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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第六次代表大
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市文学艺
术界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尤其是国家领导人在文艺工作
座谈会和在中国文联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
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双百”
方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团结动
员全市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勇于担当崇高使命，
努力攀登艺术高峰，自觉追求德艺双馨，全市
文学艺术界人才辈出，文艺作品质量稳步提
升，精品佳作不断涌现，文艺形式丰富多彩，
郑州文艺影响力显著提升，郑州文艺事业发
展迈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

（一）加强领导，牢牢把握郑州文艺工作
的正确方向。文艺事业是党和人民的重要事
业，文艺战线是党和人民的重要战线。市文
联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扎实开展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

“两学一做”主题教育，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
加强改进群团工作的重要部署，不断增强文
联组织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切实履行
对各团体会员、文艺工作者和新的文艺组织、
新的文艺群体团结引导、联络协调、服务管
理、自律维权基本职能，积极发挥在行业建设
中的主导作用，组织完成十个市文艺家协会
换届工作。

（二）围绕中心，扎实开展系列主题文艺
活动。市文联在完成各项既定工作的同时，
紧紧围绕我市中心工作，开展了一系列主题
鲜明、特色突出、影响较大的主题文艺活动。

围绕重大时间节点开展文艺活动。围绕
庆祝党的十八大、十九大，改革开放 40周年
等，市文联及所属各协会举行由广泛文艺工
作者参与的“祖国在我心中”“为党放歌、为人
民放歌”“庆祝中国改革开放 40周年——中
外摄影对着拍”等系列文艺展演。围绕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电影、戏
曲、曲艺、音乐基层巡演，书法、美术、摄影巡
回展等。面对四川汶川、青海玉树等地区的
重大自然灾害，组织了一系列文艺募捐活
动。通过这些主题活动，引导广大文艺工作
者用艺术的形式，生动形象地体现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丰富内涵。

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文艺活动。为庆祝郑
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上升为国家发展战
略，在航空港区举办了著名画家画港区精品
展等文艺活动；为服务郑州创建全国文明城
市，举办“文明郑州”全国摄影展等系列活动；
为挖掘郑州历史文化，举办“写郑州”大型征
文活动；着眼文化援疆，开展了与哈密、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文联联合举办的“郑州与哈密”
书画交流作品展，并将郑州书画家作品无偿
捐献给当地文联，用于精准扶贫等。在市文
联的指导下，各县（市）文联围绕当地党委、政
府中心工作，也开展了精彩纷呈的文艺活
动。中牟县文联持续举办“雁鸣湖”笔会、诗
会；新郑市文联围绕黄帝文化和文化名人白
居易开展系列文艺活动；巩义市文联依托“杜
甫故里”，举办“杜甫国际诗歌节”系列文艺活
动；荥阳市文联承办“嫘祖文化节”和“李商隐
诗歌大赛”；登封市文联依托“天地之中”举办
大型读书、诗歌活动；新密市文联开展“书法
进万家”“杏花摄影节”等活动，在社会各界产
生了重大影响。

围绕宣传推介郑州开展文艺活动。会同
中国摄影家协会等单位，共同举办了“中国国
际摄影艺术节”、“中国国际摄影艺术展览”、

“中国中西部曲艺大赛”、“根亲中国”微电影
大赛、“一带一路”书法篆刻展、“一带一路”国
际电影交流展以及即将举办的“出彩郑州”中
国画线描展、郑州国际设计周等活动；配合黄
帝拜祖大典，举办“根亲中国”系列文化活
动。这些系列主题活动的举办，充分发挥了
文艺在鼓舞人心、凝聚力量、增强共识、促进
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为推动郑州经济社会
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服务大局，全力抓好文艺精品创
作。六次文代会以来，市文联始终坚持以“出
精品、出人才”为文联工作重点，着力培养优
秀文艺人才，组织主题文艺创作，一大批思想
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脱颖而
出，唱响了时代主旋律，实现了艺术多样化，
呈现出繁荣活跃、人才辈出的文艺事业发展

