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万事，民生为大。习近平主
席在二〇二五年新年贺词中指出：“家
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是头等大事。”这句话深刻体现出，让
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国家的
各项工作，都要以实现人民的幸福生
活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
格。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

“人民”二字铭刻在心，把所有精力都
用在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上。毛泽东
同志把党群关系比作鱼水关系，强调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
地”“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
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
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被写进
党章。从“打土豪、分田地”让农民
有了自己的土地，到新中国成立，人
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始终朝
着让人民幸福的方向迈进。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把“让
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视为头等大事，是
对人民主体地位的坚守与彰显。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
为增进民生福祉行之笃之。2014 年至

2025 年 ，在 12 年
的新年贺词中，习
近 平 主 席 共 提 到

“人民”95 次。中
国共产党人夙夜在
公、拼搏奉献，就是

要“把人民的期待变成我们的行动，把
人民的希望变成生活的现实”。发展向
前，民生向暖。新时代以来，从深化户
籍制度改革到加快推进政务服务“跨省
通办”，从推进医药集中采购改革到实
施居家和社区养老服务改革，从推动老
旧小区改造到农村“厕所革命”……我
们党始终站在人民立场谋思路、定举
措，老百姓的日子越来越有奔头、有盼
头。过去一年里，基础养老金提高了，
房贷利率下调了，直接结算范围扩大方
便了异地就医，消费品以旧换新提高了
生活品质……这些“家事”连着“国事”，
正是新时代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生动
演绎。

一切为民者，则民向往之。习近
平同志在 《之江新语》 中讲述了这样
一个故事：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村
党支部书记郑九万病了，一天之内村
民自发筹集了数万元手术费为他治
病，甚至表示“就是讨饭了也要救
他”，因为郑书记心里装着群众，真心
实意地为人民群众做好事、办实事、
解难事。可见民心是杆秤，只有顺民
意、得民心、为民谋利的党员干部，
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我
们要学习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
民、唯独没有他自己”、谷文昌“不带
私心搞革命，一心一意为人民”、杨善
洲“只要生命不结束，服务人民不停
止”的精神，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
围绕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
实实在在干，干一件是一件，干一件

成一件，不断提升人民幸福成色。
办好“头等大事”，要把握好几组

关系。把握好“关键少数”和“绝大
多数”的关系。各级领导干部是办好

“头等大事”的组织者、指挥者、决策
者和实践者，要带头做表率、当好

“领头雁”，带领群众脚踏实地、拼搏
实干，把群众智慧转化为做好工作的
具体举措，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各项事
业发展。把握好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党员干部要以百姓心为心，多想想哪
些方面工作同群众期盼还存在差距，
对于群众反映强烈的急难愁盼问题，
不等不拖、立行立改，对于一时解决
不了的问题，也要列出时间表，久久
为功、持续用力，真正把好事实事做
到群众心坎上。把握好大与小的关
系。有的党员干部存在“事小而不
为”的想法。然而，何为大，何为
小？看一件事情的大小，不能只看其
形式和规模，而要站稳人民立场，从
群众切身需要来考量。民生工作千头
万绪，看似细微具体的小事，实则是
关乎民心向背、社会和谐稳定的大
事，因此，有利于百姓的事再小也要
做。

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没有终点，只
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征程上，我们
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心心相印、命运与
共，办好“头等大事”，千方百计把老百
姓身边的大事小事解决好，一件接着一
件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把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

办好“头等大事”，提升人民幸福成色
暨佩娟

国产 3A 游戏 《黑神话：悟空》
全球上线以后，为了让海外玩家更好
了解故事背景，许多中国游戏玩家自
发制作图片、文字、视频，向海外玩
家“科普”《西游记》原著。借由这
款游戏持续火爆，中华文化也吸引了
更多目光。

丰厚的历史文化资源，如何转化
为现实的文化软实力？“探索文化和
科技融合的有效机制，实现文化建设
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是一个
重要方向。

如果说文化是源代码，科技就是
编译器。以创新思维和科技手段，丰
富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有利于其走
出“高阁”、走进生活，焕发生命
力、增强吸引力。

如果说优秀传统文化是富矿，现

代科技就是采矿机。找准角度、用好
力度，就能开凿出文化产业发展的现
实路径，释放生产力、提升竞争力。

“新中式”服装成顶流，曹县汉
服一年卖出 120 亿元；“国潮”文创
持续火爆，凤冠冰箱贴4个月销量超
53 万件。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历史
记忆，更潜藏着人们内心深处的消费
认同。紧扣时代脉搏，洞悉大众喜
好，通过新技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新
产品、新服务，有助于实现文化与经
济的双向奔赴。

