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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家庭医生签约服务②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周双双

2月7日，是重庆镜尘动漫设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镜尘动漫”）复工的第二天，
位于大坪SOHO商务中心12楼的办公区
内，大家正认真工作。办公区中央的进度
系统实时更新着项目进展。“已完成”“已提
交”进度条对应显示着工作状态。这样一
个看似普通的公司，却参与了春节期间爆
火的“大项目”。这个项目正是上映8天即
成为中国影史票房冠军的《哪吒之魔童闹
海》（以下简称《哪吒2》）。

截至2月10日晚，《哪吒2》票房已达
84.8亿元，猫眼电影专业版预测其总票房
将超过142亿元。而在《哪吒2》的片尾致
谢名单中，镜尘动漫赫然在列。《哪吒2》中
哪些画面中有镜尘动漫的设计？《哪吒2》的
火爆又将为行业带来哪些变化？2月7日，
记者专访了该公司总经理周俊池。

平时1个月就能完成的业务
却打磨了3个月

优秀的票房表现背后，是中国优秀创
作团队的共同“托举”。《哪吒2》制作团队
称，该片特效镜头达 1948 个，全片共有
4000余人参与制作。而这些，由国内130
余家动画公司合力完成。其中，镜尘动漫
参与的部分，是《哪吒2》的水下龙宫旧址，
以及满是滚烫岩浆的龙宫炼狱中的部分材
质、贴图。

在《哪吒2》官方花絮中可以看到，龙宫
旧址楼宇的飞檐是独特的海洋生物，地面
植物也是海底生物，画面风格颇具特色。
画面中鳞次栉比的各色建筑透露出龙宫往
日的繁华，但建筑上依稀可见的青苔，又暗
示着龙族命运的变迁。

周俊池介绍，公司在2023年接到了
《哪吒2》的相关业务，15个人参与其中。
“一般情况下，这是一个月就能完成的业务
量，但《哪吒2》的场景，我们加班加点用了
3个月才完成，就是不断地改、不断地磨。”
周俊池坦言，他们花了很多心血，也看到了
电影制作方在质量把控上的一丝不苟。

“创作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材质、贴
图会用在电影中哪些地方，首映当天去电
影院看了之后，我觉得实在是太惊艳了。”
周俊池说，正是所有同行一起认真对待这
些影片中的细节，才保证了整部电影的质

感，吸引观众“二刷”“三刷”。

让世界看见中国是动画人
前仆后继的目标

除了点燃全民观影热情，《哪吒2》也
在资本市场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行
情。其主要发行方光线传媒股价在春节
后前两个交易日内大涨逾40%，股价创近
4年新高，市值两天增加超百亿元。

《哪吒2》为中国动漫行业带来了前所
未有的关注度，而谈及《哪吒2》给行业带来
的启示时，周俊池表示，动画电影的制作成
本应该大于营销成本，好的东西自然会被
更多人看见，“就如《哪吒2》导演饺子所说
的那样，做动画的人是比较纯粹的，我们公
司也一样。《哪吒2》固然为行业带来了很大
的关注度，但我们有自己的路要走，那就是
按照规划踏踏实实沉淀技术，等待时机成
熟，推出优质作品。”

镜尘动漫还参与过动画《凡人修仙传》
《魔道祖师》、电视剧《三体》以及其他一些
腾讯、网易出品的动漫项目的设计工作。
周俊池透露，目前，公司正在创作两部关于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原创动画片，预计2025
年内制作完成。

10年前，横空出世的《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让大家重新对国漫有了期待。此后，
尽管崛起之路并非坦途，但2025年对
动漫产业来说应该是充满激情
的新开始。周俊池表示，
经过多年摸索，国漫已
经摸索出一条独具特色
的道路，动画电影工业
水准也迅速提升。

以追光动画为例，
国漫的美术风格多以中国传统文
化为基础，极具辨识度，甚至产生了
文化输出的效果。“这当然是我们文
化自信的具体体现，让世界看见中国，
也是动画人前赴后继的目标。”周俊池
感慨道。

本土动漫企业不断发展

在接受记者采访的前一天，周俊池
还在马不停蹄地与客户洽谈合作。作为
公司的管理人员，周俊池还需要跟进项
目。办公区中央的进度系统里，有几个项
目后面标注的责任人都是周俊池。

