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近年来，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和人
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文化产业逐渐成为国民
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热门
游戏《黑神话：悟空》以其独特的艺术风格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迅速吸引了全球玩家的目
光。其火爆现象不仅为游戏产业带来了新的
发展机遇，也为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
与此同时，安徽省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省，拥
有丰富的文旅资源。本文旨在探讨《黑神话：
悟空》取景特点与安徽文旅资源结合的路径
与策略，提出促进安徽文旅产业发展的建议。

关键词：《黑神话：悟空》；安徽文化；文
旅产业；创新融合

一、黑神话中古建筑与景点的体现
（一）打破垄断：从盲目“顺势”到3A“造

势”。当下，电子游戏逐渐演化为强大的文化
交流工具，甚至被称为“第九艺术”。作为第
一款中国3A游戏，此次《黑神话：悟空》的爆
火出圈不仅体现出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的融
合，更在细节上展现中国古建筑与景点，彰显
文化自信。2024年8月20日，该游戏全球同
步上线，迅速成为多平台的销量榜首，并在
2024年12月13日，该游戏一举拿下TGA“最
佳动作游戏”与“玩家之声”两项大奖，标志着
国产游戏在全球游戏行业中的重大突破，国
产游戏从盲目的跟随成功转变为自我创造。

（二）东方美学：从还原经典到现代创

新。我们需要做出表达我们文化的东西，而
不要一直是西方世界眼中的“他者”，好的游
戏出品，拼到最后，拼的是文化底蕴。黑神话
在忠实还原原著的基础上，游戏还巧妙地融
入了现代审美元素，使场景更加符合玩家的
审美需求。《黑神话：悟空》美术组踏遍全国的
名胜古迹，扫描录入建立全球第一个中国古

建虚幻资产库：72个取景地，对安徽天柱山、
山西玉皇庙、重庆大足石刻等多处名胜古迹
进行实景扫描，将文化的瑰丽一一呈现在玩
家眼前[1]。游戏过程中，不光可以体验到通
关的快感，更能体会到中国大好河山的壮
阔。这些带有浓烈中国文化特色的尝试，无
疑是一种全新的试验，让这款产品承载力超
乎预想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

二、安徽文旅资源优势分析
在国内外，游戏与文旅结合的实践案例

已经屡见不鲜。例如，日本任天堂的《口袋
妖怪》系列游戏，通过与现实世界的结合，成
功地将游戏中的虚拟角色转化为现实中的
旅游产品，吸引大量游客前往参观。在国
内，也有越来越多的旅游目的地开始尝试与
游戏产业进行合作，这些实践案例为本文提
供了有益的参考和借鉴[2]。“奇峰出奇云，
秀木含秀气。清晏皖公山，巉绝称人意。”李
白对于天柱山有着极高的赞叹，游戏也在天
池峰进行取景。游戏爆火后，络绎不绝的游
客前往天柱山打卡。这一现象的背后，是游
客对于旅游体验有趣性的日益增加。

三、黑神话与安徽文旅产业创新融合
（一）元素契合：游戏热与旅游热结合。

游戏热与旅游热相结合，可以推动安徽文旅
产业创新发展。游戏在安徽省白崖寨与天柱
山取景，也可以侧面反映安徽独特的景色魅
力，网友们也纷纷表示希望安徽文旅接住这
波热度。例如，我们可以开发以《黑神话：悟
空》为主题的旅游线路和产品，打造“黑神话”
旅游专线、“天柱山一日游”“重走大圣路”等
旅游体验专题，或是举办游戏主题节庆活动，
通过引入游戏元素，创新旅游方式，让游客在
游戏后劲中更加了解安徽的文化和风光。

（二）创新合作：基于游戏的专属IP。《黑
神话：悟空》的破圈，既是技术创新的胜利，
也是文化传承的成功。我们以游戏作为传
播媒介，向全球讲述安徽故事，传播安徽文
化，更加提升了安徽知名度。我们可以深入
挖掘《黑神话：悟空》中的文化元素和取景特
点，将其与安徽文旅资源相结合，打造出具
有独特魅力和吸引力的文创产品。这些产
品不仅能够满足游客对于游戏的热爱，还能
够提升旅游目的地的知名度和吸引力，进一
步推动安徽文旅产业的创新与发展。

四、结语
艺术文化的载体在变化，我们的眼光也

该不止于从前，也要同时展望未来。就像游
戏中说到的，“既见未来，为何不拜？”游戏与
文旅的结合对于推动安徽文旅产业的创新
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深入挖掘《黑神
话：悟空》中的取景特点，将其与安徽文旅资
源相结合，可以打造出具有独特魅力和吸引
力的旅游产品，进一步推动安徽文旅产业的
繁荣发展。同时，通过游戏与文旅的结合，
还可以为文化传承与创新提供新的思路和
途径，走出固有舒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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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银龄健康：破解老年人体育健康风险的治理之道
程宇航 李超 覃泓棣

