市城市文学丛书》
《传承里的石嘴山》《新时代遇见石嘴山》
《走进石嘴山》等书籍及拍摄了城市宣传
片《你好石嘴山》，致力于把石嘴山市打
造成宁夏城市文学的高地。

石嘴山市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石嘴
山市设立首个宁夏城市文学创作基地、

采风基地，成立首个宁夏城市文学学会，
设立首个宁夏“城市文学奖”，全市城市
文学取得了丰硕成果。现在的石嘴山
市，正发挥文化资源、创新基因、工业基
础等方面优势，向新写意，“城市文学”也
将以更多渠道和介质链接到一个城市的
未来，彰显文学的社会性功能与肉眼可
见的“经济效应”。下一步，石嘴山市将
挖掘和拓展具有石嘴山市地标和地域特
点的文化，将石嘴山市的文化定制成一
张带着春天般热度的名片，改进创新文
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通过讲好

“石嘴山故事”，全面展现“石嘴山担当”、
主动塑造“石嘴山形象”、广泛汇聚“石嘴
山力量”，用高水平高质量文化强市建设
的生动实践，为推进产业转型示范市建
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石嘴山篇章
助力赋能。

为聚力打造好“城市记忆 文学承
载”的城市形象标识，石嘴山市出台文艺
激励措施，激励广大文化文艺工作者积
极开展精品创作，涌现出一批有影响力
的作家，创作出了一批叫得响的精品力
作。用文化润心、文学助力、扶志扶智，

“城市文学”不仅涵养了全市文化文艺事
业的发展，更为展现石嘴山奋力建设产
业转型示范市的昂扬姿态提供了独特视
角，收获了一个文学助力城市发展的全
新思路。该市大力推进新时代文学攀登
计划，接续举办城市文学论坛（文学周）
系列活动，办好“石嘴山·宁夏城市文学
奖”，持续提升特色文化品牌活动影响
力，让城市文学的火种在石嘴山大地薪
火相传。

“城市文学”让城市变得更美好

如果给石嘴山这座城市贴
上一个标签，那一定是“工矿”
和“城市”这四个字。

1982年，张正民随父亲从
河北老家搬到石嘴山市，他的
父亲是石嘴山矿务局第二煤矿
的一名普通煤矿工人。“文学创
作是城市的指纹，打开城市历
史的最好方法莫过于书写这块
曾经沸腾土地上的故事，触摸
与之相关的脉络。一条河承载
了一座城的历史、孕育了一座
城的文明、催生了一座城的发
展。”宁夏作家协会会员张正民
介绍，城市塑造了作家，作家又
提炼了城市。“城市文学、工矿
文艺”这个石嘴山市特有的文
化气质和地方标识，大大提高
了“石嘴山文学”在全国文学版
图中的辨识度，这既是石嘴山
城市品格塑造的需要，也是读
者的心灵需要。

“铸造城市文学品牌、电影拍摄重镇、中
国散文诗创作重镇，我们充分发挥已形成的

‘城市文学’品牌作用，使之品牌化、产业化，
实现石嘴山文学走向宁夏文学第一方阵，在
全国文学领域有一席之地。”石嘴山市文联负
责人表示，下一步，着重做好“城市文学”基础
工作，协助做好“石嘴山·宁夏城市文学奖”评
选工作，依托《贺兰山》文学杂志，凸显“城市
文学、工矿文艺”主题，积极筹办“宁夏城市文
学馆”。在“中国散文诗创作基地”建设方面，
进一步加强扶持力度，与国内名刊名报联合
开展征文、采风活动，继续培育本土作家。以
充分彰显散文诗这一文学品牌为龙头，拓展

“贺兰山诗歌”整理和“河套文化”研究，积极
融入黄河文化建设之中，讲好“黄河故事”这
篇大文章中属于石嘴山的文学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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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届“宁夏城市文学周”暨“宁夏城市文学
活动”赠书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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