新局面。
文学事业硕果累累、成就喜人。我市在

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小小说、杂文、文
学评论等各个门类，涌现出了在全省乃至全
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鱼
禾长篇散文《驾驶的隐喻》获《十月》文学奖，
《界限》获人民文学奖；程韬光长篇历史小说
《诗圣杜甫》被列为中国作家协会重点扶持项
目，获中国当代小说奖，《碧霄一鹤——刘禹
锡》被央视朗读者列为推荐书目；陈铁军的中
短篇小说集《有种打死我》获全国少数民族文
学“骏马奖”，根据其作品改编的电影《杀生》，
取得较好的口碑和票房；邓万鹏的诗集《时光
插图》、杜立新的《圣人开花》、赵福海的《南丁
与文学豫军》、申剑的《寸刀》、刘峰辉的《篡
唐》、王刚的《对决》、宋云龙的《乐土》、董陆明
的《拉锯地带》、黄海碧的《与幽暗约会》、韩露
的《冬之语》、孙晓玲的《如何做人》、邹相的
《太阳花》、常松木的《嵩岳烟雨》、陈红旭的
《陈门》、蔡越涛的《香玲珑》等都在社会各界
产生较大反响。《百花园》《小小说选刊》被评
为国家优秀期刊，累计出版发行1289期。

书法创作传承创新位于全国前列。近年
来，书法家协会组织开展了“商鼎杯”“商都墨
韵”“墨缘展”等全国书法品牌活动，在全省乃
至全国形成较大影响。郑州老艺术家、女子
书法和少儿书法活动精彩纷呈。李刚田的书
法、篆刻和书法论著在当代书坛产生较大反
响，王晨的《王晨篆刻心经》等在社会上产生
巨大影响。王晨、许雄志、谷松章、曹向春、顾
建全等 50多位书法家的作品在全国书法兰
亭奖、全国书法展等重大展赛中获奖。入选
数量和获奖数量上均居全国省会前列。钟海
涛作品《章草全集》斩获第二十六届“金牛杯”
优秀图书奖，李国昌、王富强等人的书法作品
得到海外华人的认可和赞美。

美术事业蒸蒸日上、佳作迭出。在全国
性的单项画种和综合美术大展中入选作品
近 200 件，在各级报刊、杂志上发表各类美
术作品逾 6000幅；举办各画展 400多项，出
版展览作品集及个人作品集约 100 本。禹
化兴、白金尧、左国顺、丁万春等人的作品受
到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可。美术家协会组织
画家进行创作采风活动，开展到上街区、荥
阳、航空港区等“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美术
家志愿者走基层服务活动，举办新人新作作
品展、出彩郑州雕塑作品展等一系列具有较
大影响的展览活动。

剧坛曲艺百花齐放、万紫千红。多年来，
共创作剧本 100 多部，见于舞台二十余部。
其中，由著名表演艺术家虎美玲主演的戏剧
电影《新大祭桩》获美国世界民族电影节最佳
戏剧电影奖；王明山创作的现代京剧《长征路
上》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市豫剧院演出的
豫剧《琵琶记》获第三届中国豫剧节剧目奖；
《都市阳光》获得国家艺术基金资助，荣获第
六届黄河戏剧奖最高荣誉——剧目金奖；市
曲剧团《新版白兔记》获第十四届河南省戏剧
大赛“文华大奖”；刘昌东主演的豫剧《斗笠县
令》获第十二届中国戏剧节“中国戏剧奖”。
河南本土方言曲艺《喷空》，五年来演出近
400场次。从市春晚、到省春晚、到央视，《喷
空》已经成为“中原文化新名片”。魏鹏、刘思
源、姜雪原通过郑州曲艺大赛荣获全国“走马
杯故事大赛”金奖；郑州曲艺家协会成功举办
五届“牡丹奖”曲艺大赛，发现曲艺人才，推出
曲艺作品，对郑州曲艺发展的贡献突出。通
过曲艺大赛推出的作品山东快书《面子》荣获
中国曲艺最高奖“牡丹奖”。

摄影艺术亦幻亦真、出新出彩。近些年
来，摄协工作亮点频出。成功举办 2016 和
2018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中国国际摄影艺
术展览、中外摄影对着拍、第三届“文明郑州”
全国摄影大展、郑州国际影像双年展、郑州市
第十届摄影艺术展览等专业活动，获海内外
观众一致好评，中央电视台《新闻直播间》《朝
闻天下》等四档节目对2018国际摄影艺术节
展的活动内容和现场盛况进行了报道。王河
宁、熊晔亮、周绿坡、崔书平先后获河南省摄
影最高奖——金像奖，孙建辉获中国摄协艺
术展金路奖，有力提升了郑州的摄影艺术影
响力，为展示和宣传郑州作出了积极贡献。

