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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多边主义应对共同挑战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治理面

临着复杂形势，国际秩序处在关键十字路

口，多边主义和单边主义之间何去何从，

是各国必须面对的问题。中国国家副主

席韩正 4 日在论坛开幕式发表致辞时说，

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持多边

主义的核心价值和基本原则，践行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上海合作组织前秘书长弗拉基米尔·

诺罗夫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今年从

都国际论坛的主题凸显了多边主义的重

要性，尤其是在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危及

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坚持

多边主义更加可贵”。

“我们要深刻把握多边主义的精髓要

义。”世界领袖联盟主席、斯洛文尼亚前总

统达尼洛·图尔克说，应该在这个多极化

的世界里倡导真正的多边主义，建立更多

的多边机制，通过共同努力引领世界朝着

更好的方向发展。

尼扎米·甘伽维国际中心共同主席、

拉脱维亚前总统瓦伊拉·弗赖贝加说，当

今世界并不太平，如果不能够通过多边主

义来解决这些冲突，就无法真正实现共同

繁荣。各国应促进相互理解、求同存异，

尊重彼此的差异和不同，寻求和平共生。

多边主义不仅顺应了世界发展的潮

流，代表着人类社会的前进方向，也是维

护和平、促进发展的有效路径。

澳大利亚－中国友好交流协会会长

周泽荣表示，当前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

的严峻挑战，此次论坛主题聚焦多边主

义，就是要呼吁国际社会以交流超越封

闭，以包容化解对立，以合作赢得发展。

以开放合作汇聚发展合力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艰难，逆全球化思

潮抬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上升，地

区冲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加剧……

是团结还是分裂，是开放还是封闭，是合作

还是对抗？如何抉择，关乎人类社会前途。

比利时前首相伊夫·莱特姆指出，当

前我们面临着很多问题，要解决好这些问

题，只能通过合作。

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卢塞贡·奥巴桑乔

说，要实现经济复苏就要做大利益的盘

子，让大家都能够从中获益。要实现共同

发展，就要大力开展互利合作，确保所有

国家都不会被落在后面。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副总干事邹刺

勇认为，针对当前地缘政治冲突和经济发

展分化的态势，我们要做的就是坚决反对

割裂与对立。过去三四十年已经证明，全

球化能够促进经济发展，对于人类的整体

发展有益。

新时代中国高举多边主义旗帜，坚定

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开放包容、合作

共赢理念汇聚全球发展合力，为世界提供

开放合作的全球公共产品，彰显大国担

当。与会嘉宾对此普遍表示高度认同。

塞尔维亚前总统鲍里斯·塔迪奇说，

当前国际贸易与投资面临很多挑战，国际

社会需要开拓一些新的发展路径。中国

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包括塞尔维

亚在内的很多国家受益。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

研究院院长李向阳看来，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以发展为导向，具有真正意义的开放

性，是中国为促进全球发展提供的重要合

作平台。

未来世界基金会执行副主席肖恩·克

利里对新华社记者说，当前全球贫富差距

持续扩大，不少地区民众收入增长缓慢，

对很多国家构成严重困扰。中国提出的

全球发展倡议，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切

实建议和解决方案，当务之急是各国要深

入思考，努力达成共识，并采取积极行动。

诺罗夫表示，中国展现出大国的责任

担当，努力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携

手，共同解决困扰人类的全球性问题。

以包容交流共赴美好未来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需要增进各国交流，

实现不同文明间互学互鉴。

“当前我们面临不少共同挑战，重要

的是通过面对面对话加深了解，我们需要

把复杂、困难的问题摆到桌面上来谈。”芬

兰前总理埃斯科·阿霍说。

弗赖贝加说，从都国际论坛正成为国

际交流对话的重要平台，与会人士形成的

友好交流氛围“将向外延展”，进而影响更

多的人。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

择细流，故能就其深。践行真正的多边主

义需要崇尚和合包容，推进文明互鉴，弘

扬全人类共同价值。

克 利 里 说 ，中 国 提 出 的 全 球 文 明 倡

议，强调不同文明有不同的历史与文化。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式，尊重世界文化

和文明的多样性。”

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 前海国际事

务研究院院长、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

理事长郑永年说，包容是今年论坛的主题

之一，我们应该构建的是包容的多边主

义，而不是那种“排他的伪多边主义”。

波黑前总理、常驻联合国代表兹拉特

科·拉古姆季亚说，从都国际论坛提供了

一个互学互鉴的交流平台，汇聚了来自全

球各地各界的有识之士。“我们就全球性

挑战进行了深入讨论，在关键问题上展开

更充分的对话，最终在求同存异中团结起

来，拥抱共同未来。”

