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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

英国公投“脱欧”、美国频频
“退群”……近年来单边主义、保
护主义抬头，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蔓延，一些国家采取了“封城”、

“封国”的举措，对经济全球化进
程带来重大考验，也令那些“去全
球化”、“逆全球化”言论和行为甚
嚣尘上。人们不禁会问，经济全
球 化 会 不 会 因 此 停 滞 甚 至 终
结？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指出，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逆转的历史
潮 流 ，尽 管 会 出 现 一 些“ 回 头
浪”，会遇到很多险滩暗礁，但大
江大河奔腾向前的势头是谁也
阻挡不了的。

“经济全球化”这一概念虽然
是冷战结束以后才流行起来的，
但这样的发展趋势并不是什么新
东西。早在 19 世纪，马克思恩格
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
宣言》、《1857—1858 年经济学手
稿》、《资本论》等著作中就详细论
述了世界贸易、世界市场、世界历
史等问题。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
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
成为世界性的了”，“各民族的原
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
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
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
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
界历史”。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些
洞见和论述，深刻揭示了经济全
球化的本质、逻辑和过程，指明了
经济全球化不是哪些人、哪些国
家人为造出来的，而是社会生产
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科技进步的
必然结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
经之路。

回望历史，经济全球化大致
经历了殖民扩张和世界市场形成
阶段、两个平行世界市场阶段，目
前已经演进到经济全球化快速发
展阶段。当今世界已经成为你中
有我、我中有你的地球村，各国逐
渐形成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
命运共同体。经济全球化为世界
经济增长提供了强劲动力，促进
了商品和资本流动、科技和文明
进步、各国人民交往。人类经济
交往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深入、
更广泛，各国相互联系和彼此依
存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频繁、更
紧密。尽管世界经济时有波折起
伏，但各国走向开放、走向融合的
大趋势是不会改变的。

同时也要看到，经济全球化
并非万能灵药，也存在不足和问
题，但我们不能就此把它一棍子
打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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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逆
全球化的论调把困扰世界的问题
简单归咎于经济全球化，既不符
合事实，也无助于问题解决。比

如，国际金融危机并不是经济全
球化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金融
资本过度逐利、金融监管严重缺
失的结果。不能从一时一己之利
看待经济全球化，也不能从一城
一隅之私推崇逆全球化。世界经
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
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
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
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
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
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
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贸易战不可
取，因为不会有赢家。经济霸权
主义更要不得，因为这将损害国
际社会共同利益，最终也将搬起
石头砸自己的脚。

当前，世界经济深度衰退，国
际贸易和投资大幅萎缩、国际金
融市场动荡，国际社会面临的新
课题新挑战与日俱增，人类再次
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面对这
些问题，不能因噎废食，动辄采取
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措施，不能采
取以邻为壑的自私做法。正确的
选择是，坚持合作共赢理念，信任
而不是猜忌，携手而不是挥拳，协
商而不是谩骂，充分利用一切机
遇，合作应对一切挑战，引导好经
济全球化走向，消解经济全球化
的负面影响，让发展成果公平惠
及不同国家不同阶层不同人群。

中国是推进经济全球化的坚
定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
国的发展是世界的机遇，中国是
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贡献
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抓住经
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不断扩大
对外开放，实现了我国同世界关
系的历史性变革。快速发展的
中国给世界各国带来了巨大发
展机遇，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被认为是世界上推
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的
最大旗手。中国将与各国以及
国际组织携手，努力形成更加包
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边
机制、更加积极的区域合作，共同
把全球市场的蛋糕做大、把全球
共享的机制做实、把全球合作的
方式做活，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
的方向发展。

面对经济全球化的大势，像
鸵鸟一样把头埋在沙里假装视
而不见，或像堂吉诃德一样挥舞
长矛加以抵制，都违背了历史规
律。那些逆全球化的“回头浪”，
尽管激起了几朵浪花，但阻挡不
了世界经济发展的脚步，阻挡不
了经济全球化的大潮。我们要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同全球伙
伴携起手来，共同努力、通力合
作，在共建创新包容的开放型世
界经济中开创人类更加美好的
未来！

