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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中国科技“点亮”中国故事
●宋佳航

本期 聚焦聚焦

从《哪吒之魔童闹海》以震撼特效诠
释“中国式浪漫”，到中国首部虚拟现实
电影《唐宫夜宴》亮相第七十八届戛纳国
际电影节，再到第二十一届文博会首设
人工智能展区、各类机器人同台“秀绝
技”……透过不同领域的创新图景可以
看到，中国故事里的“科技含量”正不断
提升。

当前，前沿科技蓬勃发展，正以前所
未有的力量重塑中国故事的表达方式。
从大模型构建“数字舞台”的视觉震撼，
到虚拟现实与大数据可视化打造的沉浸
式文博新体验，再到《黑神话：悟空》等作
品激活传统文化叙事的强大感召力，在
科技加持下，中国故事正以更鲜活、更震
撼的姿态焕新登场。

当科技赋能文化表达，中国故事更
添魅力，激活无限想象。在第二十一届
文博会现场，弹琴、跳舞、下棋的机器人

随处可见，频频成为焦点。日本大阪世
博会上，“AI 孙悟空”借助讯飞星火大模
型实现中、日、英三语互动，化身中国馆
的“智慧代言人”。这些科技赋能的创新
呈现，搭建起跨越文化藩篱的桥梁，让海
外观众得以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亲近中
国文化，悄然激发跨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从文化表达到价值肌理，中国也正
以科技为媒传递理念与精神。日本大阪
世博会中国馆的展示便是典范：它超越
传统展陈的静态表达，巧妙运用互动装
置、数字科技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将“天
人合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理
念生动呈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推
动可持续发展、探索宇宙奥秘等领域，拥
有着丰富实践与精彩故事。由科技赋能
构建的“体验式叙事”，不仅有助于消弭
文明理解的鸿沟，更能让负责任的大国
形象借由情感共鸣更加深入人心。

中国科技推动的，远不止传播方式
的革新，更是表达范式的转型。过去几
年中国国际形象的稳步提升，离不开“酷
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与全球年轻一代
达成的深度情感共鸣。国产游戏、虚拟

数字人、元宇宙等新兴载体正以年轻人
熟悉的语态讲述中国故事：中国网游将

“黑科技”与传统文化元素熔于一炉，非
遗技艺在虚拟世界焕发新生，汉服文化
借直播风靡全球，国风音乐于短视频平
台广为传唱……这些创新实践有效拉近
了全球用户与中国文化的“心距离”，让
年轻一代在沉浸式体验中，自发成为中
国故事的传播者、诠释者。这种从“文化
输出”到“情感共鸣”的范式转变，正在为
中国国际形象的塑造注入源源不断的新
动能，也让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数字时代
的全球对话中，展现出历久弥新的生命
力与感染力。

事实证明，卓越的科技应用、创新的
数字体验，能够跨越语言、文化与时空，
让更多中国故事叩响世界心门。当然，
科技只是手段，而内容才是灵魂。无论
技术多么先进，优质、真实、有深度的叙
事始终是核心竞争力。因此，在拥抱科
技浪潮的同时，创作者需要具备更深沉
的文化定力与价值洞察力，让科技更好
服务于故事本身的深度与温度。

其实，中国科技不仅能“点亮”更

多中国故事，其自身亦是精彩的中国
故事。DeepSeek 惊艳世界，春晚舞台
上机器人扭秧歌技惊四座，亚冬会实
现 100%绿电供应……“井喷”的中国创
新成果背后，属于中国科研工作者的
故事同样值得倾听。正是他们坚守初
心、攻坚克难的拼搏奋斗，让中国科技
在创新舞台上绽放耀眼光彩。今天，
当技术与文化在双向赋能中彼此成
就，新一代创新者们必将拥有更加广
阔的驰骋天地，书写出更加澎湃、更富
张力的中国故事。

中国科技“点亮”中国故事，未来还
蕴藏无限可能。随着前沿科技加速“飞
入寻常百姓家”，讲述中国故事的主体与
形式将经历更深刻的变革——技术赋能
让更多普通人拥有讲述身边故事的可
能。未来，更多承载着真实情感与时代
印记的中国故事，将通过多元化的个性
表达，在全球受众心中激起情感的涟
漪。中国故事也必将借科技之力走得更
远、传得更广，在世界文明的星空留下更
多温暖而璀璨的印记。