（新华社广州 12月 5日电）

倡导互学互鉴 力促开放包容
——“2023从都国际论坛”奏响多边主义强音

新华社记者

谢彬彬 董越 马晓澄

冬日的羊城，依然风和日暖，花

繁叶茂。中外有识之士相聚于此，共

赴一场思想盛会。

“2023 从都国际论坛”5 日在广州

闭幕。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 130 多位

政商学界嘉宾出席论坛，围绕“多边

主义：更多交流 、更多包容 、更多合

作 ”这 一 主 题 深 入 探 讨 世 界 和 平 稳

定、经济可持续发展、文明交流互鉴

等重要议题，就全球合作共商大计、

共谋发展、共享经验。

这场思想对话恰逢其时。在当

前全球性挑战层出不穷的背景下，与

会嘉宾普遍认为，世界各国应致力于

开展对话交流，共同推进真正的多边

主义，通过合作促进互利共赢，为各

国共同发展注入更多动能，共创美好

未来。

新华社天津 12 月 5日电

（记者周润健）“小雪封山，大

雪封河”，北京时间 12 月 7 日

17 时 33 分将迎来大雪节气，

意味着仲冬来临。此时节，零

摄氏度以下的气温成为我国

北方地区常态，雪一场场多了

起来，也大了起来，生活的场

景常常进入雪花纷飞舞，雾凇

挂满枝的冰雪世界。

天津民俗专家、专栏作家

由国庆介绍，大雪是二十四节

气中第二十一个节气，也是冬

季第三个节气。节气意义上的

“大雪”与天气预报中描述降雪

量的“大雪”没有必然联系，大

雪节气是说天气更冷了，降雪

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但雪量不

一定很大。

雪 花 永 远 都 眷 顾 着 北

方。这不，刚刚过去的 11 月，

东北地区就已经历了多轮降

雪，部分地区的降雪量逼近或

突破历史极值；华北地区也迎

来初雪，只不过雪量还很小。

由国庆表示，下雪虽然给

人们的出行带来诸多不便，但

也送来一片银装素裹的冰雪

世界。很多人喜欢在下雪的

日子里到雪中嬉戏，一边欣赏

银白色的雪景，一边堆雪人、

打雪仗，尽情释放着童心未泯

的喜悦。

雪是冬天独有的浪漫，飞

舞的雪花，给这个世界带来轻

灵和洁白的同时，也带来了丰

盈和隽永的诗意。

“旋扑珠帘过粉墙，轻于柳

絮重于霜”“应是天仙狂醉，乱

把白云揉碎”“忽如一夜春风

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在古

人笔下，雪，或俏皮，或婉约，或

豪迈，充满诗情画意。

咏 雪 往 往 离 不 开 梅 。 在

冬天，雪花和梅花是最好的搭

档，更是最美的绝配。有梅无

雪不精神，有雪无梅亦清冷。

唐人崔道融说：“数萼初含雪，

孤标画本难”，宋人卢钺也说：

“日暮诗成天又雪，与梅并作

十分春”。

仲 冬 时 节 ，北 方 雪 花 纷

飞，南方早梅初绽，虽然“天各

一方”，但并不影响人们释放想

象力，感受“雪绕梅花舞”的美

妙意境。

大雪时节，冷空气活动频

繁，寒潮侵袭加剧，雨雪范围

会进一步扩大。“夜深知雪重，

时闻折竹声”，很多人心底都

渴望着一场大雪从天而降，纷

纷扬扬，潇潇洒洒，犹如童话

世界。

在这寒冷的冬日，炉火正

旺，暖气融融，不妨约上三五

好友围炉闲坐，煮茶温酒，在

惬意时光中等一场白雪皑皑，

邂逅一场纯净的浪漫。

12月7日17时33分大雪:
天人宁许巧，剪水作花飞

雪中嬉戏。 新华社发

新华社记者 赵紫羽 王浩明

深圳市教育局日前印发《深圳市加

强和改进学校体育工作的实施意见》，要

求从 2024 年 1 月 1 日起，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每天开设一节体育课。

