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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济南２月 1日电（记者
滕军伟）正月初五上午，山东威海

的健身爱好者程思渝迫不及待地来到
预约的健身房，开始春节后的锻炼。

在两个小时里，程思渝先后进行了力量训练
和有氧训练，锻炼强度丝毫没有因为春节而减
轻。她说，春节假期吃的多、运动少、时间多，是锻
炼的好时候，更重要的是，时间长了不练不习惯。

“每逢佳节胖三斤”，成了时下一句流行的调
侃。不少年轻人为了避免这种“悲剧”的发生，
把健身作为春节期间的一项重要任务。

由于大部分健身房春节期间关门歇业，可以
预约的健身工作室受到欢迎。记者在威海市一
家健身工作室了解到，尽管收费不菲，但这里从
初三开始就预约满员。

程思渝两年前来到威海市工作。喜欢健身
的她每周锻炼三次，如今已经养成了习惯。她
说，过去年轻人不愿意锻炼身体，往往等到年纪
大了，才开始注重养生，但现在越来越多年轻人
意识到，锻炼身体应该从年轻抓起。

健身教练齐以滇在春节期间也没落下锻
炼。他每天在家徒手训练两个小时，做做俯卧
撑、卷腹、深蹲等动作。他说，健身贵在坚持，
风雨无阻，越是过年过节越不能放松。

更多年轻人在春节期间坚持跑步，或者三五
好友聚在一起打打台球、篮球，既能锻炼身体，
又能联络感情。齐以滇的一句话代表了不少年
轻人的心声：“运动健身已成为年轻人过年的新
时尚。”

新华社长春1月31日电（记者孟含琪）新春佳
节，按照传统习俗本应是一家人聚在家里团圆。但
近年来，每逢春节到东北看冰雪成为不少南方游客
的选择。

在著名景区长白山脚下的二道白河小镇，春
节期间每天都热闹非凡。冰雕雪琢的世界里，来
自天南海北的游客滑雪、泡温泉后聚在外面，乘坐
惊险刺激的雪滑梯，看满天绽放的焰火，打雪仗，
堆雪人……尽管寒风凛冽，但热闹的小镇成了不
夜城。

“一票难求，我是提前一个月订的票，身边有朋
友因晚订几天，遗憾没有来成。”来自上海的游客孙
晶晶说，“东北过去给人感觉是寒苦之地，来了才知
道滑雪场特别国际范，住的酒店服务高端大气上档
次，条件不输给瑞典、法国等冰雪大国。”

“早在一个月前，春节期间的住房就被预订一
空，现在‘一床难求’。”长白山火山温泉会馆经理
王树俊说，过去东北不少“候鸟”老人冬天去南
方，现在却有很多南方老人来东北看雪，形成了

“候鸟”北上的局面。
田勇则在吉林雾凇岛享受另一番热闹景

象。在深圳出生的他从没来过东北，今年特意请
假带全家四口人来吉林滑雪、看雾凇，还选择在
吉林市过春节。“北方的春节很热闹喜庆。”田勇
说。今年吉林市针对南方游客专门推出“天天过
大年”活动，让游客体验包饺子、放爆竹、贴春联
等东北年俗。

在长春净月潭观雪雕，在松原查干湖观冬捕、
品鱼购鱼……今年春节，吉林冰雪旅游迎来蓬勃发
展，其中少不了政府绞尽脑汁的谋划部署。

今年秋天，“省长推介吉林冰雪”刷爆很多南
方游客朋友圈；为了防止景点“一天热”，各地纷
纷打造冰雪娱乐项目，延长冰雪旅游产业链条；吉
林省还加强区域合作，将雪乡、吉林市、长白山合
力打造成冰雪雾凇温泉“白金三角”精品线路，实
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2013至2015年，吉林省旅游全年接待海内外
游客均增长15%以上，旅游总收入均增长25%以
上。今年预计到3月，冰雪旅游总收入和游客接

待量将分别增长28%和20%……漫天飘
洒的雪花搅热了东北经济，冰雪产
业正在崛起，成为吉林的新名片。

运动健身成为年轻人过年新时尚

到东北玩雪过大年成南方游客新时尚

新华社北京1月18日电（记者杨依军、潘洁）
1月1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瑞士达沃斯出席
世界经济论坛2017年年会开幕式，发表题为《共担
时代责任 共促全球发展》的主旨演讲。中国最高领
导人首次亮相全球最大规模非官方经济盛会，全世
界高度关注。

经济全球化怎么走？世界经济怎么办？中国经
济怎么看？在世界充满复杂因素和不确定性的背景
下，针对各界普遍关心的几个问题，习近平主席在演
讲中给出了中国答案，释放了重要信息。

经济全球化怎么走？
“经济全球化曾经被人们视为阿里巴巴的山洞，现

在又被不少人看作潘多拉的盒子。”演讲中，习主席用
巧妙的比喻，生动道出了经济全球化面临的处境。

有媒体评论称，2016年是“逆全球化”声音泛起
的一年。美欧发生的多起“黑天鹅”事件，让质疑和
反对经济全球化的声音从幕后走向台前，在世界范
围内形成了一股“逆全球化”思潮。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说，
“逆全球化”来势汹汹，那么经济全球化究竟是好
事还是坏事？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这是负
责任的领导者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

