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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各类广告

陈荒煤（1913—1996），原
名陈光美，笔名荒煤，沪生
等。祖籍湖北襄阳，生于上
海。作家、文艺评论家。主要
作品有小说《苦难中的人群》，
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长江
上》《在教堂里唱歌的人》，报
告文学集《刘伯承将军印象
记》《陈赓将军印象记》，文学
评论集《为创造新的英雄典型
而努力》《解放集》《回顾与探
索》《探索与创新》，散文集《荒
野中的地火》《梦之歌》等。

人物介绍

群星闪耀延河边
——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掠影

陈荒煤

到延安前

陈荒煤 1913 年 12 月 23 日生于
上海。在上海读小学，1927年加入
共青团。1928年考入汉口第二中学
商业专科学校，开始接触文艺，阅读
了创造社的大量书刊。1930年因武
汉大水灾而失学，不久结识盛家伦、
吕骥、张庚等，参加革命文艺活动。
1932年参加武汉左翼戏剧家联盟、

反帝大同盟活动。 1933 年秋到上
海，参加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并加
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开始小说创
作，在北平《文学季刊》上发表第一
篇短篇小说《苦难中的人群》，1935
年转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6年
出版短篇小说集《忧郁的歌》，1937
年出版《长江上》，收入这时期的大
部分短篇小说。

1937 年夏到北平，“七七事变”

后，参加北平学生移动剧团，在山东、
江苏、徐州及河南等地活动。

延安时期

1938年秋赴延安，在鲁迅艺术学
院戏剧系、文学系任教。

1939年 3月 13日，陈荒煤带领鲁
艺文艺工作团赴太行山八路军总部、
一二九师三八六旅陈赓将军部及华
北抗日前线采访，团员有黄钢、梅行、
乔远秋、杨明和葛陵。在晋东南与八
路军总政治部共同拟定了《部队文艺
工作纲要》，规定了前方文艺工作的
任务就是加强部队中的宣教工作，提
高士兵大众的文化水准和胜利的信
心。1940年 2月返回延安鲁艺文学
系工作。在此期间创作了《陈赓将军
印象记》《刘伯承将军印象记》等报告
文学作品。1941年，鲁艺文艺工作团
改名文学研究室，下设创作组和理论
组。

1942年 5月参加延安文艺座谈
会，会后到农村、部队采访。先后创作
了独幕剧《我们的团指挥部》、多幕剧
《粮食》及报告文学《模范党员申长林》
等作品。1943年出版了小说集《在教
堂里歌唱的人》。

离开延安后

1937 年抗日战争胜利后，8 月

21日，陈荒煤率领部分鲁艺学员到
太岳地区参加反奸清霸运动。1946
年在晋冀鲁豫边区文联、北方大学
文艺研究室工作，主编《北方文
化》。

1949 年先后到天津、武汉参加
军管会文教部工作。新中国成立后，
担任文化领导工作。先后任中南军区
文化部部长、中南军政委员会文化部
副部长。1953年调北京，任文化部电
影局副局长、局长，文化部副部长，中
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艺术研究中
心主任，中国影协主席等职。主要负
责电影工作，同时撰写文艺评论。曾
任《当代电影》《中国作家》等杂志主
编。1952年出版论文集《为创造新的
英雄典型而努力》。

1978年后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
文学研究所副所长、顾问，文化部副部
长、顾问，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和中国
电影艺术研究中心主任，《文艺报》副
主编，中国笔会中心理事，中国电影工
作者协会副主席，第七届全国政协教
育文化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社会科
学院文学研究所顾问等职。1996年5
月在重病期间创立并首次颁发了“夏
衍电影荣誉奖”。

1996年 10月 25日，陈荒煤在北
京病逝，享年八十三岁。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教授 高慧琳）

新冠病毒感染将自2023年1月8日
起由“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
政策调整具备了哪些条件？疫情防控
措施有哪些主要变化？医疗资源储备
能否满足救治需求？国务院联防联控
机制27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就相关热点
问题作出回应。

实事求是、主动作为、因时因
势优化完善防控政策

“当前，随着病毒变异、疫情变化、
疫苗接种普及和防控经验积累，我国新
冠疫情防控进入了新阶段。”国家卫生
健康委副主任李斌说，密切跟踪病毒特
点，研判疫情形势，加快推进疫苗接种
和药物供给、加强医疗救治和防控体系
建设、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等因素，都为
我国调整新冠病毒感染的法律归类创
造了条件。

李斌表示，依法将新冠病毒感染
从“乙类甲管”调整为“乙类乙管”，是
疫情防控策略的重大调整，体现了实
事求是、主动作为、因时因势优化完
善防控政策。调整后，绝不是放任不
管，绝不意味着所有防控措施退出，
而是要继续强化管理、强化服务、强
化保障。

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
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说，