为何要给体育课时设立刚性约束？

“每天一节体育课”会不会太多了？学生

的校外运动时长又该如何保证？

为何给体育课时设立刚性规定？

近年来，从国家到地方出台多项政

策，保证学生的校内和校外体育运动时

间。教育部 2021 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

加 强 中 小 学 生 体 质 健 康 管 理 工 作 的 通

知》提到，着力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

各 1 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中华人民共和

国体育法》第二十七条也明确规定，学校

应当将在校内开展的学生课外体育活动

纳入教学计划，与体育课教学内容相衔

接，保障学生在校期间每天参加不少于

一小时体育锻炼。

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院院长王宗

平说：“我国加强学校体育的政策体系已

较为完备，但怎么把措施扎实落地到基

层中、实际工作中，才是关键。因此，‘开

齐开足体育课’仍需被反复提及。”

事 实 上 ，在 学 校 的 具 体 实 践 中 ，体

育 课 被 语 数 英 等 科 目 占 用 、老 师 拖 堂

或 布 置 课 间 练 习 、学 校 没 有 足 够 运 动

空 间 ……种种因素让很多学校难以满足

学生充足的体育锻炼时间。

“如果不是每天都有体育课，学校很

难保障学生每天一小时的体育活动。根

据我们目前的统计，全国能做到每天一

小时体育锻炼的学校不到 60％。”中国教

育科学研究院体育美育教育研究所所长

吴键说。

因此，从政府层面出台意见，给予体

育课时以刚性约束，更有利于保障中小

学生校内体育活动的时间。韩国也有类

似做法，计划将一年级和二年级学生全

年体育课时长从目前的 80 小时逐步增加

到 144 小时。

“每天一节体育课”多吗？

教育部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规定，从 2022

年 9 月起，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各年级

均要开设“体育与健康”课，其占总课时

比例 10％－11％，仅次于语文、数学。

据了解，目前大部分地区义务教育

阶 段 的 体 育 课 时 为 小 学 一 二 年 级 每 周

4 节 体 育 课 ，三 年 级 至 初 三 每 周 3 节 体

育课。

深圳此番出台的规定，无疑是在此

基 础 上 更 进 一 步 保 证 了 充 足 的 体 育 课

时。然而，该规定也引发了热议——“每

天一节体育课”会不会太多了？

“这 是 一 项 很 好 的 政 策 ，尤 其 是 对

提 高 初 中 和 高 中 生 体 质 健 康 水 平 非 常

重 要 。 但 必 须 明 确 ，体 育 课 不 是 课 程

总 学 时 的 增 量 ，而 是 在 现 有 课 时 总 量

不 变 的 基 础 上 ，代 替 原 有 的 文 化 学 科

课 程 。”华 南 师 范 大 学 体 育 科 学 学 院 教

授李培说。

对于小学和初中增加体育课时，受

访家长和业内人士普遍表示支持。近年

来，中小学生久坐少动引发的健康问题

备受关注。业内专家认为，开足体育课

对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至关重要。

“孩子们体育锻炼时间不足，导致近

视率、肥胖率越来越高，慢性病、心理疾

病越来越多。”深圳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体

育研究员黄镇敏说。

业界专家普遍认为，体育运动能给

孩子学习带来积极影响。深圳市福田区

新沙小学校长陈志华说：“脑科学研究发

现，运动是促进大脑发育、提高智力水平

的最好途径。爱运动或习惯健身、每天

活动量大的孩子，各方面能力表现都比

较突出。”

黄镇敏表示，在国家“双减”政策背

景下，体育学科更可以发挥优势，提高学

生的学习效率，“课间活动能够提高大脑

供血的速度，学生活动几分钟再回到教

室，他们的记忆力、专注力、思维能力会

更好，更有利于进行下一节课的学习。”

深圳市民毛女士说：“作为家长，我

觉 得 孩 子 每 天 能 够 有 一 个 小 时 在 室 外

挺 好 的 ，可 以 减 少 小 朋 友 的 近 视 率 ，但

接下来的考验是老师等教学资源如何匹

配到位。”

也有专家对体育教师配足配齐的问

题提出了担忧。“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制

度出台后，可能出现体育教师紧缺问题，

因此如何解决体育教师配足配齐至关重

要。”李培说。

校外运动时长如何保证？

“学生放了学后我就鞭长莫及了，怎

么控制校外每天一小时的锻炼？”——不

少基层教育工作者纷纷表示如何保障校

外运动时长仍是问题。

深圳市出台的意见要求，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将开展体育活动作为课后服务

的有效途径和重要载体。加强体育家庭

作业设计，鼓励家庭制定学生课后和节

假日体育锻炼计划。确保学生每天校内

外体育锻炼各 1 小时。

吴键建议：“老师布置体育家庭作业

时，要考虑到孩子们连续运动一个小时

难度大。最好的办法是化整为零，通过

学习间隙的微运动去完成。比如孩子晚

上每学习 45 分钟，做 10 至 20 分钟的微

运动，每晚有几个这样的微运动便可以

达到一小时。”