（据《人民日报》）

当科技赋能文化表达，中国故事更添
魅力，激活无限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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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待更多“LABUBU”走红全球
●关末

“是谁还没拿下LABUBU！”眼下，潮
玩企业泡泡玛特旗下 IP LABUBU，正以
超高人气席卷全球消费市场。从巴黎街
头到纽约商店，从北京乐园到曼谷机场，
许多国家的年轻人都被这只来自中国的
森林小精灵“硬控”。

小小玩偶为何能俘获全球粉丝的
心？其中趣味远不止于一个“玩”字。
LABUBU的外形设计融合了调皮、可爱、
怪诞等特质，本就契合当代年轻人追求个
性的审美偏好，它“龇牙咧嘴”“邪恶坏笑”
的表情似乎也在告诉人们，凡事放轻松，
来点松弛感。这种“反差式治愈”提供了
别样情绪价值，也成为“Z世代”表达态度
的某种符号。稀有款、隐藏款是社交“硬
通货”，“改娃”“包挂”是时尚新玩法……

玩家们在消费中获得了多元体验，也带动
IP影响力逐渐攀升。

以更大视野看，LABUBU是近些年潮
玩市场爆火的一个缩影。如果说过去的
IP经济更多作为一种概念吸引“发烧友”，
那么眼下其更多是以创意连接产业，全方
位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就拿泡泡玛特
公司所在地北京来说，从首家泡泡玛特城
市乐园（POP LAND）开园，到多家潮玩全
国首店、旗舰店相继落地；从自动贩售机、
快闪店、集合店等场景不断上新，到各大
老牌商场华丽转身为“吃谷”高地……随
着时尚土壤的培育与更新，潮玩也带动起
更多消费模式。

潮玩风靡，不仅是一种消费心理的转
变，更是文化赋能经济的生动表现。放眼

全球，在一众新老热门IP之中，中国潮玩
如何闯出了一片新天地？这离不开中国
制造完整产业链的支撑、全球跨境电商生
态链的完善，同样在于为世所共通的情感
找到了一种“恰到好处”的表达方式。在
东京涩谷，LABUBU与招财猫元素融合的
限定款，上线7分钟即售罄；在法国卢浮宫
旁，以LABUBU 变身为名画主角设计的
冰箱贴，吸引不少游客“端盒”购买。事实
证明，在培育自有IP创意的基础上，突破
不同文化背景与地理界限，品牌故事会更
加深入人心。

当前，全球消费市场正经历深度变
革，个性化、品质化、体验化成为时尚消费
新趋势。有数据显示，去年中国潮玩消费
者规模达4000万，市场规模为764亿元，

预计到2026年将突破1100亿元。在数字
经济与全球化浪潮之下，深耕IP经济已成
为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命题。当然
也要看到，如今文创、潮玩市场也存在一
些困局，诸如黄牛坐地起价、假货仿品泛
滥、设计同质化等问题不同程度影响了生
态。合理开发，戳破泡沫，实现从“量”到

“质”的跨越，才能让市场长红。
从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一墩难求”，

到“哪吒”“大圣”搭载电影、游戏出海，再
到LABUBU家族“萌翻”全球……这些东
方IP的“崛起之路”或许不尽相同，但都经
历了长期的积淀与打磨。打开想象，沉下
心来，会有更多“LABUBU”走出国门，成
为全球“顶流”。

（据《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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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智能棋
盘、手腕球、回弹健身球等适老玩具搜索量
同比增长 124%，成交量同比增长超 70%，55
岁以上的消费者占比逐渐增加，且成交速度
不断加快。适老玩具的畅销，折射出银发经
济巨大的空间与活力。

统计显示，2024 年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
上人口首次突破 3 亿人，庞大的老年人口规
模，是支撑银发经济持续壮大的基础。当前
以 50 后、60 后为主的“新老年”群体，在消费
认知、消费心理上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征特
点。他们在青壮年时代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时
代红利，又随着智能手机普及接入移动互联
网空间，思维意识、网络素养、生活习惯都更
加跟得上时代步伐，更能接受新的生活方式
和消费习惯。“新老年”群体在消费习惯上更
加开放，逐步打破“老年就是衰老”的陈旧认
知，进而追求更高品质、更优体验的消费方
式。

