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某地“中学开学收取723
元作业打印费”的话题引发关注。当
地教育体育局发布通报称，情况基
本属实，责令该校立即纠正其违规
收费行为，给予学校全区通报批评，
并依法依规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
处理。

古有洛阳纸贵，今有作业纸贵。
本以为此前有学校收取学生“刷脸
费”已经够不要脸了，怎知“作业打
印费”横空出世，让人瞠目结舌。也
不得不佩服某些学校的“想象力”，
为了收费，竟在学生作业上动脑筋。
一句“资料打印费”就动辄数百元，
简直比印钱还快。照此类推，以后岂
不是试卷要收费、草稿纸也要收费
……

另一个耐人寻味的地方是，根
据通报，这 732 元并非网传的“寒假
作业打印费”，而是高一年级的第一
学期“学习资料印刷费”。可以看出，
学校可能已经在努力找补了———这
不是一个寒假的作业费，而是整个
学期的资料费。说白了，无非是在违
规收费这条路上，五十步与一百步
的区别罢了。

有人说，涉事学校属于民办性
质，收费项目多一些也合理，既然打
印费有零有整，好好解释这些费用
是怎么算出来的，或许情有可原。可
如今一声招呼不打就直接伸手向家
长要钱，恐怕再合理的苦衷，也像是
敛财的借口。

说到底，校园收费事关家长与
学生切身利益，收取每一笔费用，都
应该交代得一清二楚、明明白白，更
要征得家长的认可与同意。民办学
校要营利不假，但收费也应规规矩
矩。“天价打印费”看似个例，实则反
映出部分教育机构将“营利性”异化
为“逐利性”，更将学校异化为“生意场”。这也是校园乱收费
现象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之一。

对此，一方面，要建立起常态化、长效化的监督治理机
制，确保教育收费规范化、透明化，对违规收费行为“零容
忍”。另一方面，要畅通投诉机制，让家长、学生在面对不合
理收费时，不必借助外部力量也能快速解决问题，这或许能
起到更有力的警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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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近日在江西省赣州市召开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推进会。会议
指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
速连续 4年快于全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
这源于过渡期以来的接续帮扶，脱贫地区
责任、政策、工作落地落实，帮扶产业持续
发展壮大，脱贫劳动力务工就业规模稳中
有增。

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是全面推进乡
村振兴的底线任务。2025 年是巩固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5年过渡
期的最后一年。相关地区和部门要毫不松
懈抓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
提升防止返贫致贫监测帮扶效能，统筹建
立农村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和低收入人口、
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在识别方
面，要进一步优化监测机制，完善“一键报
贫”等线上申报方式，强化部门筛查预警，
充分发挥大数据比对和村基层组织作用，
让数据多跑路、干部群众少跑腿。还要重点
关注因病、因灾返贫等风险隐患，实现帮扶
关口前移。对于有返贫致贫风险的农户，发
现一个帮扶一个。做好应扶尽扶，避免返贫
发生，动态消除风险。

产业振兴是激发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的
源泉，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基础和关键。根
据党中央以及国务院的部署要求，要“巩固
一批、升级一批、盘活一批、调整一批”，促
进帮扶产业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选准
优化产业方向，引育产业发展人才，提升设
施装备条件，打造特色品牌。要用好管好帮
扶项目资金，着力加强资产全链条监管，促
进资产稳定良性运行。要发挥好东西部协
作和中央单位定点帮扶作用，持续
推进“万企兴万村”行动，促进脱贫
地区产业健康发展，稳定提升脱贫
劳动力务工就业质量及增收致富能
力。

要过好日子离不开实干，有志
者事竟成。帮扶工作还要把扶志与
扶智结合起来，激发脱贫群众志气
不能空泛，要助力其学技能长本事，

“授人以渔”。结合劳务协作、就业帮
扶车间等的实际需求，强化就业技
能培训，让有关群众掌握一技之长，
通过自身努力获得务工就业机会与
发展空间。培养“造血”能力，加添信
心志气，二者相辅相成，才能使脱贫

群众脚下的路更宽。
发展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金

钥匙”。要千方百计让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
发展起来，通过发展带动帮扶，以帮扶促进
发展，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中牢牢守住不
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的底线。全社会共同
努力，欠发达地区的风貌一定能不断提升
改观，脱贫地区群众的生活水平一定能迈
上新台阶。

扶志加扶智，让脱贫群众脚下路更宽
蒋 萌

这个春节档，国漫巨制《哪吒之魔童闹
海》势如破竹，刷新中国影史票房纪录。从

“二刷”到“三刷”，从“小孩必看”到“全民刚
需”，哪吒也走出电影院，展现出的不俗

“钞”能力，甚至催生出“哪吒经济学”的说
法。

目前，接到这波流量的，远不止吃吃喝
喝、周边玩具，文旅消费也如踩上“风火
轮”。数据显示，电影上映以来，取景地宜宾
搜索量环比增长 225%，江油搜索量涨幅高
达453%，“跟着吒儿去打卡”成为最时髦的
旅游单品。在信息过剩而注意力稀缺的时

代，一部好电影究竟能带来什么，“哪
吒经济学”给出了答案。

票房作为最直观的数据，以往一
直被视为定义电影产业的唯一指标。
而近年来，从《大鱼海棠》引发衍生周
边销售热潮，到《热辣滚烫》带火健身
拳击；从《流浪地球 2》刷新中国拼装模
型预售纪录，到眼下《哪吒之魔童闹
海》点燃神话与文旅的跨界联动，越来
越多的人意识到，电影产业带来的经