习近平在演讲中说，经济全球化确实带来了新
问题，但把困扰世界的问题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
既不符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

“演讲体现了一个基本判断，那就是全球化是必
然趋势，而不是一个可选可弃的选项。”陈凤英说，
面对经济全球化这把“双刃剑”，正确的做法不是全
盘否定，也不是回避问题，而是因势利导、扬长避
短。

围绕让经济全球化进程更有活力、更加包容、更可
持续，习近平提出三个方面建议：

——主动作为、适度管理，让经济全球化的正面效
应更多释放出来，实现经济全球化进程再平衡；

——顺应大势、结合国情，正确选择融入经济全球
化的路径和节奏；

——讲求效率、注重公平，让不同国家、不同阶层、
不同人群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好处。

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说，经济全球化是促进世界
经济增长的，产生的正面效应远远大于负面效应。在
促进增长的同时，如何使所有人受益，是经济全球化
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答案就是中国倡导的包容性
增长。

世界经济怎么办？
增速处于7年来最低水平，新旧动能转换仍未完

成，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风，新一轮科技革命仍处于
酝酿之中……本次达沃斯论坛年会召开之际，世界经
济正走到一个“关键当口”。

演讲中，习主席提出引领世界经济走出困境是当
前“最迫切的任务”。

针对世界经济长期低迷，习近平指出，根源在于三
大突出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全球增长动能不足，难以支撑世界经济持续
稳定增长；

——全球经济治理滞后，难以适应世界经济新变化；
——全球发展失衡，难以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

期待。
为此，他提出四点建议：
——坚持创新驱动，打造富有活力的增长模式；
——坚持协同联动，打造开放共赢的合作模式；
——坚持与时俱进，打造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

——坚持公平包容，打造平衡普惠的发展模式。
专家表示，四点建议与中国提出的创新、协调、绿

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一脉相承，也呼应了二
十国集团杭州峰会的主题和成果。

“在达沃斯论坛这样的国际舞台，习主席的演讲
体现了中国方案、中国智慧对世界的贡献。”中国社
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说。

打造全球经济增长新动能关键在创新。“只
有敢于创新、勇于变革，才能突破世界经济增长
和发展的瓶颈。”习近平在演讲中强调。

针对保护主义的危害，习近平用生动的比喻形
容：“搞保护主义如同把自己关进黑屋子，看似躲
过了风吹雨打，但也隔绝了阳光和空气。打贸易战
的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

“保护主义、民粹主义等做法，短期内或许可以
迎合一部分人的想法，但长期来看损害的是民众利
益。”张宇燕说。

中国经济怎么看？
中国经济能否顶住下行压力？能否闯过“中等收

入陷阱”？中国会否保持开放的投资环境？……关注
世界经济的人，也在密切观察成长中的中国。

演讲中，习近平不仅详细阐述中国对世界经济的
看法，也用较长篇幅谈了中国经济形势。专家表示，在
世界经济困难重重、人心不稳的情况下，习近平在达沃
斯唱响了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发展机遇论。

一个基本判断——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没
有改变。

习近平介绍，2016年，在世界经济疲弱的背景
下，中国经济预计增长6.7%，依然处于世界前列。“现
在，中国经济的体量已不能同过去同日而语，集聚的
动能是过去两位数的增长都达不到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报告提供了佐证：2016
年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将达到
39%；在全球经济预计3.1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中，中国
贡献1.2个百分点，是美日欧贡献之和的两倍。

一个重要逻辑——适应、把握、引领中国经济发展
新常态。

对于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习近平指出，这些都是
前进中必然出现的阶段性现象。我们将在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指引下，不断适应、把握、
引领中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统筹抓好稳增长、促改革、
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推动中国经济保持中高
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朱民说，2016年，
中国经济结构改革的步伐加快，取得了显著成果。国
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结构改革成效给予高度认可。

“办好中国的事情就是为世界做贡献。”陈凤英说，习
主席的演讲有效回应了外界关切，增强了世界的信心。

一个重要宣示——中国发展仍然是世界各国的机遇。
习近平在演讲中列举了一串数字：预计未来5

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收6000亿美元外
来投资，对外投资总额将达到7500亿美元，出境旅游
将达到7亿人次。这将为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市场、
更充足资本、更丰富产品、更宝贵合作契机。他强
调，中国的大门对世界始终是打开的，不会关上。他
还宣布，今年5月，中国将在北京主办“一带一路”国
际合作高峰论坛。

陈凤英表示，“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把中国机
遇转化为世界机遇、促进中国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公共
产品。相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将为更好
地解决当前世界和区域经济面临的问题找到答案。

——解读习近平主席达沃斯演讲释放的重要信息

三大世界经济之问的中国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