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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再降 0.2 个
百分点至3.3%低位，一边是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上调 0.1 个百分点至 6.3%，日前，国际
货币基金组织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
展望报告》引发各界关注。其中不仅这“一
降一升”对比强烈，中国更成为了2019年主
要经济体中唯一被上调预期的国家或地

区。中国经济基业长
青、经冬不凋，屡创“风
景独好”佳绩的奥秘是
什么？这是一个值得
总结的时代命题。

是 人 口 的 红 利
吗？另一人口大国印
度今年增长预期被下
调0.2个百分点。是地
缘的便利吗？全球化
时代的交通成本已大
幅摊薄，互联网更让空
间不再是掣肘。是后
发者的赶超力吗？诸
多“四小龙”“四小虎”

不过昙花一现。是劳动密集型企业的比较
优势吗？应当讲，时至今日，产业升级更倚
重资本与技术的合理配置，仅用低成本很
难解释结构性的优化。倘若这些惯常的理
论都立不住或只能说明中国经济某一方面
的成就，那么就要从更广阔的视角审视，同
时拉长观察周期波动的历史焦距。

与西方国家的政府干预不同，改革开
放以来我们共进行过8至9轮的宏观调控，

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80年代抑制过热的治
理整顿、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扩大内需、
应对国际金融海啸的保增长及应对新常态
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正是这数轮调
控，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与市场
经济资源配置优势有机结合起来，使得中
国经济从转型初年至今，始终能较为从容
地应对外部环境变化。

从实践中归纳来看，一是党对经济工
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不折腾、不翻烧饼，大
政方针的贯彻落实能“一竿子插到底”；二
是计划经济虽然转轨终结，但是经济计划
仍然与时俱进，比如五年规划、年度计划的
科学制定、严肃执行，都起到了有章可循、
稳定军心的“桅杆”作用；三是调控的手段
日渐成熟、目标日趋定型，针对性强，不囿
于本本，见招拆招，同时严肃问责、令行禁
止；四是全面深化改革，甚至将专项改革作
为调控政策的有力推手，比如对“融资难、
融资贵”的疏通，既是金融业自身健康发展
的需要，又是精准输血的定向调控；五是牢
牢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并将其落实、落细、
落小，力促国企、民企、外企共生共赢。

（摘自人民网）

中国经济“经冬不凋”的奥秘何在

□洪乐风

当陨石猛烈撞击月球时，它们
无疑会扬起一些尘埃。如今，一项
新的研究表明，这些陨石也会撞出
相当多的水分——大约每年 200
吨。美国宇航局（NASA）表示，一个
月球探测器观测到了月壤中的水蒸
气进入月球周围稀薄空气中的情
形。

行星科学家在回顾月球大气和
尘埃环境探测器的传感器数据后发
现了这一现象。2013年11月至2014
年4月，该月球探测器记录了从月球
上脱落下来的粒子（包括水分子）数
量偶尔会出现激增。分析表明，在
39个峰值中，其中有29个发生在月
球和地球经历过每年一度的流星雨
后的 48 小时内，而这些流星雨的范
围足以击中上述两颗天体。

月球周围的稀薄空气中含水量不高，
因此在流星撞击月球时，从月壤中撞出的
水蒸气哪怕只是在空中短暂存在，也能被
探测到。

研究人员指出，一般来说，流星雨越
强，从月球上抛入太空的粒子就越多。

研究人员同时表示，这些传感器检测
到的水的含量太高了，大于流星中可能含
水的量，因此不可能来自陨石本身或者蒸

发的土壤。相反，他们认为大部分
的水可能是从陨石撞击点附近的月
球土壤颗粒中释放出来的。

此前已有研究发现月球上存在
水。分析显示，只要流星能够钻到
月表之下8厘米处，就能把那里所含
的水分子撞击出来。由于月表物质
比较疏松，直径约5毫米的流星撞击
到月表，就足以把水蒸气击入空中。

研究人员认为，在 1 年的时间
里，陨石撞击可能从月球土壤中释
放出约 300 吨的水。其中大约 1/3
的水最终流向了月球的其他地方，
包括位于月球两极附近的永久阴影
区域，而剩下的大约200吨水则永久
释放到太空中。

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月球表
面一层 8 厘米厚至 3 米深的干燥土
壤中含有 200ppm（百万分之一）至
500ppm 的水——比地球上最干燥
的土壤还要干燥，而这些水可能比
先前认为的更容易从土壤中提取出
来。处理一吨月壤只能获取不到

500克水。
科学家

认 为 ，这 项
研究有助于
解释水在月
球 上 的 分
布。

（摘自《中
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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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熙熙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目前，人们尚无
法在货架上觅到空气食品的影踪，毕竟
它们还需要接受动物甚至人类的测试。
然而，2021年，空气食品制造厂将投入运
营，产量近百万吨。

