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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 育 看 台体 育 看 台

新华社记者 郁琼源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学习运用“千万工

程”蕴含的发展理念、工作方法和推进机制，把推进

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

抓手，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完整、准确、

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循序渐

进、久久为功，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

及的实事，不断取得实质性进展、阶段性成果。

如何集中力量抓好办成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

实事？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推进农村基础设施补短

板。从各地实际和农民需求出发，抓住普及普惠的

事，干一件、成一件。

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有关成员说，比如，完善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有条件的 推 进 城 乡 供 水 一 体

化、集中供水规模化，暂不具备条件的加强小型供

水工程规范化建设改造，加强专业化管护，深入实

施农村供水水质提升专项行动。推进农村电网巩

固提升工程。推动农村分布式新能源发展，加强

重点村镇新能源汽车充换电设施规划建设。扎实

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交通管理和安全防

护设施，加快实施农村公路桥梁安全“消危”行动。

继续实施农村危房改造和农房抗震改造，巩固农村

房屋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成果。

在完善农村公共服务体系方面，中央一号文件

提出，优化公共教育服务供给，加强寄宿制学校建

设，办好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实施县域普通高

中发展提升行动计划。加强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

室服务能力建设，稳步提高乡村医生中具备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的人员比例。持续提升农村传染

病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

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有关成员说，今年要逐步

提高县域内医保基金在乡村医疗卫生机构使用的

比例，加快将村卫生室纳入医保定点管理。健全农

村养老服务体系，因地制宜推进区域性养老服务中

心建设，鼓励发展农村老年助餐和互助服务。健全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激励

机制。加强农村生育支持和婴幼儿照护服务，做好

流动儿童、留守儿童、妇女、老年人、残疾人等关心

关爱服务。

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有关成员表示，坚持问题

导向，统筹推进农村水、电、路、气、房、信息等基础

设施建设，完善教育、医疗、养老等农村公共服务体

系，先解决“有没有”的问题，再解决“好不好”的问

题。乡村建设要注意保护传统村落和乡村特色风

貌，不能盲目照搬城镇建设的模式，把乡风乡韵搞

没了。

“三农”工作做得好不好，关键要看农民高兴不

高兴、满意不满意。中央一号文件起草组有关成员说，推进乡村全面振

兴，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办实事、讲实效，真正惠民生、暖民心，坚决反对

搞形象工程、做表面文章。多做看得见实惠的工作，调动农民参与乡村

振兴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让广大农民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参与者

和受益者。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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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叶书宏

最近，国际上出现了不少对西方经济

学家及其预测模型的质疑之声。欧洲央

行行长拉加德批评一些经济学家成了“自

我封闭的部落，对其他科学学科缺乏开放

性”。法新社评论说，经济学家需要“走出

电子表格和僵化模型的舒适区”。诺贝尔

经济学奖得主埃丝特·迪弗洛自嘲，经济

学家在最受信任职业排行榜上可能已跌

至“末位”，甚至不如天气预报员受欢迎。

西方传统经济学以抽象同质的“经济

人”为原点，以追求“收入”“利润”“GDP”

