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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开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学习教育，要求推进作风建设常态

化长效化。作风问题具有顽固性反复

性，作风建设只有起点没有终点。只

有坚定决心信心，将八项规定作为铁

规矩、硬杠杠抓常、抓长，方能管出习

惯、抓出成效，化风成俗。

从整治“会所里的歪风”、狠刹

“舌尖上的浪费”到严查“车轮上的腐

败”，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八项

规定作为作风建设的破题之举，一个

毛病一个毛病纠治，一个问题一个问

题突破，以小切口促成大变局，推动党

风政风焕然一新，社风民风持续向好。

与此同时，当前作风建设仍然面

临不少挑战：做了不少工作，但有的只

是破题，许多深层次问题还没有触及；

一些不良风气一时压下去了，如果不

较真、还是会卷土重来；一些“四风”

问 题 隐 形 变 异 ，违 规 吃 喝“ 转 移 阵

地”、超标报销“改头换面”、送礼收礼

“披上外衣”、公款旅游“声东击西”等

现象时有出现；有的地方和单位患上

“疲劳综合征”，松劲歇脚，以致旧弊

未除、新弊又生等等。

抓好作风建设非一日之功。面

对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我们

必须保持常抓的韧劲、长抓的耐心，在

坚持中见常态，向制度建设要长效，推

动社会风气好转。

抓常，就是要经常抓 、见常态。

各级党组织及其主要负责人要把班子

和干部队伍作风建设紧紧抓在手上，

经常分析班子和干部队伍作风状况，

经常分析本地区本部门干群关系状

况，及时掌握苗头性、倾向性问题，采

取有针对性的措施。

抓长，就是要持久抓 、见长效。

集中教育整顿是有必要的，但根本上

还是要靠制度。要从体制机制上堵

塞滋生不正之风的漏洞，以改革的办

法固化作风建设成果，彻底走出“抓

一抓就好一些，放一放就松下来”的

怪圈。

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广大党员

干部要切实强化攻坚战、持久战意识，

保持韧劲、善始善终，不断取得作风建

设新成效。

作风建设贵在常、长二字
新华社记者 向志强

今 年 2 月 份 ，西 宁（国 家

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发布一季

度 重 点 企 业 新 增 就 业 用 工 信

息，聚焦晶硅、锂电、有色金属、

绿色算力、生物经济等重点产

业，一季度新增就业岗位 2342

个，其中绿色算力岗位就占了

800个。而西宁市初步摸排预估

绿色算力企业用工需求达 2100

人左右，涵盖标注师、人工智能、

数据应用、技术研发等领域。特

别是，武汉理慧诚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在西宁投资的青海蓝算

数据标注基地更是预计未来三

年，数据标注员需求超 3000 人。

这一系列数据，勾勒出青海绿色

算力产业蓬勃发展的态势，也抛

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如何

满足如此庞大的人才需求？

要引来人才，必须有真金白银的投

入和实实在在的政策支持。为此，青海

省研究制定了《青海省集聚绿色算力人

才的十条措施》，从人才计划、经费支

持、安家保障、项目支持、职称评审、服

务保障等方面提出了含金量足和撬动

性强的政策举措。其中明确提出，在

“昆仑英才·高端创新创业人才”计划中

每年拿出不少于 30%的指标，专门用于

评选绿色算力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并根

据人才的层次和贡献，给予不同额度的

奖金或住房奖励。同时，印发《关于开

展绿色算力领域人才“校企互聘”工作

的通知》，从省属本科高校、职业院校遴

选 70 名左右高层次人才，到全省绿色算

力领域企业兼职从事技术与管理咨询，

参与生产实践等工作。这种“量身定

制”的政策，无疑为绿色算力人才提供

了极具吸引力的待遇保障。

人才不仅要“引得进”，更要“留得

住”。除了真金白银的投入，青海还致

力打造优质的人才发展环境，注重解决

人才的后顾之忧。今年举办的 2025 年

引进急需紧缺人才专场招聘会上，青海

针对全职引进的绿色算力领域博士，直

接入选“绿色算力人才计划”，还有破格

职称评定、提供周转住房、解决配偶工

作、保障子女入学、实行专人专编等多

项优厚待遇，这些贴心的政策举措，无

疑为绿色算力人才在青海安心工作和

生活提供了有力保障。此外，还注重通

过产教融合的方式，培养本土绿色算力

人才。青海理工学院等高校与绿色算

力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研发课程、

建设实训基地，让学生在实践

中提升能力。这种校企合作的

人才培养模式，不仅可以为绿

色 算 力 产 业 输 送 大 量 专 业 人

才，还能促进产学研用深度融

合，推动产业的创新发展。

我们看到，青海的绿色算

力产业在资源和区位优势、产

业规模和发展速度、政策支持

和产业规划、技术创新和应用

场景以及产业效益和未来展望

等 方 面 均 表 现 出 色 。 截 至 目

前，青海省已与 7 家互联网头部

企业达成战略合作，形成智算、

超算等新业态；启动全球首个

“自发、自储、自用、自保”的全

清洁能源微电网算力中心，点

