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记者
首款国产3A游戏 《黑神话：悟空》

上线一周多来热度持续攀升，在全球掀起
“黑神话旋风”，引发广泛关注。火爆出圈
的游戏背后，折射出我国文化产业呈现科
技创新“赋能”、传统文化“点睛”和产
业联动“破圈”的新亮点。

科技创新“赋能”

《黑神话：悟空》是中国首个真正意
义上的国产3A游戏。3A游戏一般指高
成本、高体量、高质量的单机游戏作
品，被认为是游戏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很多玩家表示，体验这款游戏时就
像在看一部电影大片，画质、音效、特
效俱佳。

“在品质、技术和图像标准上，我们
要用世界级的水准讲一个中国故事。”游
戏科学CEO、《黑神话：悟空》制作人冯
骥说。

游戏团队介绍，游戏通过“虚幻引擎
5”制作，其中使用的工具是Nanite 和
Lumen。传统的3D模型需要在多边形数
量和性能之间做出妥协，而Nanite则打破
了这一限制，它能够直接处理拥有数十亿
甚至上百亿多边形的模型，实现了对几何
细节的超高精度渲染，使得游戏中的场景
和角色拥有了逼真的细节。如，游戏中的
古老建筑纹理、悟空身上的毛发，都展现
出惊人的真实感。

Lumen技术则为游戏带来了动态的全
局光照效果，无论是阳光穿过树叶的缝
隙，还是火把照亮黑暗的洞穴，光线的变
化都显得自然而真实。

外国媒体人士评价：“中国游戏开发

者在技术、创意和文化表达方面取得巨大
进展，这些进步反映了中国在高科技领域
的快速发展，也体现了中国科技的国际化
水平。”

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敖然介绍，近年来，包括游戏
行业在内的文化产业成为科技创新的重要

“试验场”和“孵化器”，新模式新业态不
断孕育发展。

三星堆博物馆内，游客在裸眼3D技
术帮助下，身临“考古方舱”沉浸式感受
文物出土的精彩瞬间；通过数字传感技
术，在模拟祭祀坑体验将“祭品”入坑

“掩埋”的过程。位于河南安阳的甲骨文
信息处理实验室里，数以万计的甲骨碎片
正在通过人工智能图像技术自动缀合；微
信小程序“了不起的甲骨文”持续圈粉；
甲骨文大数据平台“殷契文渊”面向全球
免费开放……

“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快
发展的今天，文化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双
向赋能，正极大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为培
育经济新增长点、推动高质量发展打造新
引擎。”浙江省游戏行业协会秘书长赵暄
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
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 （简称

“文化企业”） 实现营业收入 64961 亿
元，同比增长7.5%。其中，文化新业态行
业对全部规模以上文化企业营业收入增长
的贡献率为60.5%。

四川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蔡尚
伟说，今天，文化产业已经步入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时代。科技创新持续推动
传统文化业态转型升级，打开了文化产业
发展的新空间。

传统文化“点睛”

以中国神话故事为背景，景观以古建
筑、塑像、壁画等为蓝本，配乐大量采用
古筝、钵、梆、锣等民族乐器，融入陕北
说书等非遗文化……《黑神话：悟空》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游戏结合。

“文化属性是游戏中最有价值的部
分。”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
委员会委员盘和林认为，《黑神话：悟
空》之所以火，不仅是展示了国产游戏在
技术上的突破，更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通过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打造出一
个充满东方美学意境的虚拟世界，是文化
自信的表达。

音数协游戏工委开展的文化调研报告
显示，84%的中国游戏企业在游戏角色设
计中借鉴了中华传统人物，98%的企业在
游戏环境与物品设计中采用了中华传统文
化要素。

近年来，不止游戏，越来越多的文化
产品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向着精品
化、IP化的方向进化。《唐宫夜宴》《只此
青绿》《长安三万里》好评如潮，国漫、
古风、汉服、民乐“圈粉”无数……承载
中华文化精神的文化产品扬帆出海，也让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爱上中国文化。

郑州大学文化产业研究中心主任汪振
军说，一系列富含传统文化元素的文化产
品取得巨大成功，并且在国内外产生广泛
影响，说明市场开始更加注重文化主体性
和本土文化基因的挖掘。

“‘黑神话’不是终点，而是起点。
中国文化博大精深，我们有如此悠久的历
史、如此灿烂的文明、如此浩瀚的文学作

品，甚至于中国历史的每一个时代，都能
成为创作的对象。”盘和林说。

产业联动“破圈”

受 《黑神话：悟空》 影响，DIY主
机、键盘、鼠标、电竞耳机等销量显著提
升……商业效应从游戏产业链不断向外延
展，形成消费热潮。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文化产品破圈，与
更多实体经济行业融合发展实现双向赋能。