“乙类乙管”绝不是放任不管，应该将
工作重心从防感染转移到医疗救治
上来，确保防控措施调整转段的平稳
有序。

调整后防控措施主要有四方
面变化

针对公众关注的实施“乙类乙管”
后给疫情防控措施带来的主要变化，国
家疾控局副局长常继乐介绍，有以下四
个方面：

一是在传染源发现方面，主要通过
医疗机构就诊、居民自我健康监测、重
点人群检测等方式来发现感染者，不再
采用全员核酸筛查等方式。

二是在传染源管理方面，对无症状
感染者和轻症病例采取居家健康管理，
不再实行隔离治疗措施或隔离观察。

三是在社会面防控方面，防控措施
更多集中在重点场所、重点机构、重点
人群，取消或减少对其他场所机构和人
员活动的限制，尽量减少对群众正常生
产生活的影响。

四是在国境卫生检疫方面，对入境
人员不再实施闭环转运、集中隔离等措

施。来华人员按照海关要求，填写健康
申明卡，申报正常且海关口岸常规检疫
无异常的人员可直接进入到社会面。

不断扩充医疗资源 满足患者
诊疗需求

当前，随着疫情发展进入不同阶
段，各地医疗救治需求不同。有的发热
门诊诊疗需求比较突出，有的急诊和重
症救治压力较大。

对此，国家卫生健康委医政司司长
焦雅辉表示，各地正采取多种措施，不
断扩充医疗资源，扩大医疗服务供给，
满足患者诊疗需求。

在重症患者救治方面，主要做到以
下三点：一是扩容全国重症医疗资源，
各地按要求扩容和改造定点医院、亚定
点医院，增加二级医疗机构重症医疗资
源，重点拓展三级医院重症医疗资源；
二是关口前移，通过基层医疗卫生机构
为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实施分级健康
管理；三是三级医院发挥重症救治兜底
保障作用，扩容急诊接诊能力，畅通急
诊和住院病房收治的绿色通道，急诊留
观的重症患者要实现24小时清零收治，
更快速循环和周转急诊资源，收治更多
重症患者。

保健康、防重症 重点做好“三
重一大”

常继乐表示，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
实施“乙类乙管”，不是松口气、歇歇脚
的信号，更不是“一放了之”。调整后的
工作目标确立为“保健康、防重症”，工
作重点可以概括为“三重一大”。

“三重一大”包括加强重点人群保
护，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
种率，开展65岁及以上老年人等高风险
人群健康调查，做好分级分类诊疗工
作；加强重点机构防控，养老院和社会
福利院等机构要适时采取封闭管理，严
防机构内发生聚集性疫情；做好重点行
业防控，对维持社会基本运行的公安、
交通等行业，建立人员轮岗备岗制度；
动态开展大型密闭场所防控和大型活
动管理，疫情严重时，对人员容量大、空
间密闭的场所，短期内可以采取必要的
减少人群聚集和人员流动等措施。

当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流行，还
存在不确定性。中国疾控中心传防处
主任医师殷文武提醒，在实施“乙类乙
管”之后，社会面传染源不确定，更要坚
持做好个人防护，包括勤洗手、规范佩
戴口罩、积极接种疫苗等。

“乙类乙管”我国具备了什么条件？防控重点有何变化？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回应热点问题

新华社记者 顾天成 宋晨 温竞华

山西刀削面、兰州牛肉面、陕西
牛羊肉泡馍、武汉热干面、天津狗不
理包子、北京驴打滚……近日，为期
一周的 2022中国非遗面食大会在
山西省太原市拉开帷幕，各地非遗
面食精彩亮相，开启一场美食与文
化的融合“盛宴”。

时光沉淀里，飘溢着文化气息
的地域特色面食，正搭乘文化和产
业融合的东风，走向全国乃至全世
界。

面点师闫锦超左手托面板，右
手持刀片，随着快速出刀，一根根面
条落入锅里。这样制作山西刀削面
的过程被赞为：“一叶落锅一叶飘，
一叶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
柳叶乘风下树梢。”

“山西刀削面的精华就在面
上。”闫锦超说，用刀削出的面叶，中
厚边薄，形似柳叶，入口外滑内筋，
软而不粘，越嚼越香。这一传统面
食制作技艺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性项目。

近年来，山西刀削面更加注重
宣传推广和产业化发展。像闫锦超
一样的面点师傅们在全国各地进行
面艺表演，传播着山西面食文化。
当地面食企业顺溜刀削面已在全国
30余座城市开了 130余家分店，年
接待客流量超过一千万人次。

有的非遗面食不仅是舌尖上的
美食，也是指尖上的艺术。在琳琅
满目的面食展品中，来自“中国年馍
之乡”山西霍州的年馍非常吸睛。
过年的枣馍、结婚的“百年好合”馍、
过寿的“寿桃”……不同面塑蕴含不
同寓意，当地人把美好祝愿都揉进
了馍馍里。

霍州年馍是临汾市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项目。近年来，霍州市打造
了“霍嬷嬷”区域集体品牌，2021年年馍产量达1200万公斤，产
值近亿元，远销全国多地。在与花馍“零距离”接触中，越来越
多年轻人感受到非遗魅力，激发热爱、传承的拳拳之心。“不少
年轻人找我学习，想日常做给家人吃。”在一家年馍企业当技术
指导的非遗传承人韩爱英说。

大会论坛上，66岁的兰州牛肉拉面第四代传承人马文斌通
过网络与大家交流兰州牛肉面产业化发展经验。

拥有百年历史的兰州牛肉面蜚声中外。马文斌说，在当地
党委政府的指导支持下，兰州牛肉面正由一碗面延伸发展到集
品牌培育、连锁经营、科研开发、技术培训、生产加工为一体的
产业链条。“在我们手里，兰州牛肉面制作有了精确的数据和标
准化的工业流程，既便于学习，又利于品牌推广。”

“以前师傅常跟我们说不能把手艺丢了，现在兰州牛肉面
制作技艺已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我们把传统文化发
扬光大了。”马文斌欣慰地说。

近年来，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发展，成为非遗面食走出
“深闺”的重要途径。美团新餐饮研究院华北区公共事务总监
杨建伟在大会论坛上说：“越来越多的非遗品牌主动贴近年轻
人，深挖面食背后的文化体验，让更多祖辈传下来的味觉记忆
能够历久弥新。”

2022中国非遗面食大会由中国烹饪协会、山西省文化和
旅游厅、太原市政府联合主办，以“乐享非遗‘面’向未来”为
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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