如果把文化比作帆船，那么科技
就是适时而起的东风。在信息化、数
字化的发展潮流中，以新兴媒介为推
动力，中华文化这艘大船就能扬帆

“出海”，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实现口碑与票房双赢的电影《哪

吒之魔童闹海》，用现代动画技术讲
出传统神话故事，既让优秀传统文化
赢得更多观众喜爱，激起电影市场的
一池春水；也创造了让青少年领悟传
统文化精髓、增强文化自信的契机，

培厚了新时代的文化沃土。依托新技
术，创新文化传播方式，讲好中国文
化故事，能让世界更好读懂古老的中
国，也更好看见当下的中国。

技术为表、文化为里，创新不能
失本，赋能不可越矩。以科技赋能文
化，不是要“改写”历史、“重构”
文化，而是要让积淀的丰厚历史文化
获得新的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

利用数字建模技术，考古专家能
够在电脑上还原出文物残片的本真面
貌，展现其原初风采；围绕孙悟空、
哪吒的影视剧改编层出不穷，但刚健
有为、不屈不挠的精神品格不仅没有
改变，还有了更富有时代气息的呈
现，更加深入人心。

中华上下五千年，处处都是文化
的沃土，回响历史的跫音。充分发挥
科技在文化建设中的保护作用、支撑
作用、驱动作用，不断推动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长河定将澎湃向前、
奔腾不息。

让科技之光照亮文明星空
常 晋

过 年 回 老
家，和老同学相
聚，发现了一些
新变化。一名在
村里挂职的同学
变化最明显：此
前每谈及基层工

作，倒的苦水较多，今年他言语里多了一份骄傲：“去年实实
在在干了几件事，年底考核的时候，村民给我竖起了大拇指。”

这既得益于基层减负的成效，又与其个人工作水平提高分
不开。由此思考，同样是忙活一年，为什么有的人收获满满，
有的人却“日计有余，岁计不足”？

有人说，各种检查考核太多，占用时间精力；有人说，日
常工作本就琐碎，难出成绩；也有人心知肚明，自己实际只是
看起来很忙。究其根本，就是陷入了事务主义的泥潭。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如果忙忙碌碌，只是机械做事，陷
入事务主义，是很难提高认识和工作水平的。”事务主义不仅
导致工作效率低下，严重的还会滋生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
题，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警醒之、力避之。

忙碌是工作的常态。能否忙得井井有条、游刃有余，考验
的是工作的智慧。

“旧改啥时候轮到我们小区？”“能不能多装几台充电桩？”
北京的市民热线服务着2000多万名居民，刚开始不可避免陷
入了“手忙脚乱被动接电话”的局面。整合 64 条政务热线，
建立精准派单机制，“日报告、周分析、月通报、年体检”，在
实践中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接诉即办从“有一办一”向

“举一反三、主动治理、未诉先办”不断深化，及时、准确、
高效回答民生之问。

由此而言，摆脱事务主义，一个重要方法就是坚持在干中
学、学中干。在日常工作中寻找规律、优化方法，才能不断提升
工作效率，解决好各种新情况新问题，做到从容不迫、有条不紊。

进一步而言，同样是工作，也有轻重缓急之分，没有主
次，不加区别，眉毛胡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作的。

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加强保障和改善民生，从保护好生态环境，到确保粮
食安全……心系“国之大者”，工作也就有了方向。比如眼下，全国各地陆续进入春耕
备耕农忙时节，一寸春光不可失，必须早谋划、早行动，确保肥料和种子等农资供应充
足，组织好农技人员入村到户，深入田间地头，确保春耕生产顺利进行。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紧紧围绕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优先解决主要矛盾和
矛盾的主要方面，自然能够举重若轻、事半功倍。

也要看到，目前在基层，“小马拉大车”的问题仍然不同程度存在，一些无谓
的事务，占用干部大量时间、耗费大量精力，让不少干部心有余而力不足。减负与
赋能双管齐下，才能使基层干部从“无效忙碌”中解放出来，将精力集中在发展、
建设、民生等实事上，实现减负不减速，实干建新功。

今年是“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使命催征，呼唤党员干部以时不我待的精气
神投入到工作中去。动起来、忙起来，忙到实处、忙有所获，我们定能漂漂亮亮打
赢这场“收官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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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2》）自
2025年春节档上映以来，以破竹之势刷新全球单
一市场动画电影票房纪录，成为继《哪吒之魔童
降世》后又一现象级作品。影片不仅以超1900个
特效镜头、80%的特效占比展现了中国动画工业
的顶尖水准，更通过深度的文化叙事与创新表
达，成为探讨中国文化自信的典型案例。本文将
从文化基因的现代演绎、科技赋能的产业革新、
全球化传播的范式突破三个维度，剖析《哪吒2》
如何以传统为基、以创新为翼，为中国文化软实
力的崛起提供实践路径。