成都是世界发行量最大的科幻杂志
《科幻世界》 所在地，《三体》《流浪地
球》等科幻作品从这里面世。如今，成都
构建起科幻全产业链生态圈，全市聚集科
幻出版、影视、游戏、装备等关联企业千
余家。《2023中国成都科幻产业报告》显
示，2018年至2022年成都科幻产业总营
收 为 1276.32 亿 元 ， 年 均 增 长 率 达
19.11%，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河南卫视打造的中国传统节日系列节
目出圈后，如今“文化产业圈”越扩越
大：开发唐宫IP品牌衍生文创文旅产品，
积极融入城市形象塑造，策划实施了诸如
信阳茶文化节、洛阳牡丹文化节等重大城
市文旅融合等营销推广项目，实现文化传
播和产业发展的相互促进。

汪振军表示，目前数字化技术、互联
网平台以及新媒体的发展为文化产业的跨
界联动提供了更多可能性和技术支持，更
为重要的是，消费者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
文化产品的消费需求越来越多元化，他们
不仅追求产品的实用性和功能性，更注重
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和情感价值，这是产业
联动“破圈”效应日益凸显的原动力。

据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学习《决定》每日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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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
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

新华社北京8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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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建立以创新
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
评价体系。”这明确了进一步深化人才
评价改革的目标任务，对创新人才评价
机制、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具有重要
意义。

人才评价是人才发展的指挥棒。党
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党管人才原
则，不断改革人才评价体系，制定印发
《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
见》等一系列重要文件，对包括人才评
价机制改革在内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
革作出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有关部门
和各地区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深
化职称制度改革，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
制改革，深化项目评审、人才评价、机
构评估改革，开展“唯论文、唯职称、
唯学历、唯奖项”专项清理，优化整合
部委和地方人才计划，在创新人才评价
机制方面积极探索，取得显著成效。同
时应当看到，与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

中国式现代化的需要相比，我国人才评
价体系还存在不适应、不合理的地方，
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提升评价体系的
科学性、合理性、公平性。

首先，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以
正确评价导向引领干事创业导向的需
要。人才评价体系对于人才的选拔、培
养、使用、保障具有重要导向作用。如
何让广大人才通过更科学合理的评价机
制脱颖而出，关系人才成长和作用发
挥。强调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
献为导向，能够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
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实际贡献，充分体现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的要求，体现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体现对人才成长规
律和人才价值的尊重。同时，有利于打
通人才流动、使用、发挥作用的体制机
制障碍，充分发挥人才评价正向激励作
用，促进人才潜心研究和创新，把精力
放到通过创新创业施展才干、实现价值
上，有效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更好

地把我国制度优势转化为人才优势、科
技竞争优势。

其次，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是解
决人才评价中突出问题的需要。当前我
国人才评价体系还不够完善，主要体现
在3个方面：一是新的评价标准还没完
全立起来。现有的人才分类标准认可度
不够高，对人才创新能力、质量、实
效、贡献的评价缺乏可量化、成体系、
立得住、有说服力的指标支撑。二是旧
的评价惯性依然存在。在人才计划评审
中，论文、专利、项目、奖项以及已获
得的人才“帽子”等指标仍然是主要依
据。三是“唯帽子”问题治理还需进一
步加大力度。不少单位仍然存在把“帽
子”大小作为人才招聘引进、定岗定薪
直接依据的现象，导致科研人员竞相去
争“帽子”。解决以上问题，亟待明确

“破四唯”后怎么“立”的评价方式和
标准，建立科学的人才评价体系。

建立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
献为导向的人才评价体系，必须坚持

“破四唯”和“立新标”并举，深化人
才评价改革。一要分类构建符合科研活
动特点、体现人才成长规律的评价指标
和评价方式。发挥评价指挥棒和风向标
作用，按照承担国家重大攻关任务、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社会公
益研究等，分类建立科学合理、各有侧
重的人才评价标准。二要聚焦经济社会
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制定
新职业、新领域人才评价办法。深化
工程教育评价改革，改变“唯论文”
倾向，把重大工程设计、新产品或新
装置研制等作为工程硕博士毕业和学
位授予的重要依据。加快新兴职业领
域人才评价标准开发工作。三要持续
开展专项整治，防止人才“帽子”满
天飞等问题反弹回潮。巩固深化部委
和地方人才计划优化整合工作成果，
健全人才计划备案管理制度。建立项
目评审、人才评价、机构评估自查自
纠机制，清理各类考核评价条件、指
标中涉及“四唯”以及与人才称号、
学术头衔直接挂钩的规定。

从《黑神话：悟空》爆火透视文化产业新亮点

新华社北京 8月 29 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
《中国共产党不合格党员组织处
置 办 法》（以 下 简 称 《办
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
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

《办法》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以党章和《中国共产党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条例》为依据，坚
持党员标准、严格教育管理监
督，坚持客观公正、慎重稳
妥、依规依纪，是一部专门就
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作出规定
的党内法规。《办法》的制定和
实施，对于贯彻全面从严治党
战略方针，建设信念坚定、政
治可靠、结构合理、素质优
良、纪律严明、作用突出的党
员队伍，不断增强党的生机和
活力，具有重要意义。

