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的“雁鸣湖金秋笔会”当之无愧
地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文学盛会，它的影
响力日益广泛也日益提升，正越来越受到
人们的关注。

当中国诗歌学会已故的连续三任会
长雷抒雁、韩作荣、李小雨，河南省诗歌学
会已故会长马新朝、现任会长张鲜明多次
出现在中牟讲学采风，当河南省文联现任
党组书记和文联主席王守国、邵丽连袂出
现在笔会的开幕式上时，当孙荪、李佩甫、
张宇、何向阳、何弘、杨晓敏、傅天琳、商
震、大卫等国内一大批著名的作家诗人先
后光临时，人们自然会感受到笔会的高大
上和非同寻常。

许多文艺大家对笔会都给予了很高
的评价。河南省作协副主席、原《百花园》
《小小说选刊》总编杨晓敏说，中牟的领导
在发展文艺事业上是很有远见的，中牟不
盛产作家，但能够吸引许许多多的作家来
到这里，利用文学来宣传中牟、讴歌中牟
不得不说是种智慧的选择。河南省文联
主席、作协主席邵丽说，笔会加强了省份
之间文学领域内的交流、合作与研讨，通
过丰富文学活动和专业切磋，为传承河南
文学创作的优良传统、打造新时代背景下
的中原文学高地积极接力。

据不完全统计，自2000年首届“雁鸣
湖金秋笔会”举办以来，还通过春季的“著

名作家看中牟”以及平时三五成群的讲学
采风，17年来先后有500多名作家诗人评
论家和媒体朋友应邀走进中牟、书写中
牟，创作出 1000多篇（首）以中牟发展和
人文风景为题材的各类新闻文学作品，
有些文章已经成为宣传中牟、推介中牟
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广告。如著名文学
评论家孙荪老师的《谁持彩练当空舞》，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著名作家李佩甫的
《中国有个地方叫中牟》，我国著名诗人韩
作荣的《雁鸣湖》《孔子回车处》，李小雨的
《致中牟》，傅天琳的《到了中牟》，河南省
文联副主席、河南省文学院院长何弘的
《水润天成的中牟》，著名作家张宇的《官
渡桥怀古》，王剑冰的《俊男潘安》，河南
省委政策研究室专职副书记作家李同昌
的《郑州向东是中牟》，田中禾的《过年
三题》，杨东明的《对决的是做人的格
局》，鱼禾的《去中牟》，宋志军的《到中
牟定居去》，女诗人如月的《中牟，想说爱
你很容易》组诗等。中牟县文联在去年 9
月底举办的“喜迎十九大 放歌新中牟·雁
鸣金秋首届诗歌朗诵会”上，邀请河南卫
视各频道节目主持人组成的朗诵名家们
朗诵的作品全部来自“雁鸣湖金秋笔会”
作家诗人们的作品。目前，中牟县委、县
政府对“雁鸣湖金秋笔会”这一文化品牌
加大扶持力度，县文联对历届金秋笔会

收集作品进行一一整理，结集出版了《雁
鸣金秋·诗歌卷》和《雁鸣金秋·散文卷》，
当两本厚厚的图书放在案前，怎不让人
为这一文学盛会获得的丰硕成果而倍感
欣慰。

面对“雁鸣湖金秋笔会”这一亮丽的
文化品牌，许多业内领导也对此寄予厚
望。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文艺评论家
协会主席王守国说，“欲穷千里目，更上
一层楼”，“雁鸣湖金秋笔会”已经举办了
6届，希望笔会能产生越来越多的接地
气、沾泥土、带露水，反映拥抱当下现实
的文艺作品。他鼓励作家诗人们用愉快
的心情感受中牟的魅力，用妙笔让美丽的
中牟“生花”。

邵丽说，文学活动能拓宽文学创作者
的阅读与观察视野，拉长写作半径，切实
成为文艺创作的原动力，为制作精良的文
艺创作打好基础。她寄语笔会，金秋是收
获的季节，“九月授衣，十月获稻”，希望大
家通过“雁鸣湖金秋笔会”，在这个温暖而
美好的时节能有更多的收获。

