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经济、 新业态不断发展， 催生大

量新的经营主体、 就业群体， 基层治理

面临更多新挑战。 2024 年下半年， 闵

行区人大代表刘金平多了一个新身份，

到华漕镇诸翟南街区片区担任党支部书

记。

在区人大代表和街区党支部书记

“双重身份” 下， 刘金平深入“小个专”

“两企三新” 和街区网格， 不断链接街

区资源、 聚合部门合力， 半年间就走访

了 895 家商户， 收集问题诉求 65 个，

并依托“八大员” 工作力量， 成功化解

矛盾 12 起、 解决问题 63 个， 从社区

“外来客” 变身街区“主理人”。

“这个垃圾厢房散发的气味招来了

大量蚊虫， 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及街区环

境均产生了影响， 希望刘代表能帮我们

解决这个问题。” 在一次沿街商铺走访

中， 刘金平了解到紫堤路段有个环卫垃

圾中转站， 因堆放垃圾较多对周边商户

的经营及日常生活造成了一定影响。 了

解情况后， 他第一时间联系相关部门负

责同志， 对该垃圾中转站及时开展清

理， 并督促要加强后续管理。

而在一周后的回访中， 刘金平了解

到， 垃圾厢房异味问题在缓解几天后又

出现了反复， 主要原因是商户在下午段

垃圾清运后至第二日清晨段垃圾清运前

还会产生大量生活垃圾， 导致异味问题

无法根治。

针对这一情况， 刘金平牵头片区治

理委员会召开协调会， 邀请紫堤路商铺

代表、 城运中心工作人员与片区治理委

员会成员共同商讨并制定解决措施。

“问题要彻底解决才能真正令百姓满意，

我既是街区负责人， 也是人大代表， 我

有责任解民忧。” 在刘金平的牵头下，

片区治理委员会经协商后一致决定将该

垃圾中转站进行搬离， 还周边商户一个

干净卫生的营商环境。

“华漕镇繁兴路与北青公路路口的

红绿灯设置不合理， 南北向绿灯亮起

时， 自南向北及自北向南车辆直行同

时， 均可左转， 亦可右转， 导致向南左

转车辆与向北直行车辆交叉行驶， 形成

安全隐患， 也经常发生车辆碰撞特别是

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 建议对交通信号

灯进行合理调整。” 2024 年 12 月， 刘

金平在辖区内走访时听到群众提出繁兴

路北青路路口早晚高峰时段拥堵严重，

且因红绿灯设置不合理， 常有交通事故

发生。 在实地进行多时段观察后， 刘金

平通过“代表直通 12345” 向有关部门

提出“通过调整交通信号灯缓解该道路

拥堵及减少安全隐患的建议”。

作为“码上约代表” 与“12345”

市民服务热线联动处置机制建立后首批

提交的建议， 刘金平的建议马上得到了

相关部门的重视， 承办单位区交警支队

进行现场勘查后决定采纳该建议， 目前

正在拟定初步解决方案， 预计今年一季

度予以解决。 刘金平表示将对建议办理

情况持续跟踪。

刘金平表示， 下一步将借助镇人大

新建诸翟南街区功能型代表联络站的契

机， 探索打造“诸翟南街区人民城市议

事厅” 样板间， 试点开展“选民说事、

代表问事、 人大议事、 部门办事、 群众

评事” 五步工作法， 充分听取街区“小

个专”、 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关于街面管

理、 长租公寓、 “新家” 服务等方面意

见建议， 将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街区治

理， 激发人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的热情

与动力。

刘金平：身份做加法，责任做乘法，推动街区治理共同体建设
代表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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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悟空”到“哪吒” 中国动漫吸引全球目光

上海如何打造动漫IP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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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解“钱荒”困局：