适老玩具畅销，为发展壮大银发经济提
供了新启示。从生产厂家和销售商角度来
看，适老玩具产业链的建立并不困难，关键
在于思维的转变。比如，随着老年群体对玩
具产品接纳程度提高，一些儿童玩具生产
商、销售商发现，老年玩具与儿童玩具在锻
炼反应力、抓握力、协调性方面存在共通性，
儿童玩具只需在细节上做一些微调，就能实
现适老化改造。一些过去主营儿童玩具的店
铺就地转型，通过精准的产品设计，连接更
多细分消费群体。玩具不再是孩童的专属，
同样可以成为老年消费者愉悦精神、满足爱
好的有效载体。由此看来，已有产品的适老
化改造，不失为一条经济便捷的产业发展路
径。

要把满足老年群体的核心需求摆在首
位。首先是保持身体康健的需求。很多人进
入老年以后，开始面临身体机能衰退的困
扰，开发生产更多有助于提高手脚协调能
力、减缓记忆衰退的功能产品，将为促进老
年群体健康提供有益帮助。其次是老有所乐
的需求。一些人进入老年以后，社交圈子明
显缩小，特别是空巢老人、丧偶老人，更容易
在生活中感到孤独、寂寞，精神生活十分单
调。不妨考虑设计一些桌游、卡牌等需要多
人配合的游戏项目、游戏产品，提高老年人社交互动频率，或许能够
给他们带来更多乐趣和信心。发展壮大银发经济，要在健体与益智
等关键元素上做文章，兼顾运动量和趣味性，满足老年消费者日常锻
炼、康养需求。

要鼓励企业持续创新产品和升级产业链条。创新是释放银发经济
市场空间的关键。据民政部测算，未来10年内，我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
人口每年净增超过1000万人；预计到2035年，银发经济占GDP比重将从
6%上升到9%。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增银发经济相关企业同比增长约
9.27%。巨大的市场前景，增强了企业投资银发经济的信心，但撬动市场
的支点在于一个个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创新开发的适老项目和产品。

“新老年”群体追求的不只是生存保障，更是高品质、高质量的生命周
期。一些企业加强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发更多解决老年人痛点的健康产
品，运用人工智能等先进信息技术改进产品设计，积极面向市场开展个
性化生产服务，获得了不俗的市场反馈，这些探索都为发展壮大银发经
济注入新活力，提供了更加多元的想象空间。 （据《光明日报》）

深耕精神沃土 绽放文明之花
●籍海洋

纵深 观察观察

前不久，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
在京召开，内蒙古精神文明建设喜获多项
荣誉。呼和浩特市、呼伦贝尔市、乌兰察布
市等7个城市入围第七届全国文明城市序
列；我区74个村镇、112个单位、19个家庭、
21所学校获评全国文明村镇、文明单位、文
明家庭、文明校园；2人获得第九届全国道
德模范荣誉称号，8人获全国道德模范提名
奖。从一处美到处处美，文明之风在内蒙
古越来越深入人心，文明之花在北疆大地
越开越艳丽。

文明是一个地区的精气神，也是一个
时代的价值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物质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是中国式现代化
的重要特征，强调要通过推动精神文明建
设高质量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提供
强大精神力量。多年来，内蒙古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深
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精神文明建设、
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内蒙古的重要
指示精神，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不断激发文明实践、文明培育、文明创建整
体活力，全区各地文明创建工作走深走实，
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各族干部群众的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

文明创建的根本目标，是让群众看得
见变化、摸得着实惠。呼和浩特市着力打
造“青城有礼”品牌，持续开展文明餐桌、文
明交通、文明上网等“做文明有礼首府人”
市民文明素质提升行动，不断提升群众的

认同感、家园感和归属感；呼伦贝尔市从
“神经末梢”入手，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
盼问题为切入点，积极推进公共服务设施
改造，不断创新拓展服务功能；乌兰察布市
聚焦民生痛点，统筹推进城乡环境综合整
治与惠民工程，深入实施城市品质提升行
动，让城市既有颜值更有温度……一个个
老旧小区焕然一新、一条条背街小巷干净
整洁、一个个集贸市场提档升级，这样的变
化不胜枚举。内蒙古各地以实际行动证
明，践行文明创建为民、利民、惠民理念，在
民生细节上精雕细琢，在落地落实上多下
功夫，聚人气、汇民智、暖民心，文明指数就
能一步步转化为幸福指数。

文明创建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
需深耕厚植、打牢根基，更需久久为功、行
稳致远。让文明持续“保鲜”，关键在于建
立健全常态长效机制，注重学习先进，持续
巩固扩大创建成果，不断提升创建水平。