亮首个全国产芯片万卡绿算集

群，建成全国首个清洁能源和

绿色算力调度中心，实现“绿电”与算力

协同调度，产业集聚效应显著提升，产

业吸引力不断增强，为人才和企业提供

了巨大的发展空间。我们只有宣传好、

执行好这些政策措施，化被动等待为主

动寻找，才能吸纳优秀人才来青海干事

创业，切实解决现阶段绿色算力人才存

量与发展需求方面存在较大缺口的现

实之困。

莫让绿色算力等人才，需要我们做

的工作有很多。一方面，开展多渠道宣

传。详细解读引才措施的各项条款，并

提供在线咨询服务；利用社交媒体平台，

制作有趣的短视频、图文解读等内容，邀

请政策制定者或受益人才现身说法，讲

述政策的好处和申请经验，向广大人才

和潜在人才群体进行推广。针对即将毕

业的学生，在青海省的各大高校、职业

院校开展政策巡回宣讲，介绍绿色算力

产业的发展前景以及这些人才政策对

他们未来就业和发展的意义。针对国

内外已经从事绿色算力相关工作的专

业人才，通过行业协会、专业论坛等渠

道，发送政策宣传资料和邀请信，吸引

优 秀 人 才 关 注 青 海 省 的 相 关 人 才 政

策。另一方面，强化政策执行。简化申

请流程，无论是人才计划申报、经费支

持申请还是安家保障相关事务，都可以

在一个窗口或线上平台提交所有材料，

并明确审核时间节点；建立政策执行效

果评估体系，从人才吸引数量、人才满

意度、绿色算力产业发展指标等多方面

进行评估，根据评估结果及时调整政策

执行中的不足之处。 来源：青海日报

与屏幕里的仿生机器人互动，

沉浸式感受“梦之海星球”幻想世

界 ，打 卡 科 幻 生 活 节 和 科 幻 市

集……在北京石景山区首钢园举行

的 2025 中国科幻大会上，一系列互

动场景令参观者“燃”起对科幻的热

情。科幻照入现实，科幻产业的创

新潜力和发展效益因此愈发显现。

科幻是培育想象力的重要载体，

其本身也是创新创造的重要组成部

分。《2025 年中国科幻产业报告》显

示，2024 年，中国科幻产业总营收达

1089.6亿元，连续两年突破千亿规模，

展现出广阔的发展前景。从《三体》

到《流浪地球》，科幻作品收获全球读

者，还转化为影视作品和文创产品，

创造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

作为眺望未来的窗口，科幻产

业也具有不可替代的人文价值。从

人们的好奇心、惊奇感出发，科幻作

品 能 传 播 科 学 知 识 ，提 升 科 学 素

质。革新性的技术进步，深刻影响

着生产生活。我们在享受科技便利

的同时，还需前瞻研判技术可能给

人的生活、社会治理、伦理道德等带

来的风险和挑战。科幻产业既是科

技发展的“导航员”，也是技术伦理

的“敲钟人”。以科幻产业为纽带加

强国际人文交流，还可以让全世界

看到中国的创新活力。

繁荣科幻创作、发展科幻产业，

兼具经济效益与人文效益。坚持内

容和形式同步提升、虚拟和现实并联

发展，方能推动科幻产业不断迭代升

级，创造更大经济价值和人文价值。

放大科幻的产业价值、科技价

值，需要更好推动技术革新与科幻

发展交互作用、互促共进。刘慈欣

在大会开幕式上直言：“当载人航天

器划破天际，当量子计算机解开混

沌，这些‘现实土壤’正滋养着比科幻

更科幻的未来。”从量子科学、脑机接

口到 6G 网络，前沿技术在我国持续

涌现，充满未来感的发展实践为科幻

创作插上想象的翅膀。进一步完善

创作机制、发展机制，推动科幻创作

与科幻产业相辅相成、科幻进步与科

技创新协同发展，将为经济发展打开

想象空间、贡献创新动能。

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科幻

产 业 发 展 厚 植 了 沃 土 。 从 盘 古 开

天、嫦娥奔月的浪漫想象，到“天宫”

遨游、“嫦娥”落月的伟大实践，中国

人从不缺乏想象力、创新力。鼓励

创作者挥洒想象力，鼓励产业界提

升创新力，将中国本土的美学、文化

与全人类的共同关切结合起来，不

断拓宽科幻创作的边界与广度，有

助于擦亮中国科幻的人文底色。充

满 文 化 味 的 高 质 量 科 幻 作 品 多 起

来，科幻产业将更好发挥提升创新

意识、培育科学素养、增强文化自信

等人文价值。

同时也要看到，当前我国科幻产

业总体规模仍比较小，其发展壮大离

不开有关方面的积极作为和社会各界

的全力支持。《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 年）》明确提出，“实

施科幻产业发展扶持计划”。近年来，

北京、四川成都等地纷纷出台支持科

幻产业的务实举措。繁荣科幻产业，

需要进一步因势利导、因城制宜，完善

产业政策和创新生态，加强复合型科

幻人才培养，推动科幻产业持续生长。

走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康庄大道

上，科幻产业机遇无限、潜力无限。

通过科幻作品、科幻产业促进技术、

文化与市场的多元融合、同频共振，

我们将拥抱更加美好的未来。

来源：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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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科幻厚植发展沃土
喻思南

坚持内容和形式同步提升、虚

拟和现实并联发展，方能推动科幻

产业不断迭代升级，创造更大经济

价值和人文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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