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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说作家说

主持人宁滢：本期嘉宾刘春玉，1943年
出生，1962年参加工作，曾在富县和延安机
关与企事业单位工作，2003年退休。中共
党员，高级编辑、高级记者，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在科学
普及、文化、新闻、科普创作、慈善与老龄事
业诸领域多有建树。本期，刘春玉为我们
讲述他为繁荣延安科普创作的奋进历程。

永远跟党永远跟党走走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党的故事我来党的故事我来讲讲（（第三季第三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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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滢：您从什么时候开始科普创作，当
时的初衷是什么？

刘春玉:我参加科普创作活动是从上
世纪80年代开始的。

1987年 7月，我历时 9个月主编的科
普知识类图书《全国知识竞赛精选三千
题》，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0.9
万册，对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人提高政治
思想水平和科学文化素质产生了积极影
响，这是我的第一部科普图书。1989年 9
月,我主编的《当代中国第一》由陕西人民
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一部反映新中
国成立 40年以来取得的科技成果的工具
书，是我用 5 年时间收集整理编撰的。
1989年我从事科普工作后，接触了延安许
多科技工作者，我对科技工作者历来十分
敬重，他们睿智的思想和高尚的品格，闪耀

着理性的光华，焕发出迷人的魅力。在黄土
高原腹地，一大批科技工作者为圣地的再度
辉煌默默奉献，用生命的光焰点燃老区经济
起飞和社会发展的火炬，深深地吸引着我，
所以我十分专注地为延安的优秀科技工作
者摇旗呐喊，这种专注和热爱也许就是我从
事科普创作的初衷，也是一种责任。

宁滢:在您笔下书写的不仅仅是一个
个动人的故事，也诠释出了一个个写作者
的社会担当和责任。请给我们说说您采访
科技人员和写作的故事吧。

刘春玉：采访是一件辛苦的事，要学会
和科技人员交朋友，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与
他们交谈，跟随他们参与科技一线的具体
活动，挖掘他们精神世界的闪光点。我常
常是白天采访，晚上回来整理笔记，感觉成
稿了才动笔写作。我笔下的科技人物，大
都是默默奉献、贡献突出的科技工作者，像
为延安苹果产业发展作出贡献的路树国，
为延安电力事业作出贡献的邢晨，为黄龙
薄皮核桃产业作出贡献的高尚峰，为小麦
丰产作出贡献的李喜彦，为连中三元却艰
辛的李炜，“图的就是心好”的高峰，“牧歌
悄悄唱起”的张金山，“光明使者”吴栋，“桃
李芬芳、良医济世”的缑建华，“天使”礼赞
的冯义朝，“情倾热土谱华章”的杜翠萍，
情系“山药蛋”的闫当萍，“一颗红枣一颗
心”的刘玉忠，吃“射线”的掌门人王为真，

“甘为石油献青春”的迟静等等。20多年
里，我采写并发表了 180多位科技工作者
的人物专访、报告文学、通讯近200篇,结集
出版了7部科技人物集。亦和他人合编了
《圣地人物礼赞》《圣地科技之星》《科星绚
丽映青春》等书籍，对科技工作者进行了大
量的宣传和赞美。我也被广大科技工作者
誉为“知心人”。1999年，我被国家科技
部、中国科协授予“全国科普先进工作者”
称号，2000年被国务院授予“享受政府特
殊津贴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这在陕西
科协界尚属第一位。

1997年 6月，我与王冠、张效良、赵玉

瑞联合创作的长篇科普专著《选择·烟草或
健康》一书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发
行，作为向当年在北京召开的“第 10届世
界烟草或健康大会”献礼的作品，受到中外
专家好评，获陕西省优秀科普作品奖。

我从 1984年起，历经 17年时间收集、
整理、编撰的大型科普工具书《创举·共和
国第一通览》，于2000年8月由陕西人民教
育出版社出版，以词条的形式展示了新中
国成立50年来各条战线，特别是科学技术
方面的6000余项首创成就，深受广大读者
欢迎，是向国庆50周年献礼的科普大作。

宁滢：科普创作服务经济建设和社会
发展，这是延安时期科普创作的重要特点，
在您的科普创作中是如何继承和发扬的？

刘春玉：延安时期的科技事业、科技创
新和科普创作是延安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
部分。我经3年时间收集、整理、撰写的两
篇科普论文《延安时期科普创作概论》《延
安两个时期的科普创作发展探析》，在《陕
西科协》《华圣文化》陆续刊发，阐明了我们
要继承延安精神，让科普创作的活力在生
动的科普实践中竞相迸发，就是要创作出
更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升人民群众科
学文化素质的科普作品，为实现美好的中
国梦作出新贡献。

