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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孜日报讯“老板，你需要多少
零钱？我们这里有。”5月21日，泸定县
城区农贸市场里，邮储银行泸定县支
行挨家挨户地上门为商户兑换零钱。

泸定县城区农贸市场是该县最
大的农产品交易市场。许多商家在日
常经营中需要零钱找零支付。有些商
户反映如果离开店铺到银行兑换零
钱会影响自己的生意，在了解到商户
的这一问题后，邮储银行泸定县支行
果断行动起来，组织理财经理主动上
门为有需求的商户兑换“零钱包”。

当银行工作人员出现在商家店
铺里，打开封装多种面额零钱的“零
钱包”时，一位商铺老板由衷地说
道：“真没想到银行主动上门来帮我
们兑换零钱，你们想的真周到，这可
帮我们解决了大难题。太感谢了！”

邮储银行泸定县支行用实际行
动践行着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理
念，让客户切实感受到银行服务的
温度和便捷，小小“零钱包”，传递出
大大的正能量。

拥章

甘孜日报讯 为扎实推进县域
和农村偏远地区等重点地区的存款
保险宣传，健全常态化宣传机制，提
升宣传示范效应。近期，人民银行甘
孜州分行联合农行甘孜分行在丹巴
县甲居镇拖瓦村举行首个“存款保
险宣传示范村”授牌仪式，标志着甘
孜州存款保险示范创建工作正式拉
开帷幕，为下一步全州范围内“示
范”创建提供样板参照，延伸宣传触
角，确保宣传工作下沉到村。

立足“一村”，搭建宣传平台。人行
甘孜州分行与拖瓦村所属“责任田”金
融机构及村委建立党建结对共创机
制，在活动室设立存保知识专栏，利用
村广播播放存保宣传知识，打造存保
海报主题展区，依托“金融夜校”开展
个性化宣教，在示范村标准化、创新性
宣传普及存保知识，提高存保政策公
信力、影响力和渗透力，有效守住守好
老百姓的“钱袋子”。

依托“一点”，延伸宣教触角。针
对村寨旅游经济支柱产业的特点，
选择了三家代表性民宿作为首批

“存款保险义务宣传点”，将宣传触
角延伸至基层农村一线，采取“商户
主动宣讲+固定宣传柜台”模式，发
挥阵地作用，通过摆放存款保险宣
传折页、悬挂宣传海报等方式，将存

款保险知识宣传教育作为民宿的基
本功能之一。同时，定期对义务宣传
点进行指导培训，提升存款保险宣
传的规范性，实现宣传工作的制度
化、常态化、长效化。

讲好“一课”，精准普及知识。邀
请拖瓦村中老年村民参加示范村

“存款保险知识第一课”，围绕存款
保险制度、回应偿付限额等热点关
注问题开展主题讲座，并发放宣传
折页、“存款保险明白卡”，开展趣味
知识问答，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
式传递存款保险制度是一种保障制
度的正确理念，逐步提高中老年群
体风险识别意识，增强其维护合法
权益的自觉性，提升中老年群体对
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感。

选聘“一员”，形成宣传常态。选
派县级金融机构业务骨干、民宿老
板、驻村干部作为“存款保险义务宣
传员”，组成藏汉双语宣传志愿队，
依托村村响、村组微信群等渠道开
展宣传。宣传员走村入户，确保一户
一张“存款保险明白卡”，形成“进家
庭、传学带”的常态化宣传模式，进
一步扩大存款保险宣传效应，提升
公众认知度，打通存款保险知识普
及“最后一公里”。

唐雯

存保为民“示范”先行

小小零钱包大大正能量

5 月 17 日至 19 日，第十五届华语
科幻星云奖活动在四川成都举办，500
余名科幻作家、学者、从业者和科幻迷
共话前沿科技、畅想宇宙未来。中国科
幻产业正经历哪些变化和机遇？科幻

“想象力”如何变成“生产力”？记者和与
会科幻大咖们聊了聊这些问题。

从文学类型到产业生态
科幻版图不断扩大

《我们的元宇宙》《萌爷爷讲生命故
事》……与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云奖套
开的2024少儿科幻大会，接连举行了8
场少儿科幻图书签约仪式或新书发布
会、推介会。

“少儿科幻整体呈现出创作量与出
版量双增长趋势。”儿童文学研究学者
崔昕平指出，2023年度，少儿科幻图书
出版物（初版）种数达到 209 种，较
2022年度增长了近一倍，其中，本土图
书达166种。

