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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
位，他不仅以卓越的文学成就闻名遐迩，更因对社
会弊端犀利的批判和对传统文化的深刻反思，激励
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去追求改变。他用自己的文
字，唤醒了沉睡的灵魂，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他的
名字和形象，已经变成了一种文化符号，一种精神
象征。因此，鲁迅这个大IP，对于时下火热的文创
产业来说，无疑是一座富矿。
  将鲁迅IP融入文创产品，有助于让更多年轻人
深入了解鲁迅，感受其文字魅力，让鲁迅这一人物
形象以更多元化的形式深入人心，这是一种致敬鲁
迅、理解鲁迅以及传播其文化价值、传承其精神内
核的积极行为，值得肯定和鼓励。

  但因为鲁迅的独特地位，相关文创产品必须坚
持守正创新原则，既要贴合其人物形象，更要尊重
其精神内涵。部分文创产品打着鲁迅的旗号，强加
一些不合时宜的所谓“潮流元素”，肆意蹭鲁迅的
热度、篡改鲁迅的名言，将鲁迅庸俗化，这种一切
向“钱”看、扭曲歪曲鲁迅的媚俗产品，不仅无法
传承和弘扬鲁迅的精神内核，反而变成了对鲁迅的
亵渎，绝不能让其在市场上大行其道。
  文创，一定是先“文”后“创”，首先要尊重
文化、尊重传统，其次才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做文创产品，要有基本的文化素养，要保持对创作
原型的敬畏之心，把握好创作的分寸和尺度。要遵
守道德底线和法律红线，让文创产品在润物无声中
传递出创作原型的文化特质、精神内涵和时代价
值，从而赋予其蓬勃的时代生命力。如此，方能让
文创产品真正成为传承、发扬和创新传统文化的重
要载体。
  相关部门应高度警惕这种借文创之名对鲁迅等
名人的文化厚度、思想深度、精神高度进行恶意消
解的行为，加强针对性监管，完善行业规范，及时
引导纠正，不能让文创变成对文化的消费和恶搞，
不能唯商业利益至上。文创设计者更要明白，唯有
坚持固本培元、守正创新，创作出真正具有文化内
涵和创意的文创产品，方能让文创助力优秀传统文
化“活”起来，在新时代绽放新光彩。

□本报评论员 赵春晖

把恶搞当创意 文创边界感在哪

  日前，鲁迅长孙、鲁迅文化基金会会长周
令飞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建馆40周年座谈会
上，针对当下一些电商生产的破坏鲁迅形象的
文创产品提出了批评与质疑，“一些电商出现油
炸臭豆腐造型的鲁迅毛绒玩具，甚至还有染黄
发、戴金项链、手持金榜题名卷轴的鲁迅手办，
这简直是恶搞”。     （据《北京青年报》）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中国中小企业协会10日
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一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为
89.5，较去年四季度上升0.5点。其中，分项指数7升1
降，分行业指数5升1平2降，分区域指数全面上升。
　　从分项指数看，一季度，综合经营指数、市场指
数继续上升，较上季度分别上升1.1、0.7点。宏观经济
感受指数、投入指数、效益指数由平转升，较上季度分
别上升0.5、0.1和0.7点。资金指数、劳动力指数由降转
升，较上季度分别上升0.2、0.3点。成本指数继续下降，
较上季度下降0.1点。中小企业景气水平保持回升态势。
　　从分行业指数看，一季度，工业、社会服务业指
数继续上升，较上季度分别上升0.7、0.9点。交通运

输业、批发零售业指数由平转升，较上季度分别上升
0.7、0.6点。信息传输软件业指数由降转升，较上季
度上升0.7点。建筑业指数继续持平。房地产业、住宿
餐饮业指数继续下降，较上季度分别下降0.3、0 . 1
点。行业运行保持平稳。
　　从分区域指数看，一季度，东部、中部、西部和
东北地区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分别为90.2、90.1、88.8和
81.4，分别较上季度上升0.5、0.2、0.9和0.4点。
　　据介绍，一季度，在假期消费振兴和各地抢抓开
局等有利条件下，中小企业生产经营状况加速回升，
企业开工率、订单、销售等指标稳步好转，景气水平
保持去年四季度以来的向好态势。

