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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人寿周口中支开展“7·8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活动
7 月 5 日至 8 日， 按照监管部门

及分公司工作部署，平安人寿周口中
支 “7·8 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 ”活动
如期举行。市区、淮阳、西华、商水、郸
城 、沈丘 、鹿邑及项城网点积极开展
宣传活动。

2023 年 “7·8 全国保险公众宣
传日 ”主题为 “保险力量 ，为奋斗的
你加把劲 ”。 各网点工作人员在社
区 、 广场等地集中开展保险知识宣
传活动 ，通过悬挂主题条幅 、张贴宣
传海报 、发放保险宣传彩页等形式 ，

全方位 、 多角度向群众科普保险知
识 ，加强与群众的互动交流 ，提升公
众金融消费素养 。 充分发挥网点优
势 ， 因地制宜开展具有鲜明特色的
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 ， 帮助群众
提升风险防范能力 。

平安人寿 “7·8 全国保险公众宣
传日”活动开展以来，得到行业内外广
泛赞誉，已成为保险行业的文化名片，
是保险业普及保险知识、 倾听公众心
声、提升服务品质、塑造行业形象的重
要载体。 ③12 （平安）

工行周口分行开展夏季消防安全培训
������为扎实推进夏季消防安全工作 ，
消除安全隐患 ，近期 ，工行周口分行
组织开展夏季消防安全培训和防火

应急演练。
多年来 ， 工行周口分行压实安

全生产责任 ， 将保障人民群众生命
安全和财产安全作为重要工作抓严

抓实 。 7 月份以来 ，该行邀请消防救
援人员开展消防安全培训 ， 重点为
员工讲授防火防电安全知识 、 消防
器材的正确使用方法 ， 组织员工开
展消防应急演练 、 模拟火场自防自
救和疏散逃生等 ，厚植 “珍爱生命
安全生产无小事 ”安全理念 ，提高员

工消防安全意识 、 提升员工应急处
置能力 。 严格执行消防管理要求 ，该
行各级管理人员和各岗位人员切实

履职尽责 ， 全面开展夏季消防安全
隐患大排查活动 ， 通过现场突击检
查与网上巡查 ， 发现问题 、 堵塞漏
洞 ，解决问题 、严防风险 ，为全行安

全运营提供坚实保障 。
在此基础上，工行周口分行积极践

行社会责任，利用营业场景与设施，在
LED 屏幕、 网点电子屏幕和客户等候
区向公众广泛宣传消防政策， 普及消
防知识， 为消防安全群防群治作出积
极努力。 ②25 （李玉）

周口文学发展的里程碑
———著名作家看中国“文学之乡”周口

□记者 刘彦章 李硕 李瑞才/文 梁照曾/图

著名诗人、学者，《新京报》原编
委， 北京十月文学院原执行院长吕
约：“文学之乡”这个词，我是第一次
接触，我觉得很有感触，也让我想到
另外一个词———世界“文学之都”。
2019 年的时候， 我陪同曹禺先生的
女儿、作家万方去爱丁堡大学，举办
中国作家的海外推介会， 爱丁堡给
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它作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定的世界“文
学之都”， 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当
时爱丁堡正在举办爱丁堡国际艺术
节， 这是世界知名的五大艺术节之
一。 我在现场亲身感受到跟我们中
国的一些文学活动相比， 他们更强
调文学和艺术在整个城市生活中的
作用。 我当时非常震撼，感觉到他们
在整个城市层面对于艺术节的重
视， 城市街头所有的集市所有的年
轻人都进入了这个艺术的狂欢。 我
觉得这对于我们以后建设世界“文
学之都”，包括“文学之乡”都有启示
作用。