等经济目标为行为取向，构建起完全由演

算推理主导的逻辑架构，同时又将历史发

展、人文价值、文化制度影响等其他因素

作为“干扰项”排除在外，远离现实复杂性

的同时日益走入“一个数据模型构成的公

式化世界”。

因为预测通胀失败，英国央行甚至聘

请美联储前主席伯南克为其经济预测系

统“把脉”，加拿大央行决定用更具前瞻性

的方法取代旧模型……荷兰国际集团银

行首席欧元区经济学家彼得·范登·豪特

指出：每个人都知道，目前的经济模型无

法令人满意地做出好的预测，“我们需要

换种思维方式，或至少通过整合其他组成

部分来扩展模型”。

一段时间以来，中国经济总体向好的

态势背景下，西方媒体的报道有的看多，

有的看空，时而“崩溃”，时而“威胁”，如同

盲人摸象莫衷一是。这里面有些是鼓噪

中国经济崩溃的恶意唱衰者，也不乏因为

缺乏对中国经济全面客观辩证的理解而

导致的认知偏差。

无论是预测世界经济，还是研判中国

经济，西方经济学模型都面临严重的“解

释力赤字”。过去几十年，经济全球化和

科技产业革命给世界带来巨变，很多国家

基于自身历史文化背景探索出独具特色

的发展模式，经济学所面对的现实世界更

加复杂多元，呈现出非线性的逻辑关联。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公共政策与政治学教

授希尔顿·鲁特就提出，基于线性思维和

公式推导的新旧古典经济学和新自由主

义理论无法解释世界经济体系的重塑，应

采用一种全新理论框架来阐释政治经济

体系的建构与演进。

中国经济发展就一直是个西方理论模

型说不清、判不准的典型案例。历史上，西

方经济学家曾数次预测中国经济崩溃，中

国经济改革在西方主流理论看来并不正确

却取得了巨大成功。有人说，谁能破解“中

国经济增长之谜”就能获诺贝尔经济学

奖。对于理解西方经济学解释中国经济的

局限性，中国经济学家朱天或许能提供启

发性视角。他通过大量全球对比研究后发

现，在实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政策的前提

下，导致近几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

要差异化因素除了独特制度和明智政策，

还有传统的儒家文化尤其是重视储蓄和教

育的文化。然而在西方经济的理想建模

中，人文因素往往被公式“抽象”掉了。

读懂中国经济，需引入更多人文“参

数”。只有把冷冰冰的抽象同质的“经济

人”回归到更加具象异质的社会人、文化

人，才能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政策以人为

本的目标指向和价值依归，才能理解中国

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弄明白为什么政府

可以是“必要之善”，为什么有的高铁亏本

也还要建，为什么乡村振兴必须要搞，为

什么顶着巨大压力也要推进“双碳”政策，

为什么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为什么

“一带一路”如此受欢迎……正如印裔经

济学家阿马蒂亚·森所言：“经济学关注的

应该是真实的人”，将更多的人文思考引

入经济学，对于增强主流经济学的解释预

测能力大有裨益，并能祛除主流经济学在

哲学上的贫困。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西方经济学模型为什么不灵

新华社记者

甲辰龙年未至而年味已浓，一场场文

化盛宴、一出出小戏小品和一件件文化年

货，不断丰盈着百姓的精神文化需求，彰

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文化活动精彩不断

岁末年终寒潮袭来，却挡不住舞台上

的精彩与热闹。陕西省武功县张堡村广

场上，热闹的鼓点拉开演出序幕，经典秦

腔剧目逐一上演，演员们唱腔韵味十足，

台下戏迷拍手叫好声不断。

近期，陕西省戏曲研究院 2024“戏曲

进乡村”新春系列演出在张堡村连演三

天，《龙凤呈祥》《天官赐福》《九江口》《五

女拜寿》《赵氏孤儿》《狸猫换太子》《香山

寺还愿》等七部大戏以及两场折子戏，让

群众过足戏瘾。

“ 戏 曲 的 土 壤 在 民 间 。 哪 里 群 众 需

要，我们的舞台就在哪里。”陕西省戏曲研

究院院长李梅说，从 1 月 22 日至 3 月 6 日，

陕西省戏曲研究院四个演出团轮番上阵，

走进西安、咸阳、宝鸡、渭南等四个地市的

剧场、乡村，为市民群众奉献 66 场精彩秦

腔演出。

今年春节前后，陕西省组织开展“欢

欢 喜 喜 过 大 年 ”2024 年 春 节 主 题 活 动

1800 余项，全省 1574 家“两馆一站”春节

不打烊，持续举办文艺演出、美术展览、阅

读推广、文化论坛等活动 200 余场。

在湖南，各专业院团将开展大型文艺

演出活动 280 余场，各级文旅部门将组织

开 展 群 众 文 化 活 动 700 余 场 ，全 省 博 物

馆、纪念馆策划推出 156 项以春节文化为

主题的系列展览和年俗文化体验活动。

百姓舞台活力无限

“ 快看！龙来喽！”在孩童的欢呼声

中，一条“金龙”跟随绣球起身游走，登上

2024 年安徽首场省级“村晚”的舞台。柯

村舞龙、雉山凤舞、宏村花灯等民俗文化

表演，洋溢着徽州古村独有的年味儿。

常住人口只有 500 多人的黄山市黟

县柯村村，却因为举办了这场“村晚”，吸引

来了 1500 多人前来“围观”。这些由群众

自导自演的沾着“泥土味”的文化节目，看

得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汪育殊心潮澎

湃：“‘村晚’这方舞台活力四射，发自基层

群众心底的文化自信，最动人心。”