周俊池已经在动漫产业摸爬滚打10多
年，但他却并非科班出身，而是从电子信息
工程半路转行学习动画制作。“2012年我找
工作时，招聘软件上甚至没有一家重庆本土
动画公司，我只能‘曲线救国’先入职广告公

司。”周俊池表示，直到2013年，才看到一家
动画初创公司，他立马辞职加入。

2019年，周俊池和合伙人一起注册成
立镜尘动漫。2023年，又在永川区成立分
公司——重庆镜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从
最初的3个人到如今130余人，镜尘动漫一
直扎根重庆本土，不断发展壮大。

采访中，周俊池提到分公司的发展得
到了政府在政策、资金等方面的支持。比
如，永川科技片场吸引了一大批包括动漫、
仿真、视觉特效等影视产业链条上的企业
落地，形成集聚效应。永川本地的多所高

校又为公司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永川分公司目前有30多个人，本土高校
学生就有近20人。”周俊池说，这些学生通
过实操跟进项目学习到了真本事，实际也
是为行业输血、造血。

记者了解到，像镜尘动漫这样体量的
动漫公司，重庆大约还有5家。周俊池表
示，重庆的产业生态还谈不上完善，但随着
诸如永川科技片场、重庆两江影视动漫文
创园等的带动作用不断体现，他期待着家
乡重庆能有更多的优秀团队创作更多有辨
识度的动画作品。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李珩

“您住附近吗？有签家庭医生吗？”
1月23日，在垫江县桂阳街道西湖社区
卫生站，全科医生余贵兰放下听诊器询
问患者。每当有新面孔来就诊，余贵兰
总会向他们推荐家庭医生。

按照相关实施方案，到2035年，我
市力争全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
75%以上，基本实现家庭全覆盖。其中，
重点人群签约服务覆盖率达到85%以
上，满意度达到85%左右。

目前，我市家庭医生服务情况究竟
怎样？如何把服务真正做到群众心坎
上？连日来，记者进行了采访。

把常见病和多发病“留”在基层

当日上午11点，咳嗽多日的陈绍碧
来到社区卫生站看病。“你坐下我看看。”
余贵兰是陈绍碧的家庭医生，在询问症
状后，她又对陈绍碧进行了一系列检查，
初步诊断陈绍碧是普通感冒，便给他开
了止咳药。从看病到拿药，陈绍碧只用
了10分钟。

当天上午，余贵兰接诊了30多个居
民，他们大多患的是感冒、咳嗽等常见
病。“家庭医生不仅能解决我们的小毛
病，还能让我们治疗慢性病更便捷。”家
住渝中区南纪门的王桂英告诉记者，患
有高血压的她，每个月都会找家庭医生
开药，“不仅能开药，而且同样享受特病
待遇。”她说。

“很多人习惯生病就去大医院，忽略
了身边的基层医疗机构。”市卫生健康委
有关负责人说，为方便群众就医、优化资
源配置、节约医疗费用，国家一直在倡导
分级诊疗，把常见病、多发病“留”在基
层。

数据显示，2023年，我市基层医疗
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达56.4%，较2019
年增长了5.6个百分点，其中，家庭医生
签约服务起到了很好作用。

除了分担基层医疗卫生的责任，家庭医生还发挥
着双向转诊的“桥梁”作用。前不久，经重庆高新区白
市驿镇清河村卫生室的家庭医生傅道莉联系，王代琼
的老伴及时被转到了白市驿镇卫生院。“当时，我老伴
的脚严重感染，肿得很高，傅医生看了及时将他转诊到
医院，才把脚保住了。”王代琼一脸感激地说。

在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家庭医生的作用还不止于此。
“陈孃孃，你最近血压控制得如何？我给你测一个

嘛。”1月22日上午，两江新区大竹林社区卫生服务中
心，正在坐门诊的家庭医生周丹遇到带孙子来看病的
陈阿姨，顺便给老人做了高血压患者慢病随访。“控制
得不错，继续保持哈！”面对周丹的叮嘱，老人连连点
头。

