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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记者马欣
然、王小鹏、卢宥伊）“魔童”哪吒正以惊

艳之姿进入全球视野。截至12日，《哪吒

之魔童闹海》（《哪吒2》）总票房（含预售）

已突破93亿元人民币，作为“唯一非好莱

坞制作”位列全球动画电影票房榜第5

名。13日起，《哪吒2》将在澳大利亚、新

西兰、美国、加拿大、南非、埃及、新加坡、

日本和韩国等海外市场正式上映。

在美华人邓煊第一次感受到抢票的

“速度与激情”——13日美国纽约罗兰岗

电影院的预购票一周前就已售罄，“2019

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也曾在美掀起讨

论，今年续作热度更是爆炸性的”。

好莱坞制片人罗伯特·金日前对新

华社记者表示，《哪吒2》吸引了众多观

众，表明近年来中国电影在“讲好故事”

方面取得长足进步。美国巨影电影公司

（IMAX）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葛尔方感

慨：“中国大片的规模与创新力正在重塑

全球电影市场格局。”

文化的滋养与创新

作为蛇年春节贺岁片，以《山海经》

《封神演义》等中国古典名著为蓝本的

《哪吒2》上映以来，用不到10天时间跃

升中国影史票房榜冠军，并于2月7日登

顶全球影史单一市场票房榜。

香港《南华早报》刊文称，《哪吒2》成

为本土动画片的新里程碑，提供了一种

“成功模式”——对古代神话人物和传统

文化进行改编和创新。

影片中防御属性拉满的“结界兽”，

灵感源于三星堆遗址和金沙遗址的青铜

人像；法器天元鼎、石矶娘娘的铜镜纹饰

具有青铜时代的古朴神秘；相传在四川

绵阳乾元山修道成仙的太乙真人则被设

定为带有四川方言的角色，在欢声笑语

中圈粉……

《哪吒》系列处处体现中国式审美，

包括云海云纹呈现国画风格，用中国式

的流转镜头感构图，配乐也多次使用非

遗呼麦、唢呐和贵州侗族大歌等。

从“串烧”中国古代诗词的《长安三

万里》到改编自中国古典小说的《白蛇：

浮生》，近年来，一部部根植于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国产动画人气居高不下，成

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又一代表。

“中国文化是动画电影创作的巨大

宝藏。动画电影需要结合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也需要呈现出创新的年轻化表

达。”《哪吒》系列电影导演饺子说。

“智造”的强大后劲

《哪吒2》含近2000个特效镜头、超

10000个特效元素，全国138家动画公司

参与。制作团队自主研发的“动态水墨

渲染引擎”，将传统水墨画的晕染效果融

入3D动画，使影片在技术上实现对中国

美学的创造性转化。

“我们瞄准研发而非单纯影视制作，

就是要勇敢挑战‘不可能’。”《哪吒2》视

效总监杜春晖说。

一系列技术突破让影片在国际市场

获得认可，成为中国动画工业由“外部代

工”向“原创技术输出”转型的生动缩影。

近年来，中国动漫相关企业注册量

快速增长。如今，中国现存动漫相关企

业超过600万家，其中成立在三年以内

的企业数量占据了大多数。

《哪吒》系列电影制片人、成都可可

豆动画影视有限公司CEO刘文章认为，

中国电影的独特路径是国家政策、市场

实力和观众选择三重作用的结果。“这样

的成功是可持续的，而且在全球具有稀

缺性。”

寻求情感共鸣

1979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摄制

的动画电影《哪吒闹海》，成为许多国人

的童年记忆。近50年后，一部同样讲述

哪吒故事的动画电影在全球范围掀起

热浪。

“哪吒是中国传统神话中的人物，在

不同年代有着不同的精神内核。”饺子

说，改编后的哪吒最突出的特点是其“不

认命、打破成见”的信念，和“我命由我”

