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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语说：“冬吃萝卜，夏吃姜。”6月13
日，记者来到五通桥区西坝镇建新村生
姜种植基地，放眼望去，成片的大棚里，
生姜绿油油的枝干一簇一簇地排列着，
村民们忙着挖出生姜，再经过精心挑选
和修理后，整齐装箱，发往成都、重庆、自
贡、宜宾等地。

最近，生姜进入平稳量产期，五通桥
区西坝生姜合作社负责人万志强忙碌了
起来，他手拿铁锹将油枯、砂糖、水和发
酵剂搅拌混合，制作纯天然无污染的有
机肥，再存放发酵，为施肥待用。自2000
年开始种植生姜，万志强摸索出自己独
有的种植模式，并且大胆创新，一年种两
季生姜，实现夏收白姜，冬收锅炉姜，以
此提高土地利用率和收益。

“今年种植生姜200余亩，预计亩产
2000 公斤左右，全年两季生姜收入约
400万元。”万志强告诉记者，除了直接售
卖鲜姜，合作社还对生姜进行二次加工，
制作生产泡姜、糖醋姜等品类，进一步提
高生姜的附加值。

在生姜种植基地的大棚里，工人们正
手拿锄头，弯腰刨土，蓬松的土壤掉落
后，显露出鲜嫩的生姜，放入框中，再集
中运输堆放到一处，进行修剪、分拣、装
箱一系列流程，现场十分热闹。建新村
村民赵志琼正忙着给生姜装箱，她说：

“家里的土地流转出去种植生姜后，我就
来基地工作了，每天收入上百元，年收入
2万元左右，而且离家近，很方便。”

“目前，全镇的生姜种植面积约5000
亩，年产约1.2万吨，今年总产值6000万
元左右。”西坝镇乡村振兴办主任李莎介
绍道，“接下来，我们将对接更多企业，对
西坝生姜加工进行创新，并与电商平台
合作，进一步畅通生姜销量，提高农户收
益。”

据悉，西坝生姜已成为五通桥区传统
优势产业和特色农业产业，常年种植早
春反季节、错季节、秋延后仔姜及调料
姜、种姜面积2.5万亩左右，产量5万余
吨，年产值6亿元以上。2004年“西坝生
姜”获得农业部无公害农产品认证，2014
年获得农业部地理标志保护农产品认
证，2022年依托“生姜+”建成省三星级
五通桥区稻菜现代农业园区，促进了西
坝生姜产业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目前，五通桥区正在向国家知识产权
局申报“西坝生姜”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并出台了《五通桥区支持生姜产业发
展的八条措施》，为更好地做大做强西坝
生姜产业，延伸产业链和融合发展奠定
坚实基础，继续将“西坝生姜”建设为该
区特色农业的金字招牌和特色品牌，进
一步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 实习生 万燕西 记者 赵径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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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刘书杰 记者 赵径 文/图）目前，位于井研县
纯复镇红庙村的500亩李子正式进入采摘阶段，处处是硕
果累累的丰收景象。

近日，记者走进井研华军种植养殖家庭农场，漫山的
李子树错落有致、长势喜人，树上的果实散发着清新果
香，一颗颗饱满圆润、青紫相间的果子，在阳光下显得格
外诱人，让人垂涎欲滴。几十名果农手持农具，熟练地在
树林里采摘、搬运，一辆辆运输车也忙碌地穿梭其中。

在山下的李子分拣场地，同样也是一片繁忙，果农们
正忙着对运来的李子进行分拣、装箱、打包，一箱箱李子
只待装车发货。

收购商陈燕说：“红庙村的李子口感好、品质好，历年
销量都很不错，我们每年都要在这里进货，今年预计收购
李子20万斤左右。我们主要的销售渠道为各类电商平
台、大型超市和批发市场等。”

据了解，“五月脆”又叫“脆红李”，果皮殷红、果香浓
郁，其肉质细腻、口感爽脆、酸甜可口，适合直接食用或者
制作各种水果餐点。据井研华军种植养殖家庭农场负责
人吴江华介绍，红庙村气候条件得天独厚，光照充足、气
候温和，十分适宜李子生长。“农场种植的李子有500亩左
右，品种有五月脆和蜂糖李，五月脆大概在5月到6月初
开始上市，7月份紧接着蜂糖李将上市，今年总产值预计
有五六十万元。”吴江华说。