研发人员承认，这一理念诞生于航天
时代的大幕开启之初。学者们绞尽脑汁，
不知如何给在太空中长期停留的航天员
果腹。假设方案之一便是利用空气。然
而，经过复杂的推演计算，他们的结论是
太低效、很烧钱。多年之后，芬兰研究人
员终于找到了用空气合成食物的技术。

报道介绍，任何蛋白质的组成元素
其实与空气无异，即氮、氢、碳、氧。区别
只体现于它们各自所占的比例以及原子
的形态。此外，空气中的氧与氢聚合成
了水蒸气的形式。因此，用空气生产食
物可以从水的处理起步。通过普通的电
解水进程，产生氧和氢，再加入二氧化碳
和微量元素进行混合，让它们成为特殊
微生物的“食材”，微生物的享用会将它

们“加工”成蛋白质比例接近60%的细胞
结构，所含氨基酸跟大豆或食用海藻类
似。这样的“浓稠物”经过热加工形成粉
末，口味和外形跟面粉类似。它的营养
价值极高：约一半的蛋白质、25%的碳水
化合物，其余则为脂肪和核酸。

面对这样的空气合成食物，人会产
生享用的欲望吗？毕竟美食乃人生的重
要享乐之一。当然，这种食物肯定不会
以粉末的形式直接端上餐桌，用它可制
成任何美食：面包、香肠、肉串、沙拉……

报道称，研发者目前尚无意用它彻
底取代人类的惯常食物，只是希望用作
动物饲料。不过，6欧元（约合46元人民
币）1 公斤的价格实在太高。但他们笃
信，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当全球变暖成
为严峻的现实之际，空气合成食品或将
成为应对良策。跟传统农业相比，它无
需土壤，不用喷洒杀虫剂，更不必使用存
在毒性的化肥。它可以解决发展中国家
的饥荒问题，无论在炎热的沙漠还是寒
冷的北极，都能生产。目前，欧盟已为这
项非同寻常的方案拨款100万欧元。

（摘自参考消息网）

“空气食品”问世可期
时下，许多年轻人整日忙忙碌碌，但内

心世界很空虚、很无力。这是现代人遇到的
哲学问题。于是，人生意义问题就出现了，
即物质满足后精神生活如何充实？

对于青少年而言，问题可能更为严重。
不少青少年存在一定程度的价值观迷茫，个
人常常陷入虚无而无法自拔。由此，一些人
寄情于偶像崇拜。

青少年的偶像崇拜与其心理成熟过程密
切相关，它不同于宗教文化意义上的反映人
类对超自然力的恐惧、敬畏、忍耐与服从的精
神文化心态，而是一种年龄性或阶段性的发
展现象。偶像崇拜尽管存在个体差异和多样
化特征，但整体而言具有一定的选择倾向，共

性的文化特征是流行性、青春性和情感性。
偶像崇拜是青少年社会化的一个重要

历程。它将他人或团体当作崇拜的对象，期
望自己也能羽化成为对方或将对方视为学
习的目标，以享有对方的尊荣，获得心理上
的满足与慰藉，并减少挫折带来的痛苦。从
这个意义上说，“形象性”是青少年偶像崇拜
最重要的特征。

进入21世纪，青少年的偶像更趋于多样
性、选择性与个性化。问卷调查显示，不少
政治领袖成为“00后”学生“心目中最崇拜偶

像”。这反映了领袖人物的人格魅力，也折
射出当代青少年对国家的积极认同、对当代
伟人的深深崇敬。

同时，流行音乐歌手、当红影星、著名球
星、网红艺人也是“00 后”心目中的青春偶
像 ，其 入 选 人 数 占 前 100 位 偶 像 人 物 的
30%。相对而言，那些思想先驱、民族英雄、
英模人物等入选比例偏少。例如，虽然不少
青少年提及孔子、马克思、邱少云、董存瑞、
岳飞、屈原等，但与流行音乐歌手、当红影
星、著名球星、网红艺人相比，前者的票选和
排位都相对靠后。这可能与时下青少年热
衷追星、追求时尚以及智能手机普及有较大

关系，导致“00后”对网红人物较为熟悉。
在多元文化并存的社会，青少年事实上

接受着三种形式的价值观影响：主导价值、主
流价值和主体价值。所谓主导价值，即社会
核心价值，是主导意识形态文化提倡的规范
价值；所谓主流价值，即能被社会绝大多数人
接受并能影响未来走向的社会价值；主体价
值即青少年所追求的、比较前卫的亚文化。