专项基金+金融创新，为

原创动漫输血

上海拥有众多动漫企业， 目前已超

过 500 家， 形成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

应。 每年举办的上海国际动漫游戏博览

会， 吸引了来自全球 30 多个国家和地

区的 500 多家企业参展， 参观人数达

30 万人次以上， 成为国内重要的动漫

产业交流平台。 同时， 上海还具备完善

的动漫制作技术设施， 涵盖二维、 三维

动画制作， 特效合成等多个领域。 但上

海动漫产业的困境也不容忽视。

“一部高质量二维动画每分钟制作

成本可达 2-5 万元， 三维动画则高达

10-20 万元。 许多企业因资金不足， 难

以支撑优质作品持续产出。” 市人大代

表吴爱华直言。 她以上海美术电影制片

厂为例， 这家“中国动画摇篮” 曾创作

《大闹天宫》 《葫芦兄弟》 等经典 IP，

其品牌价值若充分开发， 预计每年可吸

引游客超 60 万人次， 但资金短缺严重

制约了老牌 IP 的焕新与产业化进程。

对此， 吴爱华建议政府设立动漫产

业专项基金， 支持企业研发与 IP 培育，

同时推动金融机构提供低息贷款。“我们

需要为动漫企业打造一条‘输血通道’，

让创作者不必为资金掣肘， 专注讲好中

国故事。”她强调。 这一提议与市人大代

表朱光提出的“国际传播需可持续爆

款” 理念不谋而合。 朱光认为， 只有通

过稳定的资金支持， 才能孵化出如《黑

神话·悟空》 这类兼具传统文化底蕴与

国际潮流表达的“硬核 IP”。

留住“创意火种”：

校企合作+政策倾斜，打

造人才蓄水池

“上海高校每年培养约 3000 名动

漫专业人才， 但行业流失率高达 30%。

大量人才流向游戏、 影视领域， 导致动

漫产业‘空心化’。” 吴爱华在调研中发

现， 薪资待遇低、 职业前景不明是人才

流失的主因。 她建议加强校企合作， 建

立实习基地， 并对留沪从业的毕业生发

放就业补贴。 “我们要让年轻人看到，

动漫不仅是情怀， 更是一份有尊严的事

业。”

此外， 吴爱华还提出引进海外高端

人才， 为其提供落户、 住房等优惠政

策。 这一观点与朱光强调的“国际语言

表达” 形成呼应。 朱光认为， 上海原创

动漫形式必须是海外各地通行的、 时尚

流行的国际语言， 需融入漫画、 动画、

游戏、 二次元以及基于该内容的沉浸式

VR、 或与 AIGC 结合的创新呈现等全

球青年热爱的形式， 而国际化人才团队

是打通文化隔阂的关键。 就像 《哪吒

2》 用现代视觉重构传统神话， 我们需

要既懂中国故事,又通国际表达的人才，

让“上海创造” 真正走向世界。

贯通“产业经脉”：

IP孵化+跨界联动， 激活

全链条价值

“上海动漫衍生品市场规模已达

50 亿元，但本土 IP 占比仅 20%。 多数企

业仍在为国外 IP‘打工’。 ”吴爱华指出，

这表明本土动漫 IP 在产业链下游的开

发能力不足， 难以实现全产业链的价值

最大化。 中国动漫 IP 从创作、生产到销

售的各环节间缺乏紧密协作。 产业链下

游开发能力弱，导致本土 IP 价值难以释

放。 她提议建立动漫 IP 孵化平台，每年

培育不少于 50 个优质项目， 并与玩具、

服装等企业合作开发衍生品，“目标是三

年内将本土 IP 市场份额提升至 50%”。

与此同时， 朱光代表从国际传播角

度补充建议：通过“文旅商体展”创新模

式，推动上海原创 IP 出海。“例如‘黑悟

空艺术大展’ 以沉浸式 VR 呈现《西游

记》，既保留文化内核，又符合国际潮流。

这类展览可依托海外中国文化中心落

地，形成‘展销一体’的产业闭环。 ”他特

别提到，主流媒体应联合行业协会，策划

兼具“中国风”与“世界范”的主题展览，

将作品转化为产品， 最终实现文化传播

与经济效益双赢。“作品有进阶产品的可

能，要么内容本身招人爱，能提供情绪价

值和社交属性， 要么与日常生活用品相

结合……”朱光指出。

《哪吒 2》 的成功， 为中国动漫注

入一剂强心针， 但产业振兴绝非依靠单

个爆款就能实现。 吴爱华等代表的建

议， 从资金、 人才、 产业链三大维度勾

勒出系统性解决方案。 正如代表们所

言： “我们要将上海打造为全球动漫产

业高地， 让老美影厂的经典 IP 焕发新

生， 让新时代的‘哪吒’ 们拥有更广阔

的舞台。” 当政策扶持、 创意涌动与市

场活力形成共振， 中国动漫从“魔童”

闹海到扬帆出海的未来， 值得期待。

  今年， 国产动画电影 《哪吒

2》 全球票房节节攀高， 海外上

映期间更是引发多国观众热议。

这一现象级作品的出现， 不仅印

证了中国动漫内容创作的巨大潜

力， 也为产业国际化发展提供了

新思路。 近年来， 随着 《黑神话：

悟空》 引爆 Steam 平台， 电影

《哪吒 2》 登顶全球动画电影票房

榜首， 中国动漫 IP 的爆发力令人

叹为观止。 但如何让爆款变为长

红？ 作为中国动画诞生地的上海，

又该如何“借势突围”， 打造动漫

IP 新高地？

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