近年来，井研县纯复镇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关
键，坚持“绿色、生态、有机、特色”的发展思路，引进业主
发展李子、柑橘、枇杷等产业，提升山地利用开发效率，水
果的规模种植也为当地带来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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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乐山沙湾出生的郭沫若，是中
国现代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是
继鲁迅之后我国文化战线上又一面光
辉的旗帜。他学贯古今中西、才华卓
越、著作等身，曾担任中国文联主席近
三十年，扶持和帮助了成千上万文艺家
和文艺工作者的成长，对我国社会主义
文艺事业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
的贡献。为更好地学思践悟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
文化思想，进一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和中华美学精神，发扬“郭沫若”
文学艺术的时代价值，助力构建新时代
中国文学艺术体系和风格风尚，中共乐
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定于2024年6
月启动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评奖
工作，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指导思想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导，
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
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中国文联十
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重要讲
话精神，坚持“二为”方向和“双百”方
针，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以人民为
中心的创作导向，坚持创造性转化、创
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
领，以创作生产优秀作品为中心环节，
以艺术的、审美的、形象的方式为时代
精神赋形，不断推出精品力作，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更大的文学艺术力
量。

二、组织机构
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由中共

乐山市委、乐山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共
乐山市委宣传部、乐山市文学艺术界联
合会、乐山市归侨侨眷联合会承办，由
郭沫若文学艺术奖组织委员会（简称组
委会）、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评奖委员会
（简称评委会）具体负责组织、监督、评
选、颁奖等各项工作。组委会办公室设
在乐山市委宣传部，评委会办公室设在
乐山市文联。

三、评选原则
评选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坚持导

向性、权威性、群众性，严格标准，完善
程序，优中选优，宁缺毋滥。评选坚持

回避原则，有署名主创作品参评的，不
得担任专业评审小组成员，涉及直系亲
属主创作品参评的，需在评议、投票和
评审时回避。评选采取初评、终评和终
审三级评审程序，各级评审结果均面向
社会公示。

四、评奖对象
本届评奖周期内（2017年1月1日

至2023年12月31日，以版权页、期刊
号以及首次使用或展演、播映时间为
准），在省级及以上出版社、公开发行的
报刊、舞台、银屏、重要网络媒体等发
表、出版、展演、播映与获奖的文学、美
术、书法、摄影、音乐、舞蹈、影视、民间
文艺、戏剧曲艺、文艺评论以及沫若文
化研究成果等文艺作品。尤为欢迎以
四川（含乐山）或郭沫若为题材和背景
创作的文艺作品。

五、奖项设置
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设文学

大奖、艺术大奖和新人新作奖三个子
项。拟面向全国征集评选文学大奖作
品 3 部，每部奖励人民币 20 万元（税
前）；面向全国征集评选艺术大奖作品2
部，每部奖励人民币20万元（税前）；面
向乐山市文艺工作者、机关事业单位或
注册地在乐山的企业、社会组织，征集
评选新人新作奖作品20部（件），每部
（件）奖励人民币1万元（税前）。

六、参评要求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记录、抒写、讴歌新
时代；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要
求，展现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具有反映国家发展、社会进步、人民
创造、时代风尚的良好思想内涵和崇高
精神追求；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兼具思想性、观赏性，富有艺术
感染力。

（一）文学大奖
1.征集范围
评奖周期内首次公开出版的小说

作品集、汉语诗歌集、剧本文学集、散文
作品集、非虚构作品集、翻译作品集、沫
若文化研究成果集等。

2.申报条件
（1）参评作品须于评选周期内首次

公开出版，出版方为中国大陆地区经国

家批准的出版社（以版权页标明的第一
次出版时间为准）。

（2）参评作品须由申报单位（机构、
个人）独立或作为第一出品方创作出
品，并拥有作品版权、评奖申报权和奖
项荣誉权。

（3）参评作品必须具有一定社会影
响，发行量原则上不低于3万册（套），
以四川（乐山）或郭沫若为题材和背景
的文学作品，发行量原则上不低于2万
册（套）。

（4）参评作品字数原则上不少于
10万字。

（5）不接受多人合集、个人多体裁
合集、个人汇编的他人作品集、重译作
品参评。

（6）用少数民族文字创作的作品，
以汉语译本参评。

（7）本届翻译作品评选范围限于外
国文学作品的汉语译本。

（8）每个单位（机构、个人）限申报
一种（部）作品。

（9）参评作品未曾获得国家级以上
评奖活动奖项。

3.申报方式
文学大奖由作者本人、国内出版社

或由相关文学门类专家推荐，向评委会
申报参评。每件申报作品须填写提交
《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文学大奖参
评作品申报（推荐）表》（一式3份），提
供公开出版的作品原件10份，发行量
证明材料1份。

（二）艺术大奖
1.征集范围
评奖周期内首次公开在国内舞台、

银屏、重要网络媒体等展演、播映或获
奖的话剧、川剧、歌剧、舞剧、音乐剧等
具有较大影响力和传播力的作品。

2.申报条件
（1）参评作品须由申报单位（机构、

个人）独立或作为第一出品方创作出
品，并拥有作品版权、评奖申报权和奖
项荣誉权。

（2）以郭沫若文学艺术作品改编创
作的参评作品，应公开展演或在省级以
上媒体播映累计5场（次）以上，且主流
媒体对该作品展演的报道不少于15条
（次）；其他参评作品，应公开展演或在