文化基因的现代演绎
传统哲学的当代解码

《哪吒2》的成功首先源于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
转化。影片以《封神演义》为蓝本，却并未拘泥于古
典文本的线性叙事，而是通过多维度的哲学思辨，
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核心精神融入现代语境。

1.儒家伦理的困境与突围。影片中，哪吒的
成长轨迹暗含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
值观，但其矛盾性更为凸显。李靖夫妇对哪吒的
包容与教导，既是对传统“孝悌”伦理的强化，
也折射出当代家庭教育中“知行合一”的困境；
而东海龙王对敖丙的严苛期待，则隐喻了功利主
义教育观对个体自由的压抑。这种冲突的呈现，
使得儒家文化不再是静态的道德教条，而是成为
角色行动的深层动力。

2.道家辩证思维的视觉化重构。影片以“混
元珠”与“阴阳共生”为核心意象，将 《易经》
的“太极生两仪”具象化为哪吒与敖丙的冰火合
击。这一设定不仅解构了传统神话的善恶二元对
立，更呼应了道家“万物负阴而抱阳”的辩证思

维。申公豹与龙族的悲剧，则揭示了“众生平
等”理想与仙界阶级现实的冲突，暗含对权力机
制的批判。

3.神话祛魅与身份认同的现代隐喻。影片将
神话角色“降维”为现代人的镜像：哪吒从“反
抗天命”到“挑战权力规训”的转变，映射了当
代青年对僵化社会结构的反抗；天庭的官僚化塑
造（如金碧辉煌却冰冷的建筑风格），则暗讽现代
社会的科层制异化。这种对传统神话的祛魅，使
文化符号获得了跨越时空的共鸣力。

科技赋能与产业革新
动画工业体系的成熟之路

《哪吒2》的票房奇迹背后，是中国动画工业
体系的系统性突破。影片集结138家本土动画公
司，通过技术创新与流程优化，实现了从艺术创
作到产业落地的全链条升级。

1.技术突破：东方美学的数字新生。影片以
3D建模、动态捕捉等技术，将传统美学元素转化
为视觉奇观。例如，“山河社稷图”以三维动画复
现水墨意境，八卦阵的《周易》哲学通过粒子特
效可视化，青铜饕餮纹与汉代漆器色则被融入场
景设计。技术不再是单纯的工具，而是成为文化
表达的载体。

2. 流程工业化：从作坊式生产到标准化体
系。电影制作周期长达五年，涵盖前期文化考
据、中期技术攻坚 （如开发“动态美感”算法以
处理万条锁链的独立物理运算） 和后期全球化宣
发。这一流程标志着中国动画从依赖个体创意向
工业化生产的转型，其项目管理与协同能力已可
比肩好莱坞。

3.产业生态：文化IP的经济辐射效应。影片
带动了从衍生品开发 （联名汽车、主题景区） 到
影视股回暖的产业链联动，形成“文化—消费—
资本”的良性循环。成都作为“魔童故乡”，更依
托产业集群效应，孵化出涵盖配音、特效等环节
的“隐形冠军”企业。数据显示，2025年春节档
期间，与影片相关的文旅消费同比增长超 90%，
印证了文化软实力对经济的强劲拉动。

全球化传播

文化自信的跨语境实践

《哪吒 2》 的海外成功，不仅在于票房数据，
更在于其探索了一条本土文化全球化的可行路径。

1. 叙事策略：普世价值与民族特质的平衡。
影片将“自我成长”“身份认同”等普世主题与中
国传统元素结合。例如，哪吒与敖丙的友情线弱
化了种族对立，强调个体选择对命运的超越，这
一设定在西方市场宣传中被着重突出。这种“去
东方奇观化”的叙事策略，避免了文化折扣。

2.本地化适配：从语言转换到文化解码。制
作团队对台词进行精准的跨文化转译：英文版中

“我命由我不由天”被译为“I am the mas-
ter of my fate”，既保留原意又契合西方个
人主义价值观；同时，通过调整部分文化符号

（如弱化道家术语解释），降低理解门槛。这种策
略使影片在北美、东南亚等市场均取得破圈效应。

3.符号输出：从产品到价值观的升级。影片
中“六臂哪吒”等创新形象登陆纽约时代广场，
不仅输出了视觉符号，更传递了“挑战宿命”的
精神内核。这种价值观输出，与西方超级英雄电
影的个体拯救叙事形成对话，展现了东方叙事的
独特魅力。

