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日，《哪吒2》突破145 亿元
票房；春节后，游戏《黑神话：悟空》
斩获国际游戏大奖。“文化IP+”产业
链不断延伸，不断释放新价值，成为
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

新华社报道，近段时间，以“悟
空”“哪吒”为代表的中华文化 IP 持
续“出圈”，引起不少参加全国两会代
表委员的关注。在前期调研基础上，
他们带着发展文艺事业、健全文化产
业体系和市场体系、发展文化新业态
等意见建议上会。山西艺术职业学
院副院长苗洁委员说，坚守中华文化
立场，提炼精神标识，好作品将源源
不断。这一好声音引发共鸣。

从“悟空”到“哪吒”，连续火爆
的文化现象再次说明，中华文化的
特质最打动人心。坚定文化自信，
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持讲好中国

故事，是一条经过历史和时代检验
的坚实路径。

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书写
了辉煌篇章。这种强大的生命力，
源于中华文化独特的、深沉的精神
标识。很多人都难忘多年前“中国
功夫”风靡世界的场景，也深深迷醉
于“李子柒”们通过新平台、新技术
所展示的中华文化魅力。在时间深
处，这类感受和体验，亦在不断地刷
新。

我们从不缺少精美的、富有内
涵的文化IP。很多文化IP 经历了时
间的淬炼、精神的共鸣后，形成了成

熟的体系，随时可以拿来一用。例
如，每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

“悟空”和“哪吒”，此类经典文化形
象所涵盖的文化价值，具有可供挖
掘、利用的确定性。

但 仅 有 惯 性 的 承 继 ，是 不 够
的。提炼中华文化的精神标识，不
能固步自封、自我满足，而是要精益
求精、更上一层楼。

如 何 让 文 化 IP 进 阶 为“ 文 化
IP+”，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创造出
更多喜闻乐见的精品，展现出中华
文化更大的影响力，成为现实考问。

显然，在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的前提下，进一步推进文化创新，是
核心方法。一些代表委员建议，要
改进文艺创作生产服务、引导、组织
工作机制，让创作者有机会、有时
间、有底气精益求精。这一建议切
中肯綮，折射文化创新密码。

创作者秉持“十年磨一剑”精
神，刻苦攻关，是着力创新的基础性
要求。正如新华社报道所指，《黑神
话：悟空》历时近 7 年考究极致；《哪
吒 2》4000 余人主创、近 140 家中国
动画公司日夜“死磕”，如此才打磨
出永不褪色的精品来。

推进文化创新，是宏大的、系统
性的工程，其间，尤其需要政府努力
营造推动文化创新、呵护创新者的
制度环境，需要全社会形成鼓励创
新、参与创新的良性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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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让文化IP进阶为“文化IP+”，如何在原有的基础上创
造出更多喜闻乐见的精品？在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的前提下，
进一步推进文化创新，是核心方法

“悟空”和“哪吒”，揭示文化创新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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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近日，一项面向 46 个国家的调
查显示，九成多国外受访民众认为，
未来10年中国经济会持续增长。

为何如此看好中国？
DeepSeek“刷屏”全球，宇树科

技火爆出圈，嫦娥六号月背采样返
回，“雪龙 2”号极地犁海破冰……
2025 开年以来，中国创新呈井喷之
势，如阿联酋《国民报》所言：创新驱
动中国资产重估。

在敢拼、敢闯、敢创的路上，有
人“封闭运行”，有人“开源共享”。

从发展“成绩单”看决胜“十四五”，
高质量发展的中国，信心满满，无惧
挑战。

压缩的“时空感”，激扬无限可
能。 区域协调、城乡融合、内外联
动，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时空折
叠”为高质量发展拓展无尽空间。

追梦的“接力赛”，激发向新潜
能。运用 AI 大模型，借助手术机器
人，在上海的医生能为身在新疆的
患者远程实施手术；3D 建模、粒子
特效、动态捕捉，138 家中国动画公

司托举《哪吒之魔童闹海》横扫全球
票房……“追梦人”变“造梦人”，14
亿多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
市场的最大潜力，是奋斗的最强动
力，更是形成新质生产力的最燃爆
发力。

积极的“赋能型”，激荡共赢势
能。

杂交水稻，在多个国家扎根，中
国为 80 多个发展中国家培训超过
1.4 万名杂交水稻专业技术人才；光
伏电站，让肯尼亚百姓赞叹，“中国

朋友将光明与希望带到了我们这片
土地”；西部陆海新通道跑出“加速
度”，“重庆造”汽车出海驶向全球。
合作共赢，和合共生，“赋能型大国”
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
确定性。

春天到，再出发。不盲目自信，
也不妄自菲薄，保持爱拼会赢的精气
神，“在困难和挑战中看到前途、看到
光明、看到未来”。“十四五”规划收
官之年，满弦开工，满格输出！

据人民日报评论（作者 李洪兴）

看到前途看到光明看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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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4 日发
布《中国的芬太尼类物质管控》
白皮书。

白皮书指出，近年来，中国高
度重视芬太尼类物质管控，严格
监管芬太尼类药品，严密防范芬
太尼类物质滥用，严厉打击走私、
制贩芬太尼类物质及其前体化学
品违法犯罪，取得明显成效。中
国加强国际禁毒合作，与包括美
国在内的有关国家在应对芬太尼
类物质及其前体问题方面深入开
展合作并取得明显成效。