应当说，任何一个社会都会通过教育向
年轻一代传递、灌输特定的价值观念。在指
出青少年身上不足的同时，又会努力改造社

会本身，克服成人价值系统存在的问题，从
而使主体价值、主流价值和主导价值能够趋
于整合。在此基础上，成人社会有责任帮助
青年人扣好价值观形成的“第一粒扣子”，把
核心价值观的要求转化为青年日常的行为
准则，进而形成自觉奉行的信念、理念。

青少年时期是人社会化的关键时期，也
是人生的重要起步阶段。在这一生命阶段，
特别需要人生榜样、青春偶像的引导。如何
让热爱祖国、投身改革、敢为人先的时代楷
模，成为指引青少年成长的“人生导师”，成
为他们崇拜敬仰并愿意学习的偶像，是一个
值得认真思考的问题。（摘自《解放日报》）

青少年的偶像崇拜

□杨雄

郑峰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农村数字
电影院线有限公司的一名放映员，虽然十
多年来放映过的数万场电影里，没有一场
电影的字幕出现郑峰的名字，但他总把

“我们电影人”挂在嘴边。
郑峰说，他是“泡在电影里长大的”，

这一泡就是40年。
20 世纪 80 年代，因为母亲在牡丹江

新华影剧院当服务员，家就挨着电影院，
郑峰一有空就去看电影，从此与电影结下
了不解之缘。“我痴迷看电影，最喜欢八一
电影制片厂片头闪闪发光的红五星。”郑
峰说，“那时候我觉得电影放映员是世界
上最好的工作。”

1988年，郑峰毕业后如愿被分配到新
华影剧院，成为最后一名进入这个影院的
放映员。郑峰的第一课从擦机器开始，清
理齿轮油污、检片、挂片、换片，老放映员
贾成竹手把手地教他。“当年还是胶片机，
每场电影配备两名放映员，一人负责看护
机器，10分钟就要更换影片；一人负责检
查传片员送到的影片胶卷是否有划伤、挑
伤。”郑峰说，“我这才知道，放映是个细功
夫，换片没切好就黑屏，胶卷有划伤画面
就出现雪花噪点。”

那是郑峰最意气风发的时候。那个
年代，由于娱乐活动少，电影大受追捧，电
影票2毛钱一张，1500多个座位的影厅场

场满员，有时甚至一票难求。可谁也没想
到，时代的浪潮滚滚向前，把电影产业连
同郑峰一起抛上巅峰，又摔落谷底。

20 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电视机的普
及，电影技术逐渐落后，影片产量少，致使
院线观众大量流失，影院接连倒闭。新华
影剧院艰难维持，有时一场就两名观众，
影院的职工纷纷转行。

“影院一个月只能开出四五百元的工
资，为了挣钱，我出过夜市，摆过地摊，收
入比放映高多了，有时一天的收入就顶半
个月工资。但只要单位有放映工作，我一
定早收摊回单位放映电影。”

2006 年，郑峰来到北京，在当影城经
理的朋友带领下参观影院放映室，第一次
看到了进口数字电影放映机，让他震撼不
已。“以前电影胶片非常笨重，放映每场胶
片都有划伤，数字电影不用胶片，放映第
一场和放映一万场效果一样清晰，一名放
映员可以同时放映多部电影。”

2007年，距离郑峰在北京第一次看到
数字电影不到一年，牡丹江市就被确定为
黑龙江省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试点市。
郑峰被聘为电影放映队队长、技术总监。

虽然挂着“技术总监”的头衔，郑峰却
不允许自己坐在办公室里，坚持下乡放映、
指导。“每到一个村子，老百姓听说放电影，
都帮我抬机器、架银幕。许多农村孩子都
没看过电影，围着我问这问那，放完一部还
要求再放一部，演完还帮我收拾机器，问我
什么时候再来，拉着我上他们家吃饭。农
村老百姓是多么需要电影呀！”

为了方便观众观影，每次放映，由放
映队准备 30 个小凳子，让观
众随来随坐；为了满足观众的
多样化需求，郑峰要求放映队
多带影片，每次携带 20 部电
影，让观众自己选择喜爱的电
影观看；为了服务农村群众生
产生活，放映队将大量疾病预
防、安全防火、科学种植、养殖
的技术影片送到农村，助力精
准扶贫。12年来，他带队放映
电影 10 万多场，观影人次达
一千多万。

（摘自《光明日报》）

字幕外的乡村“电影人”

□安胜蓝

在热播剧《都挺好》中，苏家人在经历了
一场天翻地覆之后，终于以“和解”收场。

“家庭”这件事，东西方皆然，总像一团
扯不清的乱麻。然而，也正因为“扯不清”，
才产生那么多有趣的故事。

笔者曾接触过一对美国大学教授夫妇，
二人结婚数年，父母却并不知他们已经结
婚。更有意思的是，父母其实是重组家庭，
且正是夫妇二人各自的父与母。后来，教授
夫妇生了小孩儿，老人来看望孩子，这才“真
相大白”。当然，像这种情况即便在西方也