电影电视蓬勃发展、崭露头角。近些年，
郑州影视得到快速发展，涌现出了一批优秀

编剧、导演和影视作品。由乔竹、修庆、尚蔚
担任主创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献礼系列影片
《回家》斩获第十二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
奖、第三届亚洲微电影节“金海棠”奖；《轩辕
谣》获中宣部核心价值观优秀作品一等奖。
以新闻立台的郑州电视台，近年来也取得了
显著成绩：高质量完成拜祖大典、全国全省全
市两会报道、郑州国际马拉松等一系列重大
活动报道。联合全国40家电视台完成“献礼
改革开放 40周年”40集大型系列纪录片《四
十城 四十年》之《郑州在路上》，在40家电视
台同时展播，极大提升我市对外形象。由郑
州教育电视台创作的《国学公开课 2018——
教育的春天》获得中国教育电视优秀节目奖。

音乐舞蹈杂技繁花似锦、成绩斐然。在
音乐创作方面，王国良、阮志斌、宋清安分别
获得河南省第十届至十三届歌曲创作一等
奖；于舰等人获得歌曲演唱金奖，郑州合唱团
获得我省音乐合唱最高奖——金钟奖。耿
荣、牛雷莉、朱付军、赵敏等人获得河南省优
秀文艺志愿者称号。在舞蹈方面，郑州歌舞
剧院推出舞剧《水月洛神》《风中少林》《精忠
报国》等剧目，分别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河南省金奖”等多项大奖；舞蹈家协会组织
我市优秀团队在央视《群英汇》——郑州专场
演出中，小龙武院表演的《禅舞中原》和街舞等
节目赢得了现场阵阵喝彩。在河南省舞蹈大
赛中，舞蹈家协会被授予优秀组织奖称号。杂
技《荡杆飞绳》参加“第七届全国杂技大赛”，荣
获“文华奖金奖”、第 33届蒙特卡罗国际杂技
比赛“铜小丑”奖等。

民间艺术空前活跃、佳音频传。民间文
学搜集、整理、研究出版工作进展迅速，先后
出版了《巩义民间故事》《新密民间故事》等十
部作品。赵恩民的作品《紫气东来》获得“百
花杯”中国工艺美术精品奖金奖；王玲的黄河
澄泥砚堪称“中原一绝”，三次荣获中国民间
文艺最高奖“山花奖”。近年来，民协承办的

“我们的节日”影响也日益彰显。
（四）深入基层，切实做好文艺惠民工

作。坚持把满足基层群众精神文化需求、向
基层群众学习作为重要使命，扎实开展“送欢
乐下基层”“到人民中去”文艺志愿服务，开展

“向人民汇报”艺术成果展演等品牌活动。组
织文艺名家和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郑州农
村、矿区和生产建设一线采风创作，挖掘鲜活
素材，推出优秀作品。积极探索建立文艺志
愿服务长效机制，成立了郑州市文艺志愿者
协会，探索创新慰问演出、文艺支教、专家辅
导、展演展示、结对帮扶等服务形式，推动文
艺志愿服务取得显著成效，深受基层群众欢
迎和赞誉。多年来，市文联累计组织文艺志
愿者 2800 多人，开展“送欢乐下基层”活动
150 多场，直接服务基层群众 100 多万人
次。开展“送戏下基层”、曲艺“送欢笑”、爱国
电影少儿歌曲进校园、摄影书法师资培训等
一系列文艺惠民行动，推动“送文化”向“种文
化”拓展。

（五）提高站位，不断加强对文艺人才培
养。文联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文艺繁荣的基
础工程，持续下劲，常抓不懈，注重通过加强
思想引领、看重人品艺德、强调薪火相传、追
求创新突破，育人才、强队伍。各文艺家协会
市级会员人数已达 5714人。积极推进文艺
名家、名作、名品工程，不遗余力地发挥名家
大师的传帮带作用，大力提携褒奖青年后起
之秀，老、中、青、少文艺人才在国际国内舞台
上，都有优秀的表现。张艳萍主演的豫剧《琵
琶记》，参赛第二十七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演
出，成功摘取“梅花奖”桂冠，弥补了我市近
二十五年无人摘梅的缺憾。王宇梦、冯若宸
两位小朋友荣获第二十二届全国戏曲小梅
花大赛金奖；任三印、张娜、张兰珍、刘昌东、
张海龙、连德志获第十四届河南省戏剧大赛
文华表演一等奖；小樱桃动漫董事长张国晓
被授予“河南省文化产业十大领军人物”称
号，其制作的电视动画片《小樱桃之幽默宝
典》，被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国产优秀动画片。