白皮书介绍，中国将芬太尼
类药品纳入《麻醉药品品种目
录》，对有关的生产、经营、使用
和出口环节实行严格管制，最大
限度防范芬太尼类物质发生滥
用，最大限度打击整治芬太尼类
物质违法犯罪活动。

白皮书指出，中国在做好自
身禁毒工作的同时，坚定维护现
行国际禁毒体系，全面深度参与
国际禁毒领域重要决策，积极为
毒品问题全球共治提供中国智
慧和中国方案。

美方执意以芬太尼问题为
借口，再次对中国输美产品加征
关税。外交部发言人林剑 4日
称，“中国人民从来不吃霸凌霸
道那一套，对中国搞极限施压，
那是找错了对象，打错了算盘。”
林剑说，美方如果真想解决芬太
尼问题，就应该在平等、尊重、互
惠的基础上，同中方磋商解决各
自关切。 据新华社

3月 4日，商务部、国务院关税
税则委员会、海关总署接连发布多
项对美反制措施。此前，美国政府
宣布以芬太尼为由对所有中国输美
商品进一步加征10%关税。商务部
新闻发言人 4日表示，中方已在世
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下起诉美方最
新加征关税措施。

商务部4日发布公告，决定将莱
多斯公司等15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
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有关措施。公
告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
制法》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为维护
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
义务，决定将莱多斯公司等15家美国
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并采取

以下措施：一、禁止向上述15家美国
实体出口两用物项；正在开展的相关
出口活动应当立即停止。二、特殊情
况下确需出口的，出口经营者应当向
商务部提出申请。公告自公布之日
起正式实施。

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4日
发布公告，决定将特科姆公司等10
家实体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禁止
上述企业从事与中国有关的进出口
活动。禁止上述企业在中国境内新
增投资。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
近年来，特科姆公司、摇杆舵公司等
10家公司不顾中方强烈反对，或参
与对台军售，或与台开展所谓军事
技术合作，严重损害中国国家主权、

安全和发展利益。中方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国家安全法》等法律，依据
《不可靠实体清单规定》第二条等规
定，依法追究其不法责任。

不可靠实体清单工作机制4日
发布公告，宣布对美国因美纳公司
采取不可靠实体清单处理措施，禁
止其向中国出口基因测序仪。商务
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中方于2月4日
依法决定将美国因美纳公司列入不
可靠实体清单。美国因美纳公司违
反正常的市场交易原则，中断与中
国企业的正常交易，对中国企业采
取歧视性措施，严重损害中国企业
合法权益。综合考虑该公司违法情

节等方面因素，不可靠实体清单工
作机制依法作出禁止其向中国出口
基因测序仪的决定。

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4日发
布公告称，经国务院批准，自 2025
年 3月 10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
分进口商品加征关税：对鸡肉、小
麦、玉米、棉花加征15%关税；对高
粱、大豆、猪肉、牛肉、水产品、水果、
蔬菜、乳制品加征10%关税。

另外，海关总署 4 日发布公告
称，暂停进口美国原木、暂停美国3
家企业大豆输华资质。

商务部4日发布公告，对美国相
关光纤产品发起反规避调查，这是我
国启动首起反规避调查。 据新华社

中方发布多项对美反制措施

“美好生活”是打量城市的第一
把尺子。到网红城市打卡旅游，去
博物馆看展览，追明星演唱会，成为
年轻人热衷的生活方式；外卖配送
员、网约车司机、整理收纳师、陪诊
师等新兴职业快速兴起，这些都是
生活性服务业蓬勃发展的例证。

生活性服务业，涉及衣食住行
方方面面，既关系着居民的获得感、
幸福感，也成为城市吸引高端人才
和游客的关键因素。

《2024年中国生活服务业发展

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生活服务
业营业网点达1289.3 万个，从业人
员约1.15亿人；前三季度全行业营
业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6.0%。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生活性服
务业不仅吸纳就业容量大、弹性高，
也在激活有效需求、带动消费升级
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已经从“有没有”
向“好不好”转变。这些年，家政服
务日益规范，社区商业蓬勃发展，跨
境电商势头强劲，“一老一小”服务
体系逐步完善，文旅体融合日益深
入，居民生活更加便捷。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
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

出：聚焦重点环节分领域推进生产性
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发展产业互联网
平台，破除跨地区经营行政壁垒，推
进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发展。健全加
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

一场演唱会可以让服务产业和
地方经济“双向奔赴”，一项体育赛
事可以让文旅体深度融合……文
化、餐饮、体育、旅游、零售等生活性
服务业之间的良性互动，正释放出
巨大力量，成为各地推动高质量发
展的“流量密码”。只有不断挖掘

“老需求”、激发“新需求”，持续推出
多样化的服务，才能让城市拥有袅
袅烟火气、老百姓收获满满幸福感。

2024 年 12 月 27 日起，由江苏
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研究中心出品，现代快报+制作
推出的“学习100”第三季——学习
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
短视频上线。本集主题聚焦健全加
快生活性服务业多样化发展机制，
跟着本期课代表——南京快易洁家
政服务有限公司高级家政服务员杨
江凯，一起来学习。

《中国的芬太
尼类物质管控》白
皮书发布

生活性服务业如何转化为发展的“流量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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