2002年，延安市科普创作协会成立，
我当选为首届理事会理事长。退休后，我
全身心地投入到科普创作。根据我曾担任
中国农函大延安分校副校长且从事农民技
术培训多年的实践，我深知农民致富迫切
需要掌握先进实用技术，我和时任市科协
主席姬乃荣一起，组织了20多位专家和科
技工作者，历时6年，以自己的专业特长分
别撰写了适合区域主导产业开发的 18本
书稿，丛书以其实用性、针对性、可操作性
强而深受农民欢迎，被农民誉为“掌中宝”，
被广泛运用于延安市农村党员干部实用技
术培训教材，被中国农函大选为乡土教
材。在延安培训农民 20.7万人次，间接产
生经济效益 15.57亿元。丛书获延安优秀
科普作品一等奖，被延安市政府授予科学
技术三等奖，经陕西省科普作协推荐获中
国科普作协参评优秀科普作品奖。随后我
们又组织专家和科技工作者编撰了《社区
科普知识丛书》一套5册，由当代世界出版
社出版发行，填补了省、市社区科普系列图

书的空白。
宁滢：据了解，您的科普创作活动和新

闻媒体互相配合，产生了很好的效果，您是
如何协作配合的？

刘春玉：为了拓展科普创作领域，我和
新闻传媒密切合作，与延安电视台联办《科
技之路》栏目，由编创人员和科技工作者精
心策划，就延安的科技发展探寻、实用技术
推广、科技人才推介、致富信息交流等方
面，多角度、全方位进行科普宣传。两年多
时间，制播125期，收视受众达1.3亿人次，
收到了传播快、受众多、观念新、印象深的
效果。与《延安日报》联办《科普大观园》
《土专家 田秀才》等专栏，传播实用技术
300多项、科普知识 1500条，深受农民欢
迎。我主持市科普作协期间，帮助50多位
会员和科技工作者编撰出版了《大棚菜实
用技术精选》《质量检验检测丛书》《中老年
生活保健知识精选》等 40余本书籍，繁荣
了延安的科普创作。我亦作为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会员，被陕西省科协推选，参加了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会员代表大
会，并当选五届理事会理事。这在地市级
科普作家协会还是全国第一位。会上，我
和叶永烈、洪昭光等百位著名科普作家一
起获“全国有突出贡献的科普作家”荣誉称
号，受到大会表彰。

当选中国科普作协理事后，更激发了我
的科普创作热情。2010年以来，在市科协姬
乃荣、赵燕、郭兆茗等领导的重视下，我们编
撰了《延安科学发展论坛》丛书一套5册、《延
安科学技术协会史略》和《筑梦科协》丛书一
套7册。从2019年到2024年7月，我作为执
行副主编应邀参与《延安市科学技术馆志》
和《延安开放大学志》的编纂工作，两部志书
均已出版发行，在此期间和郭齐顺馆长、胡
延文校长先后分别组织馆内青年才俊和学
校教师编撰了《启智》丛书一套5本和《课程
资源建设揖丛》一套7本，两套丛书中有10
本是科普类书籍，其中的《“规划”“纲要”中的
科技知识》一书就是我和胡颖、刘阿惠用1年
的时间收集整理编撰的。丛书为提升全民
科学文化素质、推进社区科普教育向纵深发
展发挥了显著作用。

我的专著《圣地科星璀璨》等3部书出
版发行，著名作家高建群应邀以“圣地人物
一时新”为题作序，文中称：“在春玉先生笔

下，延安人物一时新。芸芸众生，可谓延安
新时期壮美的人生画卷，改革开放30年恢
宏的社会缩影。”

宁滢：多年笔耕不辍，尤为艰辛，如今
您已是耄耋老人，今后还打算继续写作吗？

刘春玉：几十年的笔耕中，我为读书写
作而煎熬，亦快乐，当倾力写出这些人物执
着奉献的精彩篇章时，会为他们的精神和
品格的高尚拍案叫绝，也逐渐和这些人物
相识、相知、相熟，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个
中的劳累也就释然了，快乐也就扑面而来，
这种读与写的乐趣是任何事物都无法取代
的。科普创作伴我进步，伴我成长，给我力
量，给我荣光。为繁荣延安科普创作，我要
继续不懈努力，踔厉奋进。