周丹也很高兴——高血压患者健康管理没白做。
“签约后，我就对陈孃孃进行了慢病管理，一个季度随
访一次。每次随访，除了测血压，我还会给老人普及一
些医学知识和注意事项。”周丹说，她会定期给老人打
电话提醒她吃药，要管住嘴、迈开腿。在她的关心下，
老人的血压控制得很好。

“居民的健康管理工作非常重要，它让家庭医生的
价值得到体现。”周丹说，每次随访、就诊，他们会把结
果记录在居民健康档案中，让居民对自己的健康状况
更有数。

“我们把电话留给了居民，有啥问题可以打电话。”
沙坪坝区天星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家庭医生左陈说，
前一天晚上，他接到一位居民的咨询电话，询问感冒初
期要不要吃药，他的解答为患者缓解了焦虑。

“家庭医生不仅能为居民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还能
通过科学的健康教育和全面的健康管理，提高居民健
康素养和水平，在疾病预防、慢病管理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市卫生健康委相关负责人说。

全方位丰富家庭医生服务内容

根据21世纪新健康研究院发布的《2024中国居
民家庭医生需求调研及发展报告》显示，当前，公众普
遍开始重视健康管理，对家庭医生服务需求较为强烈，
99.15%的调研对象均希望有固定的家庭医生给其和
家人提供服务。

如何将签约服务做到群众心坎上？我市不少家庭
医生团队在这方面作出了探索，他们根据自身特点，不
断丰富和拓展服务的内容和形式。

在渝北区龙塔街道推出龙塔月隐湖社区家医微诊
室，每周三上午由家庭医生团队为居民开展服务。“这
样方便了家住得稍远的居民，让居民更有获得感。”龙
塔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负责人陈娱瑜说。

有的基层医疗机构还推出了个性化签约服务包，
针对居民健康的个性需求，推出有偿服务包，让家庭医
生的服务内容更丰富。如九龙坡区二郎街道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推出了亚健康调理包、疼痛治疗包、醒脾健胃
调理包、免疫提升强化包、小儿康养包等十余种个性化
康养包。

“不少家庭医生服务团队拓展了服务路径，除线下
面对面服务外，还通过微信群为居民提供健康咨询服
务，并定期发送健康提醒、健康讲座、上级专家坐诊等
健康信息。”市卫生健康委有关负责人称，未来我市将
在居民感受度和获得感方面下功夫，如在家庭医生服
务团队中，除配备1名家庭医生、1名护理人员、1名公
共卫生医师或从事公共卫生的工作人员外，还配备1
名上级医院的医生和1名社区联络员，并鼓励“县聘乡
用”人员和二、三级医院医护人员加入团队，增强家庭
医生服务能力。

此外，我市还将体重管理纳入了签约服务内容，
定期给市民提供合理膳食、科学运动等健康处方。
今后还将探索按照节气向签约居民推送健康指导和
健康宣教信息，为签约居民进行健康画像；重点人群
的签约服务还将由管理慢性病向慢性病和传染病共
管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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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吒哪吒22》》背后背后的重庆力量的重庆力量
——镜尘动漫匠心打造水下龙宫

《哪吒2》上映13天
累计票房84.8亿元
●累计观影人次达1.71亿
预测总票房超142亿元

●获得中国内地影史总票房
冠军、内地影史观影人次冠
军

●为全球影史票房榜前30唯
一国产电影，位居第28名

●《哪吒2》海外上映计划覆
盖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
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多
个国家

海报新华社发
数据来源：猫眼电影专业版、新华社

截至2月10日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兰世秋

《哪吒之魔童闹海》（以下简称《哪吒
2》）还在继续书写着奇迹！《哪吒2》中有一
句台词：“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
不仅表现了哪吒的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同
样也是中国动画破壁之路的真实写照。

100年来，中国动画历经风雨，却始终
怀揣梦想，在探索中前行。

上世纪20年代，万籁鸣、万古蟾、万超
尘、万涤寰四兄弟相继从家乡去到上海商
务印书馆从事美术工作，彼时，自小就热爱
木偶戏和皮影戏的他们，萌发了让中国山
水画“动起来”这个看似“异想天开”的想
法。