是啊，风吹雁鸣，诗意金秋，这是一个
收获的季节。伴随着中牟的快速发展，
“雁鸣湖金秋笔会”这张亮丽的文化名片
也一定会越办越好、越来越亮，焕发出不
尽的文化魅力，雁鸣湖的文学大雁也一定
会展翅翱翔在祖国的蓝天……

中牟县不仅有着优美的生态环境、悠久的
历史和底蕴深厚的传统文化，更有拼搏进取
“一年干几年活，一人干几人活”的中牟精神。
笔会上，中牟县委副书记、县长楚惠东常常充
满自豪地向作家诗人们介绍，中牟作为“中原
之中”，自西汉初置县以来，已有 2200多年历
史，是历史上最早的萑苻泽奴隶起义、我国军
事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战例官渡之战发生地，
也是文字鼻祖仓颉、道家名师列子、西晋著名
文学家美男子潘安、民族英雄史可法等历史名
人的故乡，域内还有孔子回车处、箜篌城、梁惠
王墓、官渡古战场、寿圣寺双塔等历史遗迹风
景名胜。

作为“两市抬一县，一路通三城”的中牟，
其独有的区位优势让人羡慕。身处郑汴之间，
“三区”叠加、“四区”环绕，拥有航空、高铁和
高速的交通优势。近年来，中牟县充分发挥
这些优势，抓住机遇，乘势而上，经济实力日
益增长，2014年位居全省第 46位，2015年上
升到 29位，2016年又跃居第 7位。而在全省
县域经济发展质量评价中，中牟的发展效益
居第一位，发展规模水平居第二位。在世界
品牌大会第 10届年度峰会上，中牟被评为最
具投资潜力特色示范县。楚惠东还充满信心

地介绍，当今的中牟县给自己定下了一个新
的目标：“十三五”期间，中牟县要阔步全省前
五强，跻身全国百强县。

与这些优势相比，中牟还有一个更加独
到的优势，就是历届县委、县政府对于传统
文化的弘扬和对现代文化的创新发展。近
年来，中牟县利用经济发展优势发挥文化优
势，做大做强时尚文化创意旅游产业，谱写
了一篇通过创新现代文化、发展地方新兴产
业的文章，编制完成了《中牟县历史文化传
承与发展五年行动计划》书。2017年新年伊
始，中牟印发《关于加强文化建设打造文化
强县的意见》县委一号文件，县财政投资 100
万元设立“潘安文学艺术创作奖暨优秀传统
文化传承奖”。与之相配套的是，拨付 800万
元资金，在全县实施“双优”（优秀传统文化、
优秀文化作品）“双带”（带动传统文化发掘
传承、带动乡风民风改善）文化惠民工程，成
立优秀文艺节目演出小分队全年演出 200多
场覆盖中牟城乡。这些举措都是中牟独有
的大手笔。

“雁鸣湖金秋笔会”正是在这种良好大环
境的助推下跨越时空近 20年规格得以逐年提
升，茁壮成长。特别是 2014年时隔 10年以

后，重新启动“雁鸣湖金秋笔会”以来，中牟县
委、县政府更是把笔会作为发展文艺事业的
一个重要窗口和对外推介中牟宣传中牟的重
要载体和平台，书记、县长带领四个班子领导
更是亲力亲为，直接参与到笔会的筹办举办
之中来。

17年来，作为历届笔会的策划者和组织
者，中牟县文联主席王银玲对此感触颇深。
她在不同场合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感
激、感谢、感恩”六个字。她说，如果没有省
市宣传文联等部门和全县各职能单位的大
力支持与配合，没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诗
人评论家的积极参与，笔会要想圆满举办是
不可能的。每次笔会举办之前，县主要领导
都会亲自过问、提出意见，分管领导亲自上
阵，他们的热情感染着每一位前来的客人。
而来自五湖四海的作家诗人们，他们不仅被
中牟这个美丽的地方所吸引，被笔会的自身
魅力所打动，他们更感动于中牟县领导对文
学事业的鼎力支持，感动于笔会组织者的热
情相邀和周到服务。正是这方方面面的力量
汇集到一起，才使得雁鸣湖金秋笔会像雁鸣
湖上空的大雁一样，展翅飞翔，越飞越高，越
飞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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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来先后有500多位全国各地知名作家和诗人走进中牟写中牟，创作各类文学作品1000多篇（首）