4月底发布的《2024中国科幻产业
报告》显示，2023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
营收 1132.9 亿元，同比增长 29.1%。而
2016年首次统计时，这一数字仅为100
亿元。8年来，科幻产业已经形成了科幻
阅读、科幻影视、科幻游戏、科幻衍生
品、科幻文旅五大典型业态。

“科幻本身的形式和内容都蕴含
新质生产力的因素，给许多产业带来
启发和机遇。”科幻作家韩松对此有深
切体会，“我的作品被制作成了漫画、
游戏、动漫电影，这种体验是单纯文字
不具备的，向综合发展是科幻今后的
趋势。”

近年来，以《三体》《流浪地球》破圈
出海为代表，科幻生产的产量和质量不
断上升，科幻小说、电影、游戏、文旅等
多元业态蓬勃发展，科幻产业的辐射效
应明显增强。

“我们正在进入科技引领发展的时
代，需要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化。千亿的
体量还非常小，中国科幻产业未来大有

可为。”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
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说，社会对科幻产
业的需求会持续增长，将涌现出更多的
作家、更多的作品、更新的业态。

从科幻IP到科幻地标
产业新业态加速涌现

今年以来，由科幻作家陈楸帆的
短篇小说《开光》改编的先锋实验戏剧
正在德国巡演。“科幻奇观化、思辨性、
沉浸式的美学与叙事适合进行跨媒介
形态的开发。”陈楸帆告诉记者，他还
在与文旅地产项目深度合作，将科幻
叙事与科技设计、实景演出及娱乐体
验相结合。

“在这个科技飞速发展的时代，人
们更加关注人与科技的关系。科幻作为
一种具有时代性的驱动力，正在赋能越
来越多的产业和项目。”科幻内容生产
机构“未来事务管理局”创始人姬少亭
发现，这几年，科幻的跨产业特征愈发

明显，公司的业务对象从生活用品到商
业建筑类型广泛。

从科幻 IP 的转化到“科幻+文旅”
“科幻+教育”……科幻的产业链条不断
拓展延伸，并与其他行业产业碰撞融
合，形成新的业态。

北京首钢园，成都郫都区，重庆钓
鱼城……当前，国内已有多个城市“押
宝”科幻这一产业驱动力，打造科幻地
标、科幻之城，把“科幻力”真正落地为

“生产力”。
成都市郫都区科创新城科幻大道

旁，总面积千余亩的世界科幻公园中
央，坐落着本届华语科幻星云奖的主场
地——“星云”造型的成都科幻馆。自今
年1月底正式开馆以来，这里已接待公
众超 25 万人次，成为市民参与科幻活
动的重要载体。

“通过科创、科幻、科普融合，促进
科幻文化融入城市文化。”郫都区科协
主席白云介绍，郫都区制定“科幻产业

中心十年行动计划”，聚焦科幻 IP 运
营、科幻影视等“科幻+产业”，签约引进
一批重大科幻产业项目和科幻机构，截
至目前，全区累计培育科幻企业50家，
泛科幻产业规模近40亿元。

从想象力到生产力
面向未来的科幻新动能

“你们尽管想象，我们负责实现！”
19 日上午，出席本届星云奖的科幻作
家们参观了位于成都的新一代人造太
阳“中国环流三号”，并与科研人员交
流。这一核聚变装置，去年实现了 100
万安培等离子体电流下的高约束模式
运行。

从“海洋石油 982”钻井平台到中
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近
年来，大国重器、科研院所接连向科幻
作家敞开大门。多位专家表示，科技发
展和科研突破为科幻创作提供不竭的
创意灵感，科幻创作者提出的想法和可
能性，也启发和促进着真实科研工作的
开展。

“国家大力发展的未来产业中，很
多都是非常科幻的产业。人工智能、量
子科学、脑科学……这些都是在现实生
活中暂时还没有接触到，但是在科幻作
品中常见的产业。”科幻学者三丰说，在
未来产业发展过程中，科幻文化起到预
演或推演的作用，让大众提前知晓新技
术将带来的影响。

韩松也认为，科幻在推动新质生产
力发展方面扮演着“启示者”“前瞻者”
和“激励者”的角色，“将科幻创意转化
为实际生产力的一个重要方面，在于通
过向民众尤其是青少年推广科幻，培养
出更多有好奇心、想象力、创新力和扎
实科学基础的一代人。”

专家表示，将想象力转变为新质生
产力，还要为创业者创造更多同科技专
家、科幻作家交流的机会和渠道，让更
多有价值的创新以产业进化的方式、社
会进步的方式开花结果。

“想象力”变“生产力”
科幻产业点燃未来引擎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余里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参观大飞机。新华社 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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