随着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的快速融
入，以及数据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和数据
产业的蓬勃发展，企业财会活动日益呈现
出在线化、数据化、智能化的特点。在大数
据技术的推动下，企业财会监督的对象和
财会活动日益繁多，产生的经济数据也呈
现爆炸式增长。这要求财会监督机制必须
能够高效收集、挖掘、分析、整合和利用这
些数据，以实现对监督对象的实时、动态、
精准监督。同时，大数据环境下经济活动
日趋复杂，财会监督的内容和方法也需要
不断延伸和拓展，以适应新的监督需求。

一、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财会的影响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财会的影响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提升企业信息处
理能力。在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财会能够
更高效地处理海量数据，实现数据的快速
收集、整理、分析和利用。这不仅提高了财
会工作的效率，还使得企业能够更全面地
掌握财务状况，为企业决策提供更精准的
数据支持。第二，促进企业信息资源共
享。大数据环境为企业之间的信息共享
提供了便利，尤其是数据共享。企业可以
通过对数据进行分析，实现更精准地服
务。同时，不同行业和企业之间的数据分
析，不仅有助于企业实现精准服务，还能
为企业发展提供丰富的资源，促进企业间
的数据交流。第三，优化资源配置。大数
据环境使得企业能够更全面地了解自身
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从而更合理地进行资源配置。通
过对数据的深入分析，企业可以发现潜在的商业机会和改
进点，进而优化业务流程，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四，推动
决策智能化。大数据技术在会计决策支持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分析和挖掘，会计人员可以获
取更多的市场信息、行业趋势和竞争对手信息等，为企业
的决策提供更全面、更准确的依据，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成
本核算的准确度，有效提高企业成本控制效率[1]。

二、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财会监督机制优化策略
（一）构建数智化财会监督体系。企业需要构建一

个科学的数智化监督管理架构，包括建立监督管理委员
会，明确财务及内部审计部门等组织机构的监督职责和
流程，形成全方位、立体式的监督信息网络[2]。完善监
督管理的制度体系，制定详细的监督计划和标准，确保
监督工作的有序开展。同时，运用数智化技术实现动态
监督和严格管理，由事后监督向“穿透式”监管转变，持
续强化内部控制措施和优化风险管理体系。

（二）实现财会监督数据的集成与共享。建立统一
的数据平台和关键风险指标，实现数据的集成和共享。
分级分类完善财会监督数据库，推进财会监督数据汇聚
融合和共享共用，构建财会领域重大风险识别预警机
制。通过数据驱动，财会监督的方法向比对式监督财会
活动的多维数据与多渠道数据转变，从数据中找出财会
活动的疑点、问题和异常。

（三）应用前沿技术提升监督效能。充分利用数据挖
掘、机器学习、语义分析等前沿技术，提升财会监督的精准
度和效率。通过对海量财务数据、业务数据、市场数据等
进行深度挖掘和分析，实现对监督对象的实时、动态、精准
监督。同时，利用智能分析工具，提高监督的准确性和效
率，通过整改流程闭环管理引导流程合规管控。

（四）建立风险管理和控制机制。将风险控制措施
嵌入业务处理流程中，及时应对各种风险和挑战。构建
风险识别与评估循环以及风险控制与改进循环，采用目
标、流程、风险、控制、行动计划的方法论来指导建立财
会监督体系的“双循环”管理机制。通过这一机制，企业
可以及时发现和处理各种风险，减少损失和影响。

三、结语
在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财会监督机制的优化不仅是

提升企业财务管理效率与质量的关键，更是确保企业稳
定运营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通过构建数智化的
财会监督管理体系，企业能够实现监督工作的全面升
级，从传统的静态监督向动态、实时的监督模式转变。
大数据环境下企业财会监督机制的优化是一项系统性
工程，需要企业在多个方面进行努力。只有不断提升监
督的智能化、精细化水平，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
中立于不败之地，实现稳定、可持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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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时代，人口老龄化作为人口再生
产模式从传统型向现代型转变的必然产物，
已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不可
忽视的重要趋势。我国自步入老龄化社会
以来，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势头迅猛，其年
龄结构的老化速度也远超许多国家。根据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2023年度国家老
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截至2023年末，全
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9697万人，占总
人口的21.1%；全国65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
21676万人，占总人口的15.4%。随着老年
人口年龄结构的快速老化、数量的持续膨胀
以及老龄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其给社会人口
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高度的复杂性、艰巨性
以及不确定性等多维风险因素。在此背景
下，老年人的健康问题备受关注，而体育锻
炼作为维持和促进老年人健康的关键手段，
其重要性愈发凸显。