一季度中小企业发展指数大幅上升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针对中方是否就关
税问题与美展开谈判，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咏前
10日表示，中方的立场是明确一贯的，谈，大门
敞开，但对话必须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以平等方
式进行。打，中方也将奉陪到底，施压、威胁和
讹诈不是同中方打交道的正确方式。
　　在商务部当天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
何咏前表示，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本着
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通过
对话协商妥善解决分歧。我们不惹事，也不怕
事。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正当发展权利不容
剥夺，中国和世界各国的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不
容侵犯。
　　何咏前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保护主义没有
出路。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方将奉陪到底。我
们绝不接受美方的极限施压和霸凌行径，必将采
取坚决有力措施捍卫自身正当权益。我们注意
到，美国国内以及国际社会都对美方“对等关
税”措施表达了广泛的反对意见。中方敦促美方
尽快取消单边关税措施，回到通过平等对话妥善
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
　　何咏前表示，近期，美国以各种借口宣布对
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贸易伙伴滥施关税，严重违
反国际规则和公平正义。中国政府与世界各相关
经济体一道，强烈谴责，坚决反对。美方施压和
威胁解决不了问题，应回到公平对话的轨道上
来。中国已经并将继续坚决采取反制措施，维护
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何咏前说，美对我滥施关税措施，严重侵犯
我国正当权益、抑制双边贸易，对我外贸企业造
成负面影响。我们将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以
中国的“确定性”，对冲外部环境的“不确定
性”。我们将帮助出口遇阻的外贸企业开拓国内
市场，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办好外贸优品
中华行等系列活动，深入开展内外贸一体化工
作等。
　　“可以看到，中国超大规模市场潜力不断
释放，稳经济、稳外贸政策接续发力，中国外
贸有信心、有底气应对各种风险挑战。”何咏
前说。

商务部：

谈，大门敞开；打，奉陪到底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国家统计局10日发
布数据显示，3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6个百分点。从
边际变化看，提振消费需求等政策效应进一步显
现，核心CPI明显回升，同比上涨0.5%。
　　统计数据显示，3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下降
1.4%，非食品价格同比上涨0.2%；消费品价格同
比下降0.4%，服务价格同比上涨0.3%。1至3月平
均，CPI比上年同期下降0.1%。
　　从食品价格看，3月份，食品价格降幅比上
月收窄1.9个百分点，对CPI同比的下拉影响比上
月减少约0.35个百分点。食品中，牛肉、鲜菜、
鸡蛋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下降10.8%、6.8%、1.6%和
0.2%，降幅均有收窄；鲜果价格由上月下降1.8%
转为上涨0.9%；猪肉价格上涨6.7%，涨幅有所
扩大。
　　从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CPI看，3月
份，核心CPI同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5%。
其中，服务价格同比由上月下降0.4%转为上涨
0.3%，对CPI的影响由上月下拉0.15个百分点转为
上拉0.13个百分点。服务中，家政服务、美发、
文化娱乐服务价格分别上涨2.4%、1.2%和0.7%，
养老服务和教育服务分别上涨1.4%和1.2%。扣除
能源的工业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0.5%，涨幅比上
月扩大0.3个百分点。

3月份我国CPI

同比降幅收窄

　　据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记者10日从国家卫生
健康委了解到，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局近日
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体重管理门诊设置与管理工作的
通知》，鼓励有条件的三级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中
医医院设置体重管理门诊。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
医药局属（管）、省（区、市）属综合医院、儿童医院、中医
医院要在2025年6月底前基本实现体重管理门诊设置
全覆盖。
　　据统计，我国18岁及以上居民超重及肥胖率已超
过50%，6岁至17岁儿童青少年肥胖率接近20%，成为
糖尿病、心血管疾病的重要诱因。
　　通知指出，体重管理门诊将配备相对固定的儿
科、全科、内分泌科、临床营养科、中医科等科室医

师接诊，并合理安排门诊频次。鼓励综合实力较强的
医院设置肥胖防治中心，提供住院体重管理相关服
务。鼓励支持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设置体重管
理门诊，提供宣教、随访、健康管理等服务，优化上下
转诊流程。鼓励有条件的医院通过互联网技术、人工智
能、可穿戴设备等开展随访、监测、健康指导等服务。
　　针对不同人群需求，体重管理门诊将坚持分类服
务管理：为体重异常群众提供体重管理相关咨询评
估、临床营养、运动康复、精神心理、中医药等专业
指导和支持；为肥胖症、营养代谢障碍患者提供专业
医疗服务；为合并并发症患者提供专科诊疗。针对体
重异常的老年人、儿童、孕产妇、慢性病患者、职业
人群等重点人群提供个性化体重管理服务。

这些医院6月底前体重管理门诊有望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4月10日电 市场监管总局10日公布
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事业单位和规模以上企业广告
业务收入首次突破1.5万亿元，达15464.1亿元，比上年增
长17.9%，“十四五”时期以来共增长63.7%，年均增长率
达13.1%。
　　广告发布属于产业链的环节之一，产业链包括设
计、制作、代理、发布等，其中发布环节占比最大。2024
年，各类媒介广告发布收入首次突破万亿元规模，达

10310.7亿元，比上年增长18.2%。
　　广告发布环节按媒介类型划分，包括互联网、电
视、电影、广播、报纸、期刊、户外媒介等，其中互联网广
告占比最高。2024年，互联网广告发布收入8919.1亿元，
比上年增长24%，占各类媒介广告发布收入的86.5%。
　　广告产业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通过广告助企、广
告助农等活动，15个省份广告业务收入超过100亿元，
有力促进了品牌建设，拉动了市场消费。

2024年我国广告产业收入突破1.5万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