最后请让我以一首藏头诗结束本期访
谈吧。

科技第一生产力，
普及全民须牢记。
创新处处见真知，
作品篇篇显启迪。
四秩走笔华发稀，
十足耕耘硕果集。
年步复兴时代新，
铭记初心尤踔厉。

为繁荣延安科普创作踔厉奋进

● 嘉宾刘春玉

主持人胡琛：聆听作家故事，感受文
学力量。本期《作家说》栏目，我们邀请到
的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延安市作家协会
副主席李玉胜。

李玉胜，中共党员，本科学历，1985
年 10 月参加工作，2002 年 12 月起担任延
安市宝塔区文联主席。中国散文家协会
会员、西部散文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
协会会员、陕西省曲艺家协会会员、陕
西省戏剧家协会会员、陕西省民间艺术
协会会员、延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其创作有散文集《生命放歌》《生活
如歌》，报告文学集《厚土荡歌》，散文

《林渠》获中国散文学会颁发的“当代散
文奖”。散文集《生活如歌》获 2017 年

“中国散文年会”一等奖。散文《你是我
的兄弟》获“2017 年中国散文年会”单篇
一等奖。报告文学《高原星火》获陕西
省“人社杯”报告文学大奖赛优秀作品
奖。

胡琛：您是怎么走上文学创作这条路
的？

李玉胜：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工农干部
家庭，父亲是个孤儿，8岁时从米脂逃荒到
延安，被大伯父抚养大，14岁小学毕业后
就参加工作，先后在县委当过通讯员，在食
品加工厂做过糕点工，和我母亲一个车
间。父亲和母亲结婚后，在大哥3岁时，由
于饥荒，母亲返回农村，在外爷家落户，父
亲为了方便顾家，也调到离家二里地的公

路道班工作，当上了班长。父亲在公路上
干了 10多年，在我 10岁时，由于工作出色
提了干，解决了全家农转非的问题。那个
年代解决非农户口不太容易，从乡里到城
里，好比鲤鱼跳龙门。我们落户在宝塔区
七里铺韩家窑则，住着当年八路军打下的
废弃土窑洞，脑畔上长满酸枣树，人家戏称
我们是“山顶洞人”。

我的童年是苦涩的，但也有着美好的
人生记忆。父亲后来调到了离家不远的延
安县麻袋厂工作，成为企业领导，但我们的
家庭依然十分困难，父亲患有肺气肿，母亲
也患病，好在我和大哥很懂事，抢着帮母亲
分担家务。

我从上小学开始，每天“拾兰碳”，就是
捡煤核。我13岁就开始做饭，每天下午拾
一筐“兰碳”回来做全家的饭，做得最多的
就是玉米面酸菜饸饹。刚开始大家还觉得
好吃，但天天吃就反胃了。那时，我一年两
个假期我都在外面打零工，夏天在建筑工
地提泥包，冬天和大伯父一起给人家干维
修活，当小工，挣学费，补贴家用。

我从小学到初中都喜欢写作文，在南
关小学，我是校广播组成员，负责写广播
稿。在区第四中学上学时，又是校广播组
成员，负责写通讯稿，作文常是班里的范
文。后来到了部队，又在宁夏武警石咀山
巿支队政治处干了几年的新闻报道员，办
了张手工报纸《煤城武警报》，很受官兵欢
迎。

我与文学结缘实属偶然，有一段有
趣的故事。1982 年我中学毕业待业在
家，那年我和大伯父在市场沟山上的一
户高姓人家的窑洞干活，伯父是粉刷
工，给他们粉窑，带我当小工，隔壁邻家
的墙上蹲着一个梳着背头、戴着宽边黑
色眼镜、穿着背带裤、年龄在 40 岁左右
的人。他和大伯父亲切地拉话，过了一
会，他又和我聊了起来：“娃娃你平时看
些甚书？”

“常爱看诗歌，小说，报告文学。特别
喜欢咱们《延安文学》。”

“你最近看了《延安文学》哪些文章？”
“我看了《延安文学》最近刊登的中篇

小说《人生》。”
“你对《人生》的评价如何？”
“怎么说呢？”
“直说。”
“《人生》这篇小说写得有时代感和冲

击力，有现实主义的批判色彩，男女主人公
很有特点，把城乡矛盾反映出来了。特别
是高加林这个人物塑造得有特点，符合当
下年轻人的思想，也贴近生活，第一次把陕
北人的个性写得这么突出。同时，对世俗
和传统观念的束缚是个挑战，是一部难得
的好作品。要是能拍成电影，那就太好
了。”