一、老年人体育健康风险的多维审视
（一）身体机能衰退引发的风险。随着

年龄增长，老年人身体机能不可避免地出现
衰退。肌肉力量的减弱首当其冲，步入老年
后肌肉量以每年1%～2%的速度流失，使得
肌肉收缩能力下降，力量生成不足。在进行
如引体向上、俯卧撑等需要上肢力量支撑的
运动时，老人极易因肌肉力量难以负荷而导
致肌肉拉伤，肩部、手臂肌肉的细微撕裂常
引发疼痛、肿胀，影响后续锻炼与日常生活。

（二）运动项目与环境风险。运动项目
选择不当是老年人体育健康风险的关键因
素。部分老年人盲目跟风，未充分考量自身
身体状况便参与不适合的运动。如一些患
有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老人因看到他人参
与登山活动便贸然加入，在登山过程中膝关
节频繁屈伸，致使关节疼痛加剧、炎症反应
加重，加速关节损伤。另一方面。运动场地
设施不足与不完善，为老年人体育锻炼埋下

诸多隐患。在一些老旧小区，缺乏专门为老
年人设计的健身场地，仅有的空地坑洼不
平，健身器材陈旧、损坏严重，缺乏定期维护
保养。老年人在使用此类场地的健身器材
进行锻炼时，容易发生跌倒受伤的情况。

（三）缺乏科学指导的隐患。当前，专业
体育指导在老年人锻炼领域的缺失较为普
遍，这使得许多老人在锻炼时犹如“摸着石
头过河”。一方面，锻炼方法缺乏合理性，不
少老人凭借经验或他人建议选择锻炼方式，
缺乏科学依据。如部分老人认为晨起空腹
运动能加速燃脂，却不知此时血糖较低，运
动易引发低血糖症状甚至晕厥，尤其对于患
有糖尿病、高血压等基础疾病的老人风险更
高。还有老人过度依赖单一运动形式，长时
间只进行散步，忽视力量训练与柔韧性练
习，导致肌肉力量发展不均衡，从而影响整
体运动功能与日常生活活动能力。另一方
面部分老年人运动强度控制不当，由于缺乏
专业指导，老人很难精准把握适合自身的运
动强度，从而超出身体承受范围，致使身体
过度疲劳，免疫力下降，不仅无法达到锻炼
效果，反而引发一系列健康问题。

二、风险治理的实践路径探索
（一）构建完善的体育服务体系。一方

面，政府应将老年体育场地设施建设纳入城
市规划与民生工程，加大对公共体育场馆的
适老化改造，优化场馆布局。在新建小区规
划适老化健身区域；老旧小区则利用改造契
机，盘活闲置空地，增设老年健身广场、门球
场等设施。另一方面，丰富体育活动供给，
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应依据老年人身体状
况、兴趣爱好，分层分类组织多样化体育活
动，打造老年体育品牌赛事，以城市为单位
举办老年马拉松、广场舞大赛等，提升活动
影响力与吸引力，激发老年人参与热情。

（二）强化专业人才队伍建设。首先，体

育院校、职业院校应增设老年体育指导相关
专业，课程涵盖运动生理学、老年心理学、
运动损伤防护等知识，培养学生针对老年
人的专业指导能力。其次，定期组织在职
体育教师、社会体育指导员参加老年体育
培训，提升其业务水平，确保为老年人锻炼
提供科学、精准指导。最后，广泛招募热爱
老年事业、具备一定体育知识的志愿者来
协助组织体育活动、陪伴老人锻炼、提供心
理疏导等，给予老年人关怀与支持，增强其
运动信心与乐趣。

（三）普及体育健康知识。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等传统媒体，以及微信公众号、
短视频平台等新媒体，开设老年体育健康
专栏，定期推送运动科普文章、视频教程。
如制作系列短视频讲解常见老年病的运动
防治方法、运动注意事项等，以通俗易懂、
生动有趣的形式传播知识。社区还应定期
举办老年体育健康讲座，邀请专家现场答
疑解惑，发放宣传手册，增强老年人健康意
识与知识储备。

展望未来，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与科技
的进步，老年人体育健康风险治理有望迎来
更多机遇。可以利用大数据、物联网、人工
智能等技术，可实现对老年人运动健康的精
准监测与个性化指导，如智能穿戴设备实时
反馈运动数据，运动App依据个人身体状况
生成动态运动方案。同时社会各界还应加
大对老龄化问题的关注度，促使政府、企业、
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进一步协同合作，加大
投入，优化资源配置，为老年人营造更加安
全、便捷、丰富的体育健身环境，助力老年人
迈向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推动健康老龄
化社会目标的全面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