济意义，远不止票房那么简单。自诞生之
初，电影就带有商品与文化的双重属性，观
众对电影的消费过程，本身也是新一轮文
化再生产、再消费的起点。通过“电影 +”的
形式，美食、文创、旅游、非遗相继出圈，反
复佐证电影背后强大的溢出效应。有机构
估算，一张几十元的电影票，将会带动 5 到
10 倍的消费甚至更多，声光画影与社会经
济间的良性互动可见一斑。

从环球影城、迪士尼等全球知名项目
看，将票房转化为主题公园、文旅项目，进
一步激活电影的长尾效应，已经是被反复

证明的成熟商业模式。运营成功的关键，都
是“得 IP 者得天下”。以此观之，哪吒根植
于古老的中国神话，故事脚本老少皆宜，同
样不乏打造大 IP的可能性。当然，深度开
发 IP 是一项系统化工程，作为这方面的后
来者，中国还需要时间积累和沉淀，可正如
导演饺子所说，“出来混最重要的是什么？
首先是‘出来’。”

面对过去一年影视行业的集体焦虑，
曾有电影人发问，“电影过时了吗？”“观众
还需要电影吗？”《哪吒之魔童闹海》的成功
再次证明，“影视寒冬”是个伪命题，观众从
来没有抛弃电影，拒绝的只是粗制滥造、缺
乏诚意的俗套之作。“哪吒经济学”则更是
说明，文化与经济正在跨界融合，一部优秀
文化作品能够拉动产业链上下游，在产业
链和价值链的维度上彰显“文化 +”的综合
效益。我们相信，“史上最强春节档”只是一
个开始，未来会有更多“哪吒”出世，打开

“电影 +”的更多想象。

打开“电影 +”的更多想象
邱凌

2025 年春节，中国动画电影《哪
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称《哪吒 2》）登
顶中国影史票房榜，并携“东方魔童”
开启全球上映。中国动画以科技为
笔，饱蘸五千年文明的浓墨，书写出
兼具民族性与世界性的故事。在技术
与艺术的珠联璧合中，在文化自信与
科技进步的相互激荡中，世界看到了
一幅既原汁原味、又好玩好看的中国
文化新图景。

目前，《哪吒 2》海外上映计划覆
盖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拿大、
日本、新加坡等多个国家，8 日已在美
国洛杉矶的好莱坞TCL中国大剧院举
行北美首映礼。北美以及澳大利亚、
新西兰等地预售火爆，部分场次一票
难求，观众期待已经拉满。“以顶尖动
画技术与深刻叙事重新定义了中国
电影工业的高度”“重塑全球电影市
场格局”，专业人士好评如潮。

《哪吒 2》用科技为传统文化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掀起了一场视觉
革命。影片将永定土楼、敦煌壁画
融入场景设计，让混天绫的飘动轨
迹暗合书法笔意———这种“新国
风”美学，既非简单复刻传统，亦非
一味迎合西方审美，而是以科技为
媒介创造的文化“第三空间”。

影片将《山海经》中的神话元
素与赛博朋克美学结合，重构了东
海龙宫的视觉体系，传统水墨的晕
染效果通过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
渲染引擎”融入 3D 动画，让“蛟龙
入海”的传说既保留古典意境，又
充满未来感。这种技术突破并非炫
技，而是对中国文化基因的深度解
码。

《哪吒 2》的爆火背后，是中国
动画产业链的全面升级。4000人团
队耗时五年，以“死磕精神”完成从剧 本打磨到特效合成的全流程闭环。影

片所用到的渲染技术、动作捕捉技
术也让中国动画完成了从“技术输
入”到“标准输出”的转身。技术创新
使得《哪吒 2》能以日均数亿元的票
房横扫市场，更让纽约时报广场的
巨屏预告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实力
宣言。

《哪吒 2》以及之前爆火的游戏
《黑神话：悟空》都是将中国传统神
话故事以全新的叙事方式、国际化
的美术风格呈现给观众。通过对经
典形象的现代化塑造，使得中国文
化受到全球观众和玩家的追捧。路
透社称，《哪吒 2》的爆火，印证了中
国本土 IP 的强大号召力。人们看
到，《哪吒 2》和《黑神话：悟空》作为
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作品，展现了中
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它们的成功让
更多创作者意识到，中国文化不仅

可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可以被全

球共享。
“哪吒”和“悟空”携手，向世界人

民展示了独具魅力的中华文化元素。
这类作品所构建的新范式，颠覆了好
莱坞的“文化猎奇”逻辑，也鼓励各文
化主体重新审视挖掘自身传统，自信
地营造百花齐放、文明互鉴的新图景。

当“哪吒”脚踏风火轮冲出国门
时，他承载的不仅是角色的命运转折，
更是一个古老文明在数字时代的新
生。从《黑神话：悟空》到《哪吒 2》，从
虚幻引擎到动态水墨，中国正以“科技
+ 文化”的双螺旋基因，深度参与全球
文化格局的重构。这不仅是产业的崛
起，更是文明对话的启航———在这里，
混天绫舞动的是东方美学的韵律，而
风火轮燃烧的是人类对创新的永恒渴
望。

从《哪吒 2》看“中国风”的全球表达
李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