属罕见。不过，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家庭
成员之间的距离，至少是物理距离，的确拉
得越来越远了。大家庭共居一处的情况已
不多见，父母与成年孩子也往往是聚少离
多。

美国法律规定，成年子女对于贫困父母
有经济支援的义务。在英美文化中，赡养父
母并没有作为一种责任而被社会强加给个
人。不过，大部分子女还是如中国人一样认
真赡养父母的。可见中西文化中，“家庭”并
没有多么不同。若说不同，倒是今天西方年
迈的父母正是“婴儿潮”的一代，他们中大多
更为独立，不愿意与儿女住在一起，而更愿
意享受自由的生活。

导致父母与成年子女的关系亲近或疏
远的，还有重要的一点——父母的偏心。父

母偏心的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在经济上的厚
此薄彼。家庭关系当然并非金钱所能理清，
但不得不说，在家庭中金钱占着颇重的分
量。

《都挺好》中苏大强为每个孩子设立账
本的做法的确过分，但至少为女儿明玉讨
要公道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据笔者一位
年逾 70 岁的美国朋友凯西说，她读大学时
学费是家里出的，大学毕业工作伊始，父亲
便要她连本带利偿还大学学费，她也觉得
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便努力还上了这笔
钱。数年后，母亲得知此事并且得知父亲
并没有让家里其他子女偿还大学学费后很
是生气，便逼着父亲把当初所还钱款又退
给了女儿。

“都挺好”，这是一句掩盖了多少纷繁复
杂的面子话。据说，原著小说的结局，苏家
人该恨的，还在恨，该怨的，还在怨。不过，
家庭这本经，本就没有个标准的念法，能放
下，甚至能明白血浓于水这个道理，也算是

“挺好”吧。
（摘自《光明日报》）

《都挺好》与东西方家庭问题

□王伟滨

近日，第 13 届中国作家榜发布 2018 年
中国童书作家榜，但赫赫有名的“童话大王”
郑渊洁没有入榜。针对网友的质疑，郑渊洁
在社交媒体上回应：并非自己没入榜，而是
主动拒绝入榜，原因是“中国的童书销售泡
沫极大，甚至和不法行为有牵连”。他认为，
一些上榜童书作家“打着讲课的幌子，和书
店、学校勾结起来进入学校，占用学生上课
时间向学生兜售童书”，这显然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第二十五条规定。
一石激起千层浪，郑渊洁的直言不讳立

刻引来网友热议。有网友评论，“郑渊洁说
的是实话，就是这么回事儿”。看来，和郑渊
洁拥有相同感受者，不在少数。

当然，郑渊洁所说的现象是否属实，还
有待证实。但是，晒出 2018 年图书销售的
部分税单，表示自己的收入几乎全是版税，
至少从上述证据来看，郑渊洁抛出来的都是

“实锤”。既然如此，那些被点名的作家以及
有关方面，能否也拿出证据解释澄清？不管
怎么说，公众都有权得到一个明确的说法。

如果说中国童书市场确实泡沫极大，那
么大浪淘沙之后，哪些作家应该被留下？这
是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须知，中国童书市
场体量之大，足以诱惑某些利欲熏心之人铤
而走险。而消费者被虚假现象误导，又该由
谁来负责？不消说，如此一来，最后的输家
仍然是无辜的家长和孩子。

国产童书除了寥寥数种之外，配得上
“经典”二字的童书仍然是那些耳熟能详的
名字——《丁丁历险记》《夏洛的网》《查理和

巧克力工厂》……外国经典在中国童书市场
上所占据的统治地位可见一斑。

这是因为中国作家的水平差强人意，还
是因为中国文学界对童话创作的重视程度
不够？此番郑渊洁的炮轰，倒给我们提供了
另一种解释：有没有可能，不少中国作家都
把精力放在了制造虚假繁荣，进而赚取经济
利益上？若果真如此，也就难怪中国童书的
经典不再，因为作家们的心思，早就跑偏了。

难以想象，一本沾满了铜臭味的童书，
可以起到多少教育作用。那些一边作和蔼
可亲状，一边满肚子生意经的童书作家，就
更令人作呕了。比起《海的女儿》的三观正
不正，恐怕这才是眼下的真问题。

既然郑渊洁已经捅破了这层窗户纸，那
么中国童书市场里可能存在的乱象，也就应
该得到一次彻底的清理了。一本优秀的童
书，应该用生动活泼的形式向孩子讲述世间
的真善美。但没有了前提“真”，“善”和“美”
也就无从谈起。找到问题根源，还孩子们一
个干净、健康的童书市场，何尝不是一堂富
有价值的人生课呢？（摘自澎湃新闻网）

童书不能光讲童话，还要讲真话

□李勤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