要紧密结合实际，贯彻落实好《内蒙古自治
区文明行为促进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志愿
服务条例》《内蒙古自治区社会信用条例》
等一系列地方性法规，坚持融入日常、抓在
经常、落在平常，推动创建工作走上制度
化、规范化、科学化轨道。要广泛发动群众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绿色低碳出行、
杜绝粮食浪费、呵护美好家园；注重培育社
会文明新风正气，通过加强先进典型选树
宣传，传播文明理念、倡导文明行为，营造
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浓厚氛围。

文明创建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全民
参与的大合唱。只要人人都行动起来，从
立规矩到成习惯，从要我做到我要做，当文
明行为有了法治标尺，当文明理念深入人
心，当文明成果全民共享，向上向前的文明
力量就会厚植在内蒙古每一寸生机勃勃的
土地上，向着未来无限伸展。

（据《内蒙古日报》）

文明创建从来不是独角戏，而是全民
参与的大合唱。当文明行为有了法治标
尺，当文明理念深入人心，当文明成果全
民共享，向上向前的文明力量就会厚植在
内蒙古每一寸生机勃勃的土地上，向着未
来无限伸展

画里 有话有话

谨防“假洋牌”陷阱
近日，某电商直播间伪进口奶粉乱象被曝光，揭开直播间兜售“假

洋牌”灰色产业链。直播间里主播用精心准备的话术吆喝鼓动，让许
多消费者防不胜防、掉入消费陷阱。

记者调查发现，从伪造海外认证到境内工厂生产，从勾兑劣质原
料到“碰瓷”大牌商标，主要成分为燕麦粉的方便食品被包装成高端

“进口奶粉”，以“海外直邮”“网红品牌”等噱头，在直播间被堂而皇之
售卖，以低廉成本获取高额利润。

■新华社发 徐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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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呼和浩特在推进文旅发展方面动
作频频，一系列有力举措不仅推动了当地文旅产
业的繁荣，也让这座城市散发出全新的魅力。

在全域旅游格局构建上，呼和浩特精心打造
“一廊两轴五带”文旅发展布局。老牛湾黄河大
峡谷旅游区成功创建国家5A级旅游景区，这不
仅是对当地自然风光与旅游资源的高度认可，更
是全市上下齐心协力发展文旅事业的有力见
证。为进一步完善全域旅游发展体系，呼和浩特
出台了《呼和浩特“一廊两轴五带”文旅产业空间
发展规划》，同步制定《呼和浩特市推动文化旅游
业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2025—2027）》，启动
基础设施、产品线路、标识系统三大提升计划，并
推出高山草原游、文博集群游等丰富多样的旅游
产品体系，力求为游客带来全方位、多层次的旅
游体验。

在文化领域，呼和浩特的“博物馆之城”建设
成效显著。编制《呼和浩特市博物馆之城建设总
体规划（2023—2035）》、加入国际博物馆协会、成
功创建4家国家一级馆，一系列举措让这座城市
的文化底蕴得以深度挖掘与展示。文物保护制
度的日趋完善以及大量文物保护项目的实施，更
为文化传承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值得关注的是，呼和浩特在文旅融合的实践
中积极创新，探索出了诸多成功模式。演唱会经
济便是其中的亮点之一。自2022年以来，呼和浩
特先后举办10余场演唱会，累计接待国内游客超
500万人次。今年，呼和浩特市更是计划以打造

“歌游内蒙古”区域文旅品牌为引领，实施“演艺
之城”建设行动，积极邀请众多知名明星举办演
唱会，力求放大演唱会的“长尾效应”，让“演出＋
旅游”模式成为促进文旅消费、提升城市形象的
新引擎。

此外，冰雪场景、节庆经济等领域也表现出
色。马鬃山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的成功创建，
以及昭君文化节、恼包生态音乐节等文旅活动的
火爆出圈，都为呼和浩特的文旅发展注入了强大
动力。

呼和浩特在文旅发展方面的举措与成效为
其他城市提供了宝贵经验。通过科学规划、文化
挖掘、创新融合以及市场导向的发展策略，呼和
浩特成功打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文旅品牌，实现
了城市魅力与经济发展的双赢。展望未来，随着
各项举措的持续推进与不断完善，呼和浩特有望
在文旅领域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成为全国乃至
全球游客向往的旅游目的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