好一张亮丽的名片
——中牟县“雁鸣湖金秋笔会”掠影

坚持“五位一体”布局
全面快速发展的辉煌成就

有一句话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
而“雁鸣湖金秋笔会”的一路走来，却更多
地彰显了一个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巨大
成就对于文化繁荣的促进和支撑作用。近
年来，中牟县作为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建设、
中原经济区、郑州都市区、郑汴一体化的核
心区域和重要的战略支点，兼容并储郑州
和开封两市的发展禀赋和后发优势，科学
布局，“五位一体”，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地
方特色、丰富魅力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之路，
形成了新兴汽车工业、现代农业和时尚文
化创意旅游产业三大主导产业。不仅迅速
占领了郑州乃至全省的发展高地，而且打
造出一个具有田园风光、自然和谐的美丽
乡村都市，被誉为中原地区一颗明珠、省会
郑州的后花园。

在 2017第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期
间，来自北京的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
何向阳深情地表述了她对中牟的深深喜
爱。在她眼里，中牟是个颇具吸引力的地
方，这里不仅有雄伟的在建黄河官渡大桥、
高速公路和铁路，还有时尚的奥特莱斯、方
特欢乐世界，以及碧波荡漾的雁鸣湖、绿意
盎然的绿博园、极具江南风情的静泊山庄
和田园气息的现代农业示范园，走在中牟
的大地上，到处是环廊相连、水绿交融、环
境优美、生态文明的景观。她盛赞美丽中
牟就是美丽中国的一个缩影，在建设美丽
家园宏伟蓝图中，中牟已经踏上了一个新
征程，而这些，其实也正是吸引每一位来到
中牟的作家诗人的所在。

来自河北《沧州日报》的副刊部主任
高海涛可以说是亲眼见证了“雁鸣湖金秋
笔会”举办的全过程。“雁鸣湖金秋笔会”
举办了 6届，他除了错过 2015年举办的第
四届诗歌专题笔会，先后参加过 5届雁鸣
湖金秋笔会，每次来到美丽的中牟，高海
涛都会看到不同的风景。如今让作家诗
人流连忘返的绿博园、方特欢乐世界、静
泊山庄、雁鸣湖风景区，还有让他们非常
震撼的中牟县规划展览馆、汽车工业园，
在高海涛的眼里，这些都是近 20年来从
无到有，依次展现在世人眼中的。每一次
笔会带给他的不仅是文学的交流和创作
的灵感，更多的是对于这个地方日新月异
的巨大变化所带来的心灵震撼。正是这
些巨大变化，才吸引着他一次又一次踏上
这方热土。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中牟县这
些年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雁鸣湖
金秋笔会”又怎么能让前来的作家诗人们
获得源源不竭的原始素材和创作灵感。
而笔会的影响力和空前的盛况也是在这
近 20年里逐步形成的。这些年，也是中
牟县快速发展的 20年。可以说正是中牟
县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为笔会注入
了无限的生机和活力、提供了丰富的创作
素材和源源不断的创作源泉。

笔会是作家的摇篮，更是思想沟通交流碰撞的盛宴，中牟县“雁鸣湖金秋笔
会”时空跨越17年，已经连续举办了6届，有500多名作家诗人先后走进中牟、书
写中牟，全国各地的文学艺术家们为中牟创作各类作品1000多篇（首），在全省乃
至全国都不多见。在中牟县对外众多引以为傲的成就当中，“雁鸣湖金秋笔会”无
疑已经成为其中最亮丽的一张名片展示给世人。作为有幸参加多届笔会的一名
作家，我被“雁鸣湖金秋笔会”的魅力所吸引，更对这张名片背后丰富的内涵和底
蕴所折服。 通讯员 宋志军 文/图

坚持文化自信，大力弘扬传统文化，创新现代文化的智慧

前来参加笔会的作家诗人评论家和
国家、省、市的媒体朋友，除了被中牟美丽
的风光和璀璨的文化所吸引，他们的内心
也为中牟县广大党员干部热爱家乡、爱岗
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所感动。一位参加
笔会的诗人写道：“因为你已经深深地爱
上了，这个古老的地方，这方美丽的热土，
你爱上了她都市的繁华，你爱上了她田园
的静幽，你爱上了她勤劳的人民，你爱上
了她奋进的公仆。你用诗的情怀招来客
人，让他们相聚在金秋，一首首诗歌以你
的名义，从四面八方飞出，他们歌颂你，更
歌颂你深爱着的中牟。”（摘自《雁鸣金
秋》·诗歌卷）。这首题为《雁鸣湖的情思》
的诗歌道出了许多来此参加笔会的作家
诗人的共同心声。他们满怀激情地来到
这里，不仅为这里美丽的风景而陶醉，也
为这里飞速的发展成就和人们的热情好
客而感动。