省级以上媒体播映累计 30场（次）以
上。

（3）每个单位（机构、个人）限申报
一种（部）作品。

（4）参评作品未曾获得国家级以上
评奖活动奖项。

3.申报方式
艺术大奖由创作生产者（机构、个

人）或国内展演、播映单位或相关艺术
门类专家推荐，向评委会申报参评。每
件申报作品须填写提交《第八届郭沫若
文学艺术奖艺术大奖参评作品申报（推
荐）表》（一式3份），提供储存以下有关
资料的U盘2份：包含但不限于参评作
品展演、播映的完整视频及5分钟内的
精彩视频片段（高清MP4格式，需配字
幕，分辨率不小于1280*720）；演出剧
照、海报或节目单及主要创作演出人员
生活照（jpg 格式，每张大小不低于
2MB）；每场演出相关证明材料或新闻
报道。

（三）新人新作奖
1.征集范围
评奖周期内乐山市文艺工作者、机

关事业单位或注册地在乐山的企业、社
会组织创作的文学、美术、书法、摄影、
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民间文艺、戏剧
曲艺、文艺评论类作品。尤为欢迎以乐
山为创作主题、体现乐山特色的文艺作
品。

2.申报条件
（1）参评作品作者或第一出品方为

乐山市文艺工作者、单位或注册地在乐
山的企业、社会组织。申报单位（机构、
个人）独立或作为第一出品方创作出
品，拥有作品版权、评奖申报权和奖项
荣誉权。

（2）文学、文艺评论类。由中国大
陆地区经国家批准的出版社公开出版
发行的著作，发行量原则上不少于
1000册；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等，需在
核心期刊（文学、艺术类）或重要报刊上
发表，或至少获得一项省级及以上奖
项；文艺评论类作品字数不少于3000
字，尤为欢迎对郭沫若文学艺术作品的
评论。

（3）美术、书法、民间文艺类。参评
作品需在省级及以上宣传文化部门主

办的评选中获奖或展览中入选。
（4）摄影类。参评作品需在省级及

以上宣传文化部门主办的评选中获奖
或展览中入选；组照作品每件限4-12
幅，长期关注单元至少跨越3个不同的
年份，限20-30幅；人工智能AI合成的
影像不能参评。

（5）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戏剧曲
艺类。参评作品需在省级及以上宣传
文化部门主办的评选中获奖，或在省级
及以上舞台、银屏、重要媒体上展演、播
映，或在市级及以上平台展演、播映场
（次）累计不低于10场（次）。

3.申报方式
（1）文学、文艺评论类。由作者本

人、国内出版社或由相关艺术门类专家
推荐，向评委会申报参评。每件文学类
申报作品须填写提交《第八届郭沫若文
学艺术奖新人新作奖参评作品申报（推
荐）表》（一式3份），提供公开出版的作
品原件10份，发行量证明1份，或文章
发表原件1份，复印件10份（刊物带封
面、目录页、参评文章页，报纸带报头、参
评文章页）以及相关获奖证明材料1份。

（2）美术、书法、民间文艺类。由作
者本人或由相关艺术门类专家推荐，向
评委会申报参评。每件申报作品须填
写提交《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新人
新作奖参评作品申报（推荐）表》（一式3
份）以及获奖或入展相关证明材料1份，
提供作品原件或原件复制件（评选结束
后退还）或能展示作品全貌的10寸照片
（背面注明作品大小、尺幅、材质）10份，
如作品被收藏，另需提供收藏部门出具
的有效收藏证书复印件1份。

（3）摄影类。由作者本人或由相关
艺术门类专家推荐，向评委会申报参
评。每件申报作品须填写提交《第八届
郭沫若文学艺术奖新人新作奖参评作品
申报（推荐）表》（一式3份）以及获奖或
入展相关证明材料1份，提供作品10寸
照片10份，储存参评作品的U盘2份。

（4）音乐、舞蹈、电影电视、戏剧曲
艺类。由创作生产者（机构、个人）或展
演、播映单位或相关艺术门类专家推
荐，向评委会申报参评。每件申报作品
须填写提交《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
新人新作奖参评作品申报（推荐）表》

（一式3份）以及获奖或展演、播映相关
证明材料1份，提供储存以下有关资料
的U盘2份：包含但不限于展演、播映
完整视频（高清MP4格式，需配字幕，
分辨率不小于1280*720），剧照、海报
或节目单（jpg格式，每张大小不低于
2MB），音频（MP3或WAV格式）及曲
谱。