他表示，微运动值得研究和推广，可

以成为陪伴孩子终身的体育习惯。“不会

打篮球，不会踢足球，不会打乒乓球、羽

毛球，终身体育就难以实现了吗？其实，

微运动就是终身体育。如果我们孩子未

来能养成习惯，每坐一个小时就起身到

户外做几分钟微运动，能够持续一辈子

的话，这就是他的终身体育。”

（新华社深圳 12月 5日电）

““每天一节体育课每天一节体育课””太多了吗太多了吗

新华社巴黎 12 月 5日电

（记者徐永春）经济合作与发

展组织 5 日发布的 2022 年国

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报告

显 示 ，在 参 与 测 评 的 81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近 70 万 名 学 生 中 ，

亚洲学生在数学等方面表现

优异。

报 告 显 示 ，有 18 个 国 家

和地区的学生在数学、科学和

阅读方面的成绩高于经合组

织平均水平。其中，新加坡学

生的数学、阅读和科学得分位

列第一，韩国、中国香港、中国

澳门、日本学生的得分排名靠

前。此外，爱尔兰和爱沙尼亚

学生分别在阅读和科学方面

表现优异。

报 告 指 出 ，2018 年 至

2022 年 间 ，经 合 组 织 范 围 内

学生的整体表现出现前所未

有的下滑。其中，数学平均成

绩 下 降 了 15 分 ，阅 读 成 绩 下

降了 10 分，科学成绩则基本

保持不变。

报告认为，来自弱势家庭

的学生未能掌握数学基础知

识的可能性平均是来自优越

家庭学生的七倍；大约 30％的

学生因数字设备而分心；在课

堂内外为学生提供相关支持

势在必行。

总 部 位 于 法 国 巴 黎 的 经

合组织从 2000 年开始每 3 年

组织一次 PISA 测试，旨在考

察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

在数学、阅读和科学三大核心

课程方面的能力。

最新报告显示：亚洲学生在数学等方面表现优异

在贵州省遵义市正安县第二完全

小学，学生做课间操。

本组图片均由新华社发

学 生 在 贵 州

省遵义市正安县

第二完全小学练

习运球。

新华社南京 12 月 5日电

（记者王珏玢）记者从中国科

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

获悉，中国、黎巴嫩、法国、美

国古生物学者在距今约 1.3 亿

年的黎巴嫩琥珀中发现了两

枚远古雄性蚊子化石。这是

目 前 已 知 最 古 老 的 蚊 子 化

石。这项新发现还显示，在蚊

科动物演化的早期阶段，雄性

蚊子也会吸血。

蚊 子 是 一 种 广 为 人 知 的

吸血昆虫。在此次研究前，最

早 发 现 过 约 1 亿 年 前 的 蚊 子

化石。

本 次 发 现 的 蚊 子 化 石 来

自白垩纪的黎巴嫩琥珀，距今

有约 1.3 亿年历史，这将蚊子

的化石记录提前了近 3000 万

年。科研人员经过多年艰苦

的野外工作，发现并采集了上

万枚黎巴嫩琥珀，其中筛选出

2 枚保存完整、精美的雄性蚊

子化石。

研 究 人 员 借 助 激 光 共 聚

焦显微镜、荧光显微镜等先进

仪器发现，与现代雄蚊多吸食

花露而口器退化、雌蚊具有用

于吸血的刺吸式口器不同，约

1.3 亿年前的雄性蚊子化石中

保 存 了 明 显 的 刺 吸 式 口 器 。

显微结构显示，这些刺吸式口

器有尖锐的三角状下颚，下颚

上有锋利的小齿。研究团队

根据这些结构判断，在约 1.3

亿年前，雄性蚊子也会吸血。

此次研究由中国科学院南

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外籍研究

员丹尼·阿扎领衔完成，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黄迪颖等参

与。研究团队介绍，受限于化

石证据缺乏，此前人们对蚊子

起源和早期演化的了解极为有

限。这两枚珍贵的远古蚊子化

石，也为后续更细致地研究蚊

子从何而来、如何演化提供了

重要依据。

相关研究成果 12 月 5 日

在线发表在国际期刊《当代

生物学》上。

科学家发现约1.3亿年前会吸血的雄性蚊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