（六）务实求真，进一步强化文联自身建
设。市文联高度重视自身建设，把加强行
风建设和职业道德建设作为重中之重。认
真贯彻“爱国、为民、崇德、尚艺”文艺界核
心价值观，严格遵守《中国文艺工作者职业
道德公约》，倡导讲正气、树正风、走正道。
发挥郑州文艺网、公众号等文艺媒体的舆
论监督作用，坚决抵制和批驳文艺领域各
类不良倾向和不正之风，得到了文艺名家
和广大文艺工作者的高度认同。积极关注
包括自由职业者在内的新文艺群体的思想
工作状况，加强互动联系，及时展示成果，交
流思想，进一步畅通文艺工作者各类诉求表
达的渠道，用全新的眼光和方式团结引导他
们发挥各自专业优势，成为繁荣文艺事业的
有生力量。深入研究郑州市文联深化改革
方案，突出问题导向，着力转变观念、转变职
能、转变作风，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不断
提升团结引导水平和行业服务管理水平。
大力推进信息化建设，初步形成了“网上文
联”新格局。

二、郑州市文联今后五年的工作谋划

今后五年，郑州文艺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切实履行“团结引
导、联络协调、服务管理、自律维权”的基本职能，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多出人才、多出精品，请进来、走出去，加大国际交流，为郑州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提升郑州
国际影响力，实现郑州高质量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当前主要的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将对文艺工作提
出更高层次、更多层面的需求。文艺是一定时代的文艺，这个时代的文艺一定要打上属于这
个时代的烙印。伟大的新时代及其带来的人们对社会生活和美好期盼，需要优秀的作品去描
绘、鼓舞和激励。为此，文艺必须要做好八个“坚持”。

（一）坚持把握方向，着力在党的领导上有新加强。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
文艺事业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加强和改进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本质上就是强调党对文艺
的领导。要始终坚持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把党的领导贯穿文艺创作、生产、演出各环节和全
过程。通过学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主要内容，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民族观、国家
观、文化观，创作生产出更多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二）坚持牢记宗旨，着力在“以人民为中心”创作导向上有新突破。社会主义文艺是人民
的文艺，以人民为中心，是我们党对文艺战线提出的一项基本要求，也是决定文艺事业前途命
运的关键所在。要团结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突出抓好青年文艺
工作者的理想信念教育，把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作为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要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文
艺生活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人民群众在享受文艺作品、参与文艺活动、满足文化需要
的同时，激发文化创造的内在活力，在全社会形成文化发展和文艺繁荣的崭新风貌。

（三）坚持服务大局，着力在“让中原更加出彩”上有新作为。好的文艺作品就应该来源于
时代生活，体现时代精神，服务时代发展。全面决胜小康社会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就要实现，
我们将迎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当前，全市上下正在以国家中心
城市建设为统揽，以“三区一群”建设为引领，努力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进程中走在前列，为中原更加出彩作出省会城市应有的贡献。广大文艺工作者要主
动把艺术追求融入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中，把艺术创作寓于时代进步中，潜心创作精品，
讴歌时代精神，展现时代风采。要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围绕迎接党和国家的重大
会议和纪念活动，聚焦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大力实施“郑州精神·郑州梦”等主题文
艺创作工程，集中推出一批歌颂党、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郑州的优秀文艺作品。继续举
办在全国和国际有影响力的文艺活动：“商鼎杯”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大赛、“文明郑州”全国摄
影展（郑州国际影像双年展）、郑州国际设计周、“根亲中国”微电影大赛、“一带一路”郑州国际
电影交流展，以及“牡丹奖”曲艺大赛、戏曲艺术进校园、原创音乐大赛等文艺精品的展演展
示、宣传推介，持续开展廉政小小说、党徽闪耀中原、方言曲艺《喷空》等一系列有特色有声势
有影响、引导性示范性较强的重大主题文艺活动，持续办好《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颁奖及研
讨会等系列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作品和文艺活动之中，用真
善美、正能量滋养人们的精神世界，彰显郑州文化软实力。

