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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张洁）“文学聊城”再
添新力量。10月10日，中国作家网公布

“中国作家协会2023年新会员名单”，79
名山东作家位列其中，我市张厚刚、张小
泱两位作家入选。

一直以来，聊城作家用心用情记录
新时代、书写新时代、讴歌新时代，推出
了一大批具有本土特色的优秀文艺作
品，“聊城文艺”的影响力不断扩大。至
此，我市已有21位中国作协会员。

张厚刚，1970 年生，文学评论家，山
东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聊城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中国现
当代文学博士，文艺学博士后，聊城大学

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
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代表性论文
有《黑暗意象丛：海子诗歌的意象主题》

《“童话诗人”对顾城诗歌全貌的遮蔽》
《论〈尝试集〉的偏误与中国新诗的先天
不足》。曾编著《苏州作家研究·杨守松
卷》。

张小泱，1988 年生，原名张庆利，冠
县人。他是聊城新生代作家的中坚力
量，曾出版长篇散文《神奇的北魏》、长篇
小说《仓颉》（与周瑄璞合著）、《春庄告
急》，长篇报告文学《就业季》获山东省第
四届泰山文学奖。他擅长对历史事件进
行虚构推演，把历史人物还原为真实的

人，让枯燥的历史故事更为有趣。张
小泱有着敏锐而深邃的洞察力、学养
扎实，笔力遒劲，其青春勃发又老成
持 重 的 文 风 、轻 盈 兼 具 厚 重 的 笔 触
受到广大作家、评论家的一致好评，
是文学鲁军中具有潜力和希望的青年
作家。

中国作协发文称，对于从事文学创
作的申请者，应符合下列申请条件之一：
在全国公开发行的文学期刊或报纸上，
发表作品不少于30万字；在全国公开发
行的文学期刊或报纸上，发表作品不少
于15万字，并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独立
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少于1部；在中国大陆

公开出版独立创作的文学作品不少于3
部；在具有网络出版服务许可证或互联
网出版许可证的文学网站上，发表平均
订阅量5000以上的原创完本文学作品不
少于200万字；或发表原创文学作品数量
不少于200万字，且至少一部原创完本文
学作品累计阅读人数不低于100万。主
要从事文学理论批评工作的申请者，应
在全国公开发行的省级及以上文学期
刊、报纸及中文核心期刊上，发表文学理
论批评作品不少于15万字，或在省级及
以上出版社公开出版独立创作的文学理
论批评著作不少于2部。

聊城两名作家加入中国作协

本报记者 王军豪

新县曾是鄂豫皖苏区首府所在
地，红军时期许多著名将领曾经在此
战斗过。

9 月 13 日上午 8 点，黄玉新和朋
友就赶到了新县县委办公楼，新县县
委党史地方志研究室主任夏宗明、副
主任李正学接待了他们。

得知黄玉新的来意，夏宗明和李
正学非常重视，他们简要介绍了新县
的革命史，还送给黄玉新两本书——

《中共新县历史》和《红色印记》。这
两本书记录了新县革命战争年代的
主要事件和人物。

交谈中，夏宗明面有遗憾地提醒
黄玉新，不要抱太大希望。当年，鄂
豫皖根据地牺牲了一百多万名将士，
留下姓名的只有十几万人。新县有
十几万人牺牲，留下姓名的只有1万

多人。前些年有许多人来寻找烈士，
大都没能如愿。“像黄吉利烈士这样，
留下了姓名，已经十分幸运了。”听罢
此言，黄玉新也感觉寻亲这件事难度
太大了。

李正学方言浓重，语速又快，十
句话里黄玉新也就能听懂两三句。

不过当他说到沙窝的时候，突然激活
了黄玉新脑海深处的记忆：家里老人
说，杨荣贵老人信中说黄吉利的牺牲
地是沙河，会不会是老人转述或者杨
荣贵的信中记述有误呢？沙河是不
是就是沙窝？

李正学告诉他，沙窝镇有座烈士
陵园，可以到那里去找一下。

从新县县委大楼出来，黄玉新没
有急着去沙窝镇，而是去了新县退
役军人事务局。在那里，工作人员
帮忙联系了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
陵园和沙窝镇退役军人服务站的
负责人。

当天下午 3 点半，黄玉新如约到
了沙窝镇政府，见到了退役军人服务
站负责人。该负责人带他们去了沙
窝镇烈士陵园。陵园地处一个山坡，
拾级而上，穿过牌坊是个照壁，上面
记载着陵园建设的时间和过程，后面
就是一排排烈士墓。黄玉新从第一
排开始，对每个墓碑逐一查看。

每看一个墓碑，黄玉新的心里就
紧张一下，他多么希望能看到伯父的
名字。然而，这里的墓碑很多是无名
烈士碑，有名字的大多是红军时期
的。黄玉新一直看到最后一排，也没
有发现黄吉利的名字，甚至没有发现

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烈士的墓碑。
一天的时间，可以说毫无进展，

黄玉新有些灰心。他和朋友商量，第
二天去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看
看，如果还是没有收获，就只能打道
回府了。

9月14日上午，黄玉新来到了鄂
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先去瞻仰了
烈士墓。之后在烈士陵园办公楼，黄
玉新和办公室主任郑炜聊了很长时
间，依然没有相关线索。

后来，郑炜送给黄玉新一本书，
是介绍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创始者之
一——刘名榜的事迹的，对新县的很
多历史事件也有详细描述。“这本书
的第一作者是晏慎钧。晏老是我们
这里有名的史志学者，虽然已经80多
岁了，但身体很硬朗，有必要的话可
以和晏老谈谈。”郑炜告诉黄玉新，

“还有一位老干部汪蔚，曾任鄂豫皖
苏区首府革命博物馆馆长，对党史非
常了解。”之后，郑炜把晏慎钧和汪蔚
的电话号码给了黄玉新。

黄玉新仿佛在黑暗之中看到了
一丝光亮：“能不能带着伯父回家？
就看能不能在汪馆长和晏老那里找
到线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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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带着伯父回家?”
——黄玉新的寻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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