“娃娃，你很有文学天赋，将来还有两
天文学饭吃。《人生》已经开始筹划拍电影，
作者路遥昨天刚从我这里走了，正在加紧
改编电影剧本。”

“您贵姓？”
“我姓曹，名谷溪。”
“您就是《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老

师？”
“是。”
“曹老师，您能不能收我为学生，指导

我写作。”
“能。”
我觉得我和《平凡的世界》里的主人公

孙少平的经历有些相似。为了生存，我从
邻居大爷那里学会了做芝麻油旋饼，师傅
是山东人。那个年代，是改革开放之初，一
切都充满生机。我在延长物资交流大会卖
烧饼大获成功，由于我打的饼子好吃，15
天的交流会结束后，被顾客挽留了下来，在
延长县农贸市场的西瓜棚里我干了两年。
那两年间，我白天卖烧饼，晚上自学写作。
听着延河水声和翠屏山上的鸟叫声，写着
不知道什么类型的自由式文学作品，这是
我最初的写作状态。

两年后，我当了兵，在宁夏武警石咀
山市支队政治处担任新闻报道员。第一
篇配乐散文诗《月光与我同行》在市广播
电台播出，受到官兵的好评。主要是士兵
在晚上站哨，仰望天空，月光与战士结伴，
护我守边防，好像与月亮对话，静中动，动
中静，人性与生命在碰撞中产生火花。处
女作让我喜欢上了写作，我发誓一生要与
文学为伍。从此，我走上了文学这条不归
路。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有着曹谷溪老师
的支持和帮助。退伍回来后，我在宝塔区
松树林乡政府工作了 8年，也坚持写了 8
年，我戏称为“八年文学抗战”。后来，我
又调到宝塔区委通讯组任了 4年的副组
长，到宝塔区文联干了 18年的文联主席，
并创办了《宝塔山》文学双月刊。市作协

从社团作协到群团作协的 30年间，我和
历任班子呕心沥血，打造了地方文学的

“航空母舰”。特别是和梁向阳主席搭班
子的 5年，是延安作协的分水岭、延安作
家的创作高峰期。在市作协我创办了《延
安作家》季刊，为全市高龄作协会员颁发
了终身成就奖，抢救性地为老作家们开了
研讨会。

胡琛：您有什么创作感悟？
李玉胜：上善若水，人性亦然。人类是

地球上最复杂的动物，人性是地球上最复
杂的现象，生命的本源在于生存的状态，人
性的本能是对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在超越
中追求梦想，在完善自我中实现存在的价
值。

我的文学梦与我的生存梦总是交织在
一起，我从来没有把苦难和经历与生活的
坎坷视为劲敌，而是思考中找到自己的定
位，在一次次的痛苦经历中悟出生命与人
生的最高境界。苦难不是灾难，它是财
富。因为，经历和阅历是生命与生活的助
推器，生命的奔放，就是生活的歌谣。在情
感世界中，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就是人对生
活的体验，对事物的理解，对社会的认知和
对人性的剖析。

深度的视角在于观察问题的能力，对
生活本真的叙述和感悟才是创作高度的根

基。往往在平实的生活中，人或多或少地
把一些具有时代命脉和评估的东西忽视和
抛弃。

罗兰说：“人生应该有两盏灯，一盏勇
气的灯，一盏是希望的灯。”

给自己一点希望之光，使自己成为一
个向前滚动奔赴目标的圆轮，擎着希望，我
们才不怠于前进。

或许，你有着挥之不去的伤痛，令你望
而止步，甚至向隅而泣，在困厄中，只是给
自己一些希望，才能在昨天的废墟中塑造
一个不屈的形象。如果失去了对世界的热
情，就永远不会快乐，唯有在生命中注入希
望，才会有勇气负起责任去生活。

胡琛：您未来有什么创作计划吗？
李玉胜：未来 10年，我计划出版两部

文学作品。一部是长篇纪实文学《南迁往
事》。讲述的是从民国 28年开始，榆林人
向南迁徙的故事。将用 20多个移民村做
调查母本，上百个人物和故事。通过多个
家庭的生活变迁，真实反映移民的心意，用
民间的表达方式诠释人挪活，树挪死的谚
语。

另一部则是长篇小说《蟠龙山》。故事
讲述的是刘、贺、赵、何、孙等5大家族在陕
北这片土地上的百年奋斗史、生存史、感情
史和爱国史。

文学依然神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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