七、其他要求
1.同一件作品只能申报一个子项

奖。
2.同一位作者申报同类作品的件数

（包括与他人合作）不超过2件。
3.每件参评作品需同意并签订《第

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参评作品授权
书》（电影、电视、戏剧、曲艺、舞蹈等综
合性文艺作品须提供创作单位的书面
授权书并加盖单位公章，其他参评门类
的作品须取得每位署名作者的书面授
权书）。

4.除美术、书法、民间文艺（工艺）
类作品原件或复制件外，所有申报材料
均不予退回，请申报者自行备份。美
术、书法、民间文艺（工艺）类作品原件
或复制件通过邮寄方式报送，请自行录
制装箱视频并对作品进行保价，主办方
不承担在运输途中产生的遗失、破损等
责任，并在建议获奖作品名单公示（以
乐山日报刊登公示公告日期为准）结束
30日内取回，逾期将由主办方处理，恕
不予保管。

八、申报时间和地点
即日起至2024年 7月 31日（以邮

寄时间为准）为受理申报期，逾期不予
受理。

作品申报材料请邮寄或送达：四川
省乐山市市中区天星路36号，乐山市
文联“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评委会
办公室”收，联系电话：乐山市文联创联
部 0833- 2430165， 徐 老 师
15983377221，邮政编码 614000。所
有申报作品请同步发送《申报（推荐）
表》Word电子版至乐山市文联邮箱：
LSSWL0833@163.com。

（有关申报表，请关注“乐山文艺”
微信公众号下载）
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评奖委员会

2024年6月14日

第八届郭沫若文学艺术奖参评作品征集公告

五通桥区西坝镇

本报讯（罗建中 姜陶荥 记者 赵径）日前，记
者走进市中区牟子镇苏坪村的嘉州香葱现代产业
园万亩香葱示范基地，一片片绿油油的香葱长势
喜人。

据苏坪村党委书记陈海埝介绍，苏坪村种植香
葱已有20多年，种植面积1500余亩。该村年生
产、销售香葱4万余吨、产值2亿元，香葱远销海外
市场，年出口量2000余吨，创汇3000余万元。去
年，当地香葱收购价格可观，不仅鼓了村民腰包，
还坚定了当地发展香葱产业的干劲和信心。

近年来，牟子镇党委政府、苏坪村“两委”梳理
苏坪村古儿坝农文旅融合发展路径，确定香葱种
植的产业发展方向，成立了香葱种植、销售专业
合作社 2家，发展各类蔬菜企业、家庭农场共计
18家，引进了红香葱、立杆葱、八分葱等10余个
品种。同时建成香葱智慧管理平台，实时监控古
儿坝全岛土壤、气温、湿度，动态掌握香葱产量、
周边价格等情况，并结合水肥一体、实现智慧喷
灌。

同时，镇、村立足古儿坝地处平羌小三峡生态
旅游核心区优势，打造“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
形成集观光旅游、水上娱乐、民宿酒店等为一体的
生态旅游岛。先后举办了青“葱”大地艺术节、青

“葱”少年撒欢节、青“葱”岁月音乐节等活动。建立
“国有资本+集体经济+村民参与”的联农带农、富农
发展机制，建成归野营地，在营地上开辟“好时光集
市”，鼓励村民集中发展烧烤店、茶馆等。

截至目前，苏坪村兴办农家乐10家，筹建民宿
3家，近年来已接待游客和研学学生60余万人次，
全村累计增收800余万元，实现集体经济收入从5
万元增加至55万元，带动户均增收3万余元。

市中区苏坪村：

“葱”向海外
香葱年出口量2000余吨

1.抽水抗旱。对出现旱情的水稻、玉米、大豆
等大田作物，应积极组织人力机械调水灌溉抗旱，
减轻高温干旱影响。

2.科学管水。处于抽穗扬花期的水稻要保持
田间8—10厘米水层，降低冠层和叶片温度；处于
灌浆成熟期的水稻要保持田间湿润，干湿交替。
处于扬花授粉灌浆期的夏玉米可采用喷灌方式，
有水源的地方可厢沟浇水或串灌，随灌随排。处
于膨大期的红薯田块、结英期的花生田块采用滴
灌、喷灌等方法浇水，保持土壤湿度。

3.根外喷施。结合叶面喷肥和病虫防治，对抽
穗扬花期的水稻用磷酸二氢钾溶液进行早晚叶面
喷施；对夏玉米用磷酸二氢钾、硫酸锌等溶液进行
根外喷水增湿。

4.病虫防控。重点做好水稻二化螟、稻飞虱、
稻纵卷叶螟、穗颈稻瘟、纹枯病等，玉米草地贪夜
蛾、玉米螟等，大豆点蜂缘蝽、斜纹夜蛾等防治。

（编辑 雷黎丽 整理）

粮油作物高温抗旱技术措施

村民正在挖姜村民正在挖姜

村民忙着采摘村民忙着采摘、、运送李子运送李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