《哪吒2》的启示在于：文化自信的构建，既
需根植传统的精神内核，亦需拥抱现代的技术与
传播逻辑。影片通过将《周易》哲学视觉化、儒
家伦理戏剧化、道家思辨动作化，证明了传统文
化并非博物馆中的标本，而是可被激活的“活的
基因”。与此同时，其产业实践表明，文化软实力
的提升必须依托硬实力的支撑——从特效算法的
自主研发到全球发行网络的搭建，中国动画正以
体系化能力参与国际文化竞争。

正如导演饺子所言：“传统文化不是包袱，而
是宝藏。”《哪吒 2》 的成功，标志着中国动画从

“借船出海”转向“造船出海”的新阶段。未来，
唯有继续深化“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的双轮驱动，方能让文化自信真正成为民族复兴
的精神引擎。 （作者单位：薛城区委党校）

从“哪吒闹海”看中国文化自信
杜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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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宝山水图（国画） 徐继花 作

在东京银座的商业区，一位坐
轮椅的年轻人正在操作电子导航系
统寻找无障碍卫生间。这座智能终
端不仅能显示路线，还能实时更新
设施使用情况。这个场景折射出当
代社会对无障碍环境的最新思考：
当无障碍设施从被动满足需求转向
主动创造可能，人类文明正在经历
一场深刻的认知革命。

文明进程中的觉醒时刻

人类对无障碍的认知觉醒始于
二战后的创伤反思。1945年，英国
斯托克曼德维尔医院收治的伤残军
人用残缺肢体推动轮椅，在病房走
廊画出第一道无障碍轨迹。这种自
发性需求催生了现代无障碍理念的
雏形：1950年英国颁布的《慢性病
与残疾人法案》，首次将无障碍设
施纳入法律范畴。

社会观念的演变犹如文明进程
的显微镜。1976年联合国“国际残
疾人年”的设立，标志着无障碍从福
利诉求升华为基本人权。纽约现代
艺术博物馆在2015年推出的触觉导
览系统，允许视障者通过3D打印模
型“观看”梵高的星空，这种艺术平权
实践颠覆了传统无障碍的边界定义。

科技进步正在重塑无障碍的内
涵。波士顿动力公司的四足机器人
开始为视障者导盲，微软的 See-
ing AI 应用能实时解析视觉信

息，这些创新不再停留于弥补缺
陷，而是在创造新的感知维度。就
像眼镜发明不仅矫正视力，更延伸
了人类的视觉能力。

被忽视的认知暗礁

全球 90%的网站至今不符合
WCAG2.0 无障碍标准，这个数据
暴露出数字化时代的认知滞后。上
海陆家嘴的摩天楼群中，仍有37%
的写字楼未配置无障碍电梯。这些
缺失不是技术难题，而是文明认知
的断层。

无障碍设施的形式主义困境更
具隐蔽性。某城市在人行道铺设的
盲道在百米内出现17次直角转弯，
这种“行为艺术”式的建设，折射
出设计者对人本主义的理解偏差。
真正的无障碍应该是“润物无声”
的存在，而非刻意标榜的符号。

文化心理的无形障碍更难破
除。日本研究发现，68%的残障人
士更畏惧他人异样眼光而非物理障
碍。柏林爱乐乐团开设的“缺陷之
美”音乐会，通过让健全观众蒙眼
聆听，成功消解了这种心理隔阂。
这提示我们：真正的无障碍需要心
灵通道的铺设。

重构文明的新坐标

通用设计理念正在打开新视

界。伦敦奥运村所有设施都遵循
“全民适用”原则，门把手高度兼
顾儿童与轮椅使用者，这种设计智
慧证明：当我们将差异视为常态，
创新就会自然涌现。就像智能手机
的触控界面，最初为帕金森患者设
计，最终惠及所有人。

城市空间的无障碍革新需要系
统思维。新加坡“全民畅行”计划
将地铁、公交、步行系统无缝衔
接，配合手机导航形成立体网络。
这种城市肌理的再造，本质是在构
建"平等参与"的社会基础设施。

每个人的觉醒都是文明的增
量。当瑞典幼儿园开始用盲文积木
教字母，当北京咖啡馆培训手语点
单，这些微小改变正在编织新的文
明图景。无障碍不是慈善工程，而
是社会契约的应有之义，衡量着人
类对自身尊严的理解深度。

在东京晴空塔的观景台上，安装
着全球首个能传递风速、气温的触觉
装置。当视障游客的手指在震动中
感知云层流动时，我们看到的不仅是
技术突破，更是文明层次的跃升。无
障碍设施如同隐形的标尺，丈量着每
个时代对人性的理解深度。当某天
我们不再需要刻意谈论无
障碍，当差异真正成为世界
的底色，那将是文明真正的
成年礼。

（作者单位：市残疾人综
合康复中心）

丈量人类文明的隐形标尺
李 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