《办法》共27条，主要包括
4方面内容：一是对组织处置的
总体要求、概念和方式、原则等
作了规定；二是规定了限期改

正、劝其退党和除名的适用情
形，细化处置程序及后续事项；
三是对可以不予处置的情形、合
并处置等应把握的政策要求作出
规定；四是规定了组织处置的工
作责任、工作纪律等。

各级党委（党组）要把不
合格党员组织处置作为党员队
伍建设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
不折不扣贯彻执行《办法》。要
加强学习培训，通过专题学
习、交流研讨等方式，使各级
党组织、广大党员准确领会
《办法》 精神，全面掌握 《办
法》 内容，严格执行 《办法》
规定。要坚持严的标准和实的
措施，立足教育、转化提高，
及时、严肃开展不合格党员组
织处置工作。要把握政策要
求，严格履行程序，全面准确
查核问题，客观公正作出处置
决定。要搞好制度衔接，处理
好组织处置同党纪处分的关
系。要加强督促指导，确保
《办法》各项规定落到实处。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中国共产党
不合格党员组织处置办法》

新华社北京 8月 29 日电
（记者 戴小河）国务院新闻办
公室29日发布《中国的能源转
型》白皮书。

白皮书除前言和结束语外
分为六个部分，分别是新时代中
国能源转型之路、厚植能源绿色
消费的底色、加快构建能源供给
新体系、大力发展能源新质生产
力、推进能源治理现代化、助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白皮书指出，加快能源转
型发展，实现能源永续利用，
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为世界经
济提供不竭动力，已成为各国
共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能源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推
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
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
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

“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
全新战略，为新时代能源发展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
遵循。

白皮书介绍，中国的能源
转型，立足于高质量发展，加
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
新型能源体系，为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坚强的能源保障，不断

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着眼于生态文明建设，
加快形成节约高效、绿色普惠
的能源消费新模式，协同推进
降碳减污扩绿增长，推动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服务于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续深化
绿色能源国际合作，积极做全
球能源转型的推动者，携手各
国共建可持续能源的未来。

白皮书说，能源转型是一
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
性变革，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
任务，需要在能源安全新战略
的指引下稳中求进、久久为功。

白皮书指出，中国制定了
中长期发展规划，到2035年，
中国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能源绿色生产和消费方式
广泛形成，非化石能源加速向
主体能源迈进，新型电力系统
为能源转型提供坚强支撑，美
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本世纪
中叶，中国将全面建成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清洁低碳、安
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全面建
成，能源利用效率达到世界先
进水平，非化石能源成为主体
能源，支撑2060年前实现碳中
和目标。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
《中国的能源转型》白皮书

8月29 日，在河北省石家庄新乐市一家文具店
内，家长带着孩子挑选文具。 新华社发（贾敏杰 摄）

迎开学

8 月 29 日 ，
在山东省滨州市
博 兴 县 第 三 小
学，老师在布置
教室。

新华社发
（陈 彬 摄）

开学在即，各地做好各项
准备工作，迎接新学期。

8 月 29 日 ，
山东省枣庄市文
化路小学班主任
老师在清点新学
期教材。

新华社发
（孙中喆 摄）

▲▲

8月29日，在安徽省亳州市利辛县巩店镇实验幼儿
园，民警对校车进行安全检查。新华社发（刘勤利 摄）

新华社北京 8月 29 日电
（记者 董瑞丰）国家卫生健康
委29日发布的《2023年我国卫
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
示，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8.6岁，孕产妇死亡率下降到
15.1/10万，婴儿死亡率下降到
4.5‰，均为历史最好水平。

公报同时显示，我国卫生资
源总量持续稳步增长。2023年
末，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数
1070785个，比上年增加37867
个，其中医院38355个，比上年
增加1379个。全国床位1017.4
万张，比上年增加42.4万张。全
国卫生人员总数1523.7万人，比
上年增加82.7万人。

根据公报，我国医疗服务

提供量和效率同步提升。2023
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
人次95.5亿，比上年增加11.3
亿人次，居民平均到医疗卫生
机构就诊6.8次。

公报还表明，我国次均医
疗费用控制略有成效。2023
年，医院次均住院费用10315.8
元，按可比价格下降5.2%；次
均门诊费用361.6元，按可比价
格上涨5.3%。

2023年全国卫生总费用初
步核算为 90575.8 亿元，其中
政府卫生支出占26.7%，社会
卫生支出占46.0%，个人卫生
支出占27.3%。人均卫生总费
用 6425.3 元，卫生总费用占
GDP的比例为7.2%。

我国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8.6岁

8月29日，李樟煜在比赛中。
当日，在巴黎残奥会场地自行车男子C1级3000米个人追逐赛

中，李樟煜赢得本届残奥会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枚金牌。
新华社记者 黄 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