“文学之乡”，我觉得它是一个文
学的起源， 乡土应该是早于都市的，
中国的文学是从诗经从“文学之乡”
里孕育出来的，这样看“文学之乡”非
常有意义，要有更加基层的、更加深
植于中国大地的文学建设。 文学在一
个城市的文化建设里面能够发挥多
大的作用， 是需要包括政府支持、作
家创作、文化传承和发展等各方面共
同努力的，我们也期待，中国的“文学
之乡”能像世界“文学之都”一样，在
我们的文学和文化发展方面发挥重
要的作用。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主编、副编
审，中国小说学会理事宋嵩：祝贺周
口成为“文学之乡”，据说是河南省第
一个，我觉得这体现出的更多是地方
政府对于文学的重视程度，也许这个
城市有很深厚的文学积淀，但政府不
把它当成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就

不会去推动“文学之乡”的申报，从这
一点也可以看出咱们周口市委、市政
府对于文学事业的重视，我觉得这是
值得其他地方学习的。

中国作协从 5 月份开始，进行了
两轮调研，主要内容就是文学期刊的
生存状况及发展前景，通过全国文学
报刊联盟向全国将近 80 家文学期刊
和文学内刊发的调查问卷反馈，当下
各个文学期刊、文学内刊的生存状况
都比较困难。 我认为，一个地方应该
有一本文学期刊，首先是发掘、培养
当地的文学新人，其次是弘扬当地的
传统文化，第三就是凝聚当地的文学
创作群体。 文学期刊或者文学内刊应

该成为当地的一张文学名片，但是由
于种种原因，文学期刊和文学内刊的
生存举步维艰。 我觉得，作为中国“文
学之乡”， 周口应该把文学期刊的建
设作为重中之重，给本地的文学爱好
者提供一个发表作品的平台，让文学
爱好者相互交流， 促进文学发展，也
让“文学之乡”的牌子越来越响亮。

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传
记文学》编辑、中国小说学会理事、中
华文学史料学学会理事张云珂：我印
象最深刻的是周口市文学馆。 文学馆
实际上是博物馆的一种形态，我在中
国现代文学馆工作的时候，有个法国

教授跟我们交流，看到我们国家还有
为文学而建的博物馆， 他很惊讶，文
学馆在当时可是一个新生事物。 周口
市文学馆是一个城市的文化名片、是
作家的阵地、 是各界人士的会客厅，
功能毫无疑问是非常多元的，也是提
升地方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支撑点。 周
口市文学馆的建立对我的启发有两
点。 第一点，它可以为古代文化、古代
文学的研究提供地方视角，在研究方
面、在文化传承方面，都是一个颇具
启发力的地方视角、地方窗口。 第二
点，新时代地方文化建设，对传统文
化的重视、对地方文化建设的重视都
是全国性的，周口也可以探索咱们自
己的途径和经验模式。

“周口作家群”让我大吃一惊，说
实在的在全国各地作家群当中，“周
口作家群”队伍齐整、成就辉煌，这个
地方品牌，非常值得挖掘。周口市文学
馆也可以加入中国文学馆联盟， 成为
会员单位，相互交流。“文学之乡”重在
建设，现在授牌只是一个起点，以后重
在建设， 如果条件成熟可以试着做一
些周口当代作家论、 周口当代文献史
之类的文献集成。

著名作家马泰泉： 这一次回到家
乡，真正感到了高天厚土，周口的文化
底蕴深厚而长远。 我从小就对伏羲文
化、对《诗经·陈风》感兴趣，也得益于
此。 咱们市委、 市政府对文学事业的
支持不是一日之功，“文学之乡” 实至
名归。 在周口这片沃土上成长起来的
作家，给一点阳光一点雨露，就灿烂就
成长，尤其像我们这些业余作者，本身
就肩负着其他工作， 想要进行文学创
作就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和时间， 也更
希望自己的文字能变成铅字。 这就需
要一个承载的平台， 让文学爱好者去
挖掘文化底蕴， 去搞好文化建设。 我
们的文学馆，就是很好的平台，相关部
门可以适当筹措一些资金， 为文学爱
好者打造一片天地。 ②15

（上接 A3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