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技术，从上
百次失败中摸索经验……万古蟾攻破重重
难关，于1926年制作出了中国第一部真正
意义上的动画短片——《大闹画室》。

这部仅12分钟的影片不仅标志着中
国动画的正式诞生，更体现了万氏兄弟对
动画艺术的执着追求。

少年气就在于无畏和尝试。
没有《大闹画室》的“异想天开”，何来

近一个世纪后《哪吒》系列的“我命由
我不由天”？

中国动画的精彩篇章
开启。1941年，万

氏兄弟以《西
游记》中

孙悟空三借芭蕉扇的故事为蓝本创作的
《铁扇公主》完成。这部80分钟的动画片，
成为了中国第一部有声动画长片，也是亚
洲第一部长篇动画电影，在国内外引起巨
大轰动。在日本，《铁扇公主》更是引发了
观影狂潮，年轻的手冢治虫看了这部影片
后，深受震撼，走上了动漫创作道路，成为

“日本动漫之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动画迎

来发展的黄金时期。上世纪60年代，动画
电影《大闹天宫》横空出世，先后在40多个
国家和地区上映，那个顽皮而又富有正义
感的孙悟空形象从此深入人心。

1960年上映的《小蝌蚪找妈妈》是中
国动画在艺术创新上的又一次大胆突破。
这部中国的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开创了世
界动画史上的先河。创新性地将水墨画的
艺术精髓融入动画中，让《小蝌蚪找妈妈》
展现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在国际上
为中国动画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此后，《牧笛》《山水情》等水墨动画作
品成为中国动画的经典之作。

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动画在20
世纪80年代后期逐渐陷入低谷。这一时
期，美国、日本等动画大国的作品凭借先进
的制作技术和丰富的商业运作经验进入中

国市场，收获了大批观众。
市场定位不明确、原创

力不足、产业链不完善等问题，也严重制约
了中国动画的发展，国产动画的发展举步
维艰。

尽管处境艰难，但中国动画人并没有
放弃。一些动画公司开始尝试与国外公司
合作，引进先进的技术和制作理念；一些创
作者则致力于挖掘本土文化资源，尝试将
传统文化与现代动画技术相结合。虽然这
些尝试在短期内并没有取得显著的成效，
但也为中国动画的复苏埋下了希望的种
子。

2015年，中国动画迎来一次重大转
机。这一年，一部名为《西游记之大圣归
来》的动画电影上映，成为了中国动画电影
市场的一匹黑马。

《大圣归来》的制作过程充满了艰辛。
导演田晓鹏怀揣着对中国动画的热爱和执
着，带领着团队，在资金紧张、技术有限的
情况下，坚持了长达8年的制作。上映后，
好评如潮，影片的排片量和票房一路飙
升。最终，《大圣归来》获得9.56亿元的票
房，打破了中国动画电影的票房纪录，被誉
为国产动画电影复兴的里程碑之作。

影片对孙悟空的形象进行了重新塑
造，这种对传统故事的创新演绎，以及对人
物内心世界的深入挖掘，让观众产生了强
烈的共鸣。同时，影片在制作技术
上也达到了当时中

国动画的顶尖水平。它的成功，为中国动
画电影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

2019年，《哪吒之魔童降世》上映，再
次震撼了动画行业。这部电影将哪吒塑造
成一个“魔丸转世”的叛逆少年，他不屈服
于命运，喊出了“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最强
音。这种充满现代感的改编，让古老的神
话故事焕发出新的活力，也让观众看到了
传统文化在当代语境下的无限可能。

2025年春节档，《哪吒2》延续了前作
的辉煌，并且在多个方面实现突破。在技
术上，片尾致谢的138家动画公司展现了
国产动画在技术上的硬核实力；在文化表
达上，影片将中国动画在文化传承与创新
方面的探索，又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若前方无路，我便踏出一条路！
回首中国动画的发展历程，在面对技

术落后、资金短缺、市场竞争激烈等重重
困难时，中国动画人凭借着对动画的热
爱和执着，凭借着“死磕”的精神，
勇于创新，用一部部优秀作
品，踏出了一条属于中
国动画的破壁发
展之路。

从《哪吒2》看中国动画的破壁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