王银玲就是这些人群中的典型代表，
她在2014年卸任10多年的县委宣传部副
部长第二次出任文联主席后，就向时任中
牟县委书记的路红卫建议重新启动“雁鸣
湖金秋笔会”，得到路红卫的充分重视和
大力支持。笔会筹备期间从北京传来喜
讯，习近平总书记在京出席全国文艺座谈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使王银玲欢欣鼓舞更
加坚定了举办笔会的信心。近 20年来，
作为一个县级文联主席持续举办“雁鸣湖
金秋笔会”，且不断升级完善。一年胜似

一年景，楚惠东在 2017年 11月 4日盛况
空前的第六届雁鸣湖金秋笔会的开幕式
上面对来自全国16个省、市、自治区的作
家诗人和新闻界的朋友自豪地说，中牟文
联干了一件中国文联和省文联都称赞的
事。每届笔会王银玲都会直接或是间接
通过天南海北的作家诗人朋友邀请到不
少来自全国的文艺大咖前来参会，其规格
和影响丝毫不亚于国内和省内的一些重
大文艺活动。这中间饱含了王银玲的真
诚热情与大量心血。尽管每次笔会结束
都会把她累得要死，但是每年笔会过后她
仍会乐此不疲，继续策划操持着下年的笔
会，支撑她不断干下去的最大动力恐怕就
是她对家乡的深深热爱和骨子里的饱满
工作热情及无私奉献的敬业精神。在众
多前来参加笔会的作家诗人中间，王银玲
是他们印象最深刻的人，不仅是直接接触
得多，还有她身上体现出的鲜明个性特征
和活力。她极具穿透力感染力的笑声让
不少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透过她
的热情、真实与真诚看到了中牟县广大党
员干部的精气神。当然，作家诗人们通过
笔会认识的不只是王银玲一个人，还有中
牟县历届县委、县政府和宣传部门的主要
领导和参与笔会服务的那几个跑前跑后
的普通工作人员，他们匆忙的身影、自信
的谈吐无不对外展示了中牟这个特殊地
区的良好形象。

当中牟县委书记潘开名忙完市里会

议匆忙赶回县里出现在自助餐厅和作家
诗人们一起用餐时，人们从他的微笑和朴
实暖心的话语当中更能感受到中牟人民
的厚道和真诚。楚惠东被王银玲戏称为
致辞专业户，6届雁鸣湖金秋笔会其中 3
届都是楚惠东代表县委、县政府致欢迎
辞。他给作家诗人们留下的印象也很
深，作家诗人们不仅为楚惠东风度翩翩、
自信俊朗的个人形象和风趣幽默的言谈
举止而倾倒，更从他满怀自豪、饱蘸感情
的历次致辞中感受到他强烈的事业心和
饱满的干劲儿，还有对中牟这方土地的
深情。

“雁鸣湖金秋笔会”在历届县委、县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不但成功举办了 6届，
而且在对外宣传中牟推介中牟、在讲好
中牟故事提高中牟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随着笔会产生的
一篇篇一首首歌颂中牟、赞美中牟的脍
炙人口的文学作品随着现代传播手段
飞向祖国的大江南北的时候，中牟的很
多亮点和美丽风景就插上翅膀展现在
了世人面前。道家名师列子、西晋文学
家美男子潘安、民族英雄史可法、中牟
规划展览馆、寿圣寺双塔、箜篌城遗址、
官渡古战场、绿博园、方特欢乐世界、
静泊山庄、现代农业示范园、雁鸣湖、
鹭鸣湖等人文风景名胜以及中牟人民干
事创业的热情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熟悉和
向往……

中牟县党员干部的群体形象和日益美好的中牟对外形象

文艺大咖云集和文学创作交流的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