融合地方特色年俗和群众文化活力，

“ 村 晚 ”成 为 展 示 乡 村 发 展 新 图 景 的 窗

口。今年共有 91 个示范展示点入选文化

和旅游部发布的 2024 年春节“村晚”示范

展示点名单，比去年增加 17 个。

近年来，群众参与文化活动的热情与

水平与日俱增，2023 年，全国登记在册的

群众文艺团队已经超过 46 万个，把舞台

交给群众、让百姓站“C 位”，已经成为众

多文化工作者的共识和努力方向。

近日，在西安市新城区文化馆下沉广

场上，12 支群众文艺队伍各展所长，唱歌、

跳舞、器乐演奏等节目精彩纷呈。

年过七旬的刘冬芹是喜洋洋葫芦丝

团团长，这支平均年龄超过 60 岁的团队

为了这次春节群众文艺汇演排练了近 3

周。“优美的葫芦丝代表的就是我们老有

所乐的生活感受。”刘冬芹说。

“响应群众文化需求，我们打造了‘百

姓舞台秀 出彩新城人’的品牌活动，积极

为群众创造展示自我的舞台。”新城区文

化馆馆长易婧说，“日常工作中，我们经常

去社区调研，了解群众需求，更有针对性

地做好服务。目前有 70 多个群众文艺团

队常年在文化馆里学习、排练。”

传统非遗火热紧俏

在传统文化与消费需求双向奔赴的

热潮中，非遗正在成为民俗活动和年货集

市中群众追捧的“国潮”。

由文化和旅游部统筹开展的“古城过

大年”活动已在陕西榆林、山西平遥、广东

潮州、四川阆中、河北正定等地陆续启动，

邀请市民游客在古城古韵中共享非遗之

美、共品非遗年味。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

城，榆林将举办全国秧歌展演、“冒铰媳

妇”剪纸大赛、“回村过年”窗花剪纸打扮

美丽乡村活动等 200 余项活动，打造年味

十足的文化盛宴。

连 日 来 ，长 沙 非 遗 年 货 节 上 人 头 攒

动。臭豆腐、小钵子甜酒、传统酱卤菜等美

食撩动着“赶集人”的味蕾，湘绣、面塑、核

雕挂件等产品吸引人们询价购买。“我们希

望打造一场传统与创新并存、年味与乐趣

同在的非遗年货节，让市民游客在赏民俗、

品美食、购年货中感受新年氛围。”长沙非

物质文化遗产馆馆长甘胜说。

非遗传承人也在用创新回应着人们

的消费热情。铜陵白姜制作技艺非遗传

承人金如林提前一个月就开始为春节市

场做准备。“我们专门设计了‘姜来更好’

‘好事姜近’等年货包装，还推出了口味

定制的新服务，预计春节期间订单销售

额近 300 万元。”他一边封装发货一边对

记者说。

安徽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院长吴理财

说：“春节作为中国最盛大的传统节日，承

载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浓厚的民俗风

情，非遗等传统文化的凸显凝聚了人们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

（记 者 蔡馨逸 张格 刘美子 朱青

新华社北京 2月 7日电）

文 化 暖 人 心 百 姓 大 舞 台
——新春文化活动一线观察

2 月 7 日，一艘轮船在唐山港京唐港区集装箱码头装完货物后离港（无人机照片）。记者从河北省唐山市海洋口岸和港航管理局获悉，今年 1 月份唐山港完成货物吞吐量 7321 万

吨，同比增长 13.40％。其中外贸吞吐量 3290 万吨，同比增长 22.12％。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