（四）坚持守正创新，着力在文艺精品上有新提升。文艺要坚持创新性发展，这是社会
主义文艺事业发展的灵魂。大力培育本土原创，突出中原文化特色，提高郑州文艺影响
力。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在继承优秀的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人类一切文明优秀
成果，挖掘整合郑州文化资源，自觉而大胆地创新文艺内容和形式、创新文艺题材和体裁，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博采众长，推陈出新，创作出融民族风格和时代精神为一体，群众喜闻
乐见、具有中原特色和气派的优秀作品。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深入挖掘素材、拓展题材内
容，勇于创新、精雕细琢，自觉克服粗制滥造，努力提升作品的思想深度、文化内涵、艺术价
值和制作水平。要确立和扶持一批精品工程，组织创作一批文艺精品，积极角逐全国以及
国际各类文艺大奖。精心组织文艺精品的展演展示、宣传推介，持续开展一系列有特色、有
声势、有影响的重大主题文艺活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活灵活现地体现在文艺作品和
文艺活动之中，用真善美、正能量滋养人们的精神世界，构筑新时代文艺发展高峰。推进文
艺对外开放，开展国际文艺交流。利用好“中国国际摄影艺术节”、“一带一路”国际电影交
流展、郑州国际设计周等文化交流平台，创新文艺交流渠道，坚持走出去、请进来相结合，邀
请省外、国外知名文艺家和优秀文艺作品来郑州交流；组织我市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到省外、
国外交流；以举办展览、学术访问或建立艺术联盟、组织学术论坛、研讨等形式，讲好中原故
事，传播中国声音。

（五）坚持务实重干，着力在文艺惠民上有新成效。要更加务实地推进“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主题实践活动，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加大对体验生活、采风创作、慰问演出、结对帮扶的支
持力度。引导广大文艺工作者走到生活深处，增进人民情怀，推出更多反映人民心声、鼓舞人
民斗志、深受人民喜爱的优秀作品。加大组织协调和资金投入力度，制定完善激励保障机制，
建立成果展示传播的平台，激发文艺工作者深入生活、扎根人民的热情和动力。加大中青年
文艺人才的培养推介力度，热情服务老艺术家，广泛深入开展文艺志愿服务，积极建设网上文
艺之家，提高服务管理水平，更加务实地推进文艺惠民工作。

（六）坚持批评引导，着力在文艺评论上有新活力。“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
文艺评论是文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要积极发挥引领作用，通过评论实践大力提倡和引导
文艺工作者们在创作时努力追求高尚格调、高雅品位、崇高责任的文艺作品。要发挥文艺评
论的批评功能，坚守文艺批评的艺术品位和职责，旗帜鲜明地褒优贬劣、激浊扬清，抵制文艺
创作的低俗趣味、庸俗做法和媚俗倾向。要加强阵地建设，加大人才培养力度。在《小小说选
刊》《百花园》等刊物以及全国的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加强郑州文艺评论基地建设，成立专
业委员会；强化“两微一端”等新媒体评论阵地建设，开展网络文艺评论工作；努力加强对重点
文艺作品、文艺现象的评论引导，催生精品力作、推出优秀人才。

（七）坚持人才为先，着力在加强队伍建设上有新提高。广大文艺工作者要牢固树立“四
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落实“两个维护”，把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特别是将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作为首要政治任务，认真学
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落实到工作中、行动上。要采取送出去学、研讨中带、展赛中比、分课
题研等形式，加大对包括新文艺团体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培训帮带力度。要把提高质量
作为文艺作品的生命线，在当名家、出名作上带好头。要不断壮大有智慧有才情、敢担当敢创
新、可信赖可依靠、讲互助讲奉献的文艺团体，努力建设一支学习型、创新型、服务型、廉洁型
的文联干部队伍，把文联建成覆盖面广、凝聚力强、温馨和谐的文艺工作者之家。

（八）坚持深化改革，着力在文联自身建设上有新转变。全面深化改革是当今中国的大趋
势、大战略。文联要“深化改革、加强引领、加强联络、增强本领、加强沟通”。对新形势下文联
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必须要以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加快自身改革。要坚决贯彻落实市
委关于深化郑州市文联改革的重要决策部署，以增强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为主线，以密切
联系文艺工作者和转变职能、转变作风为重点，促进各协会平衡发展，切实加强组织领导，细
化分解改革方案，明确改革重点和责任分工，统筹协调、稳步推进领导体制、运行机制、组织设
置、工作方式创新。要加快理念创新、制度创新、服务创新，抓住制约文联工作的突出问题，找
准改革的聚焦点和突破口，在解决问题中提升素能。不断增强改革的系统性、协同性，为基层
文联改革发展提供重要
指导和示范，确保改革
取得扎扎实实的成效。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围
绕中心、服务大局，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守正创
新、砥砺奋进，为繁荣发
展郑州文艺事业，为高
质量建设郑州国家中心
城市作出新的贡献，让
中原更加出彩！

郑州市文联

讴歌新时代 谱写新篇章

努力推动郑州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努力推动郑州文艺事业大发展大繁荣

一、郑州市六次文代会以来的工作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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