“前方无路就蹚出一条路”的精神。

“现实中，不少年轻人也在用行动突

破外界限制，打破成见，勇敢蜕变。哪吒

身上藏着每一位积极追求梦想的人的影

子。”饺子说，这种精神内核是超越国界

和文化区隔的。

母亲不惜生命守护孩子，父亲不善

言辞但理解儿子，不信命不由命，追求生

而平等……从观影反馈看，几乎各年龄

段观众都能在观影中找到共鸣。

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文化研究部主

任、研究员左衡认为，中国新一代创作者

对现实、社会和人生有着独特理解，并善

于转化为新的艺术语言，最终形成观众

乐见的产品。

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20周年、世

界电影诞生130周年。“《哪吒2》的‘开门

红’只是一个开始，中国电影市场的消费

蓝海、电影工业的广阔发展空间和人们

对国产大片愈加高涨的热情，将推动创

造更多优秀国产动画并在全球市场崭露

头角。”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赵新

利说。

新华社北京2月12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12日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办公室了解到，经公开征集评选，中国

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

名称已经确定，登月服命名为“望

宇”，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目前，望宇登月服和探索载人月球

车已全面进入初样研制阶段，各项工作

进展顺利。

继2023年首次公开征集载人月球

探测任务新飞行器名称后，2024年9月

至10月，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先

后启动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

月球车名称征集活动，在全社会引起广

泛关注和热情参与，共收到来自航天、

科技、文化传播等领域的组织机构与社

会各界人士的9000余份投稿。经专家

遴选评审，将登月服命名为“望宇”，

将载人月球车命名为“探索”。

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的名称具有鲜

明的中国特色、时代特色和文化特

色。“望宇”寓意遥望宇宙、探索未

知，与执行空间站飞行任务的“飞

天”舱外服相呼应，寓意在实现飞天

梦想、建成“太空家园”之后，中国

载人航天踏上了登陆月球、遥望深空

的新征程，也传递出中国发展航天事

业始终坚持和平利用太空、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的坚定立场。“探

索”寓意对未知世界的探索实践，鲜

明体现月球车将助力中国人探索月球

奥秘的核心使命与应用价值，与“探

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

天强国”的航天梦高度契合，彰显中

国载人航天勇攀高峰、不懈求索的创

新精神。

“望宇”“探索”！
中国载人月球探测任务登月服和载人月球车名称正式确定

我国将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出圈又出海“魔童”哪吒的全球跨越

2月8日，人们在美国洛杉矶参加《哪吒之魔童闹海》北美首映礼。新华社发（曾慧摄）

新华社北京 2月 12 日电（记者高
敬）为进一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生态环境部提

出，到2030年，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

化监管体系进一步完善，全国危险废

物填埋处置量占比控制在 10%以内，

危险废物环境风险得到有效防控。

生态环境部12日公布《关于进一

步加强危险废物环境治理 严密防控

环境风险的指导意见》，提出到 2026

年，全国危险废物环境重点监管单位

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到

2027年，全国危险废物相关单位基本

实现全过程信息化监管全覆盖，危险

废物填埋处置量占比稳中有降，利用

处置保障能力和环境风险防控水平进

一步提升。

在严格管控危险废物填埋处置方

面，指导意见要求，逐步降低填埋处

置量。强化环境监管，逐步限制通过

利用、焚烧等处理方式可减量的危险

废物直接填埋。各地结合实际推动逐

步减少生活垃圾焚烧飞灰进入生活垃圾

填埋场的填埋量，鼓励有条件的地区率

先实现生活垃圾焚烧飞灰零填埋。同

时，大力推动危险废物填埋处置量占

比稳中有降，促进危险废物源头减量

和资源化利用。鼓励生活垃圾焚烧飞

灰等低价值危险废物无害化预处理后

综合利用，防止长期大量堆存。

在医疗废物收集处置方面，指导

意见提出，推动建立市域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能力有保障、偏远地区集中

处置与就地处置相结合、动态完善

“平急两用”处置能力作备用的医疗

废物收集处置体系。继续推行医疗废

物集中无害化处置。支持新建或经改

造符合标准要求的危险废物焚烧、生

活垃圾焚烧等设施应急协同处置医疗

废物。偏远地区应建立符合基层实际

的医疗废物收集转运长效机制。不

具 备 集 中 收 集 处 置 条 件 的 偏 远 地

区，医疗卫生机构可配套自建符合

要求的医疗废物处置设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