新华社记者 张辛欣

走俏市场的国产手机，让人们看到

了不一样的中国制造。

1月11日，荣耀发布全新旗舰智能手机

Magic6系列，搭载AI大模型、配备自研卫星

通信技术，在正式上市前就一度冲上热搜。

华为公司去年下半年发布的手机Mate 60，

更是出现了“一上线、秒抢空”的场景，即便

在发售后的几个月内，依然是“一机难求”。

昔日国际品牌门庭若市，今天国货

门店排起长龙，一些网友不禁感叹，“消

费者对国产手机的信心回来了”“国产手

机做出了‘争气机’”。

“一机难求”的背后，是国产品牌的

厚积薄发，是整个行业求新求变的奋进。

攻关关键技术，加快本地配套，力求产

业链自主可控；前瞻布局AI大模型等领域，

努力实现“换道超车”；耐住性子把品质做

好、把品牌打响……从折叠屏到影像手机，

市场上每一件“走红”产品，都是整个供应链

的千锤百炼、持续升级。也正是坚定不移走

自主创新，在经历长时间的技术封锁和外部

压力后，华为并未停滞不前，反而迎来新生。

有数据显示，过去一年，国内手机市

场总体出货量同比增长 6.5％，行业逐步

走出低谷，在国内市场份额排名前五的

智能手机厂商中，国产品牌占据四席，渐

渐拥有和国际巨头一较高下的能力。

产品要靠创新叫得响，市场要靠创

新拓潜力。走进商超、门店，每一款卖得

好的手机，都是瞄准用户体验、聚焦需求

升级。“一机难求”的现象也告诉我们，要

更加重视市场对创新的呼唤和渴求。

让生活变得更好，这是经济发展的

目的，也是动力。电影《你好，李焕英》中

就有这样一个情景：人们拿着票儿、挤着

长队抢购电视机。从彼时的电视机到今

天的高品质手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

要始终是经济活动的主线，始终牵引着

需求的升级，催促着市场的创新。

眼下，总需求不足是经济运行面临

的一大矛盾。破解需求不足，还是要在

市场中找答案。在竞争白热化的手机领

域，可以出现“一机难求”现象，这恰恰说

明不是没有需求，而是需求变了。用心

倾听市场的声音，让创新及时跟上、供给

与之适配，就会得到市场的回应。

在大市场里做好创新的大文章，这

是“一机难求”给我们的启示。处在经济

恢复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期，主动拥抱高

质量，坚持攀登突破、创新自强，中国经

济更美的风景就在前方。

（据新华社北京 2 月 7 日电）

从“ 一 机 难 求 ”说 开 去

新华随笔新华随笔

2月7日，冠军中国组合陈艺文（右）／昌雅妮在颁奖仪式后。

当日，在卡塔尔多哈举行的2024年世界游泳锦标赛跳水女子双人

三米板决赛中，中国组合陈艺文／昌雅妮以323.43分的总成绩夺

得冠军。 新华社发

新华社西安 2 月 7 日电

中国女篮 7 日公布了 2024 年

巴黎奥运会资格赛 12 人大名

单 ，武 桐 桐 回 归 ，老 将 金 维 娜

落选。

具体名单如下：李缘、王思

雨、武桐桐、杨力维、杨舒予、李

梦、张茹、黄思静、潘臻琦、罗欣

棫、李月汝、韩旭。奥运资格赛

大名单与 2022 年女篮世界杯

阵容仅有两个变动，小将罗欣

棫和杨舒予替代了金维娜和迪

拉娜·迪里夏提。

巴黎奥运会女篮资格赛将

于本月 8 日至 11 日举行，16 支

球队被分在中国西安、比利时

安特卫普、巴西贝伦和匈牙利

肖普朗四个赛区，争取 12 个奥

运会席位。

中国女篮在西安赛区将与

新西兰队、法国队和波多黎各

队进行单循环赛。巴黎奥运会

东道主法国队之外的小组前两

名将获得奥运参赛资格。

中国女篮公布奥运会资格赛12人名单

据新华社多哈 2月 6日电

（记者刘旸 周欣 孙哲）多哈游

泳 世 锦 赛 6 日 进 行 跳 水 女 双

10 米台决赛，中国“双子星”组

合陈芋汐／全红婵发挥稳定，

毫无悬念地摘得金牌，实现世

锦赛该项目“三连冠”。

陈芋汐赛后说：“今天我俩

表现其实一般，动作细节、入水效

果都有瑕疵，最后两跳出现一些

小问题。从单人10米台三场（预

赛、半决赛、决赛）到今天双人决

赛，比赛强度很高，虽然有些累，

但是站上跳台，就会拿出最饱满

的状态迎接比赛。这枚金牌给

我俩的奥运年开了个好头。”

花样游泳集体技术自选决

赛中，作为预赛第一名的中国

队最后出场，以一套主题为《速

度与激情》的动作再次征服裁

判，得到全场最高的 299.8712

分，力压西班牙队和日本队摘

金。这是中国花游队在本届世

锦赛上的第四枚金牌。

女子水球小组赛中，中国队

与法 国 队 常 规 时 间 战 成 6∶6

平，经过点球大战，中国队最终

以总比分 11∶10 险胜。跳水男

单 3 米板预赛中，谢思埸、王宗

源锁定前两名晋级半决赛。

陈芋汐/全红婵实现世锦赛女双10米台“三连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