35.为什么说一些“回头浪”的逆流挡不住
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潮流？

本报讯 （记者郝宇佳）近日，由
市科学技术协会、市教育局、团市委、
市妇联联合举办的第 39 届晋中市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评选结果正式揭
晓。本届大赛共评选出获奖项目 515
项，充分展现了我市青少年和科技辅
导员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在青少年科创成果评选中，祁县
第二小学陈彦霖的“电动自行车充电
防火预警系统”、祁县第四小学张艺文
的“铲雪机器人”、山西省平遥中学校
安冉的“汇编野草纲目”等 59 项作品
荣获一等奖。此外，还有 85 项作品获
二等奖，142 项作品获三等奖。这些
作品紧密结合生活实际，展现了青少
年对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

科技辅导员科技教育创新成果方
面，晋中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刘转园的

“基于 Arduino 单片机设计的物理机
械运动教具”、晋中市博雅培文实验学
校张艳娜的“人体四大系统模型”、榆
次区第二中学郭润琴的“绿叶中光合
作用与有氧呼吸相互关系模型”等 20
项作品获得一等奖。另有二等奖 28

项、三等奖34项。
青少年科学影像作品也成绩斐

然，评选出一等奖 20 项，包括晋中市
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小学贾梦函的

“会魔法的水”、晋中市博雅培文实验
学校乔子旸的“彩虹雨”、晋中市博雅
培文实验学校韩煜坤的“自动爬楼机”
等优秀作品。另有二等奖43项、三等
奖68项。

同时，晋中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刘
转园、介休市新学道金泉书院温健、山
西大学附属中学晋中学校孙辉、祁县
青少年综合教育实践基地张玉磊、晋
中市榆次区大唐现代双语小学李德
生、晋中市博雅培文实验学校张艳娜、
祁县第二小学韩国凤、太谷师范附属
小学韩蓉慧、祁县第四小学曹娟、山西
省平遥中学校李丽春，共10人获优秀
科技辅导员。

此外，大赛还评选出优秀组织单
位 3 个，分别为介休市科学技术协会、
祁县科学技术协会、寿阳县科学技术
协会；科技教育创新学校 3 所，即晋中
市博雅培文实验学校、祁县第三中学、
太谷第三中学。

第39届晋中市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结果揭晓

515项获奖作品展现青少年科技创新风采

7 月 3 日，左权县祝融公园及
周边学校区域绿意盎然，夏日风光
如诗如画，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
足流连。

近年来，左权县持续推进生态
文明建设，优化人居环境，在提升
城市“颜值”的同时，也为居民打造
了众多休闲娱乐的好去处。

本报通讯员 张文军 摄

“咩——”
“咩！咩！”
羊舍里，湖羊叫声此起彼伏。
今年 54岁的李云是左权县寒王

乡平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负责
人，若问他养了多少只羊，李云一定
能够脱口而出：8000余只。因为李云
在近 20年的时间里几乎只做了一件
事——养羊。

敢为人先：
技术革新引领养殖风潮

下决心带领村民养羊是 2008
年。冬夜，李云的养殖场里灯火通
明，寒风拍打着门窗，屋内却挤满了
来了解情况的村民。

那时村里一直以种地为生，李云
却提出来要带领大家养羊，村民们心
中难免有众多疑虑，“咱从来没养过
羊，万一赔了咋办？”平王村村民搓着
手嗫嚅着。

其实，李云也曾有过同样的思考。
带着疑问，李云进入山西多维牧

业开始了为期半个月的学习。每天5
点，李云就起床去羊圈，通过观察和
学习，他发现湖羊是个多胎多羔、适
合圈养的品种，于是李云将目光投向
了湖羊养殖。

2008年的那一夜，李云拍了拍村
民的肩膀，“怕啥？赔了算我的！”

养羊！就这么定了。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大，李云逐渐
意识到，技术革新才是产业发展的关
键，于是在 2010年，他做出了一个大
胆的决定——打破“放养”传统，尝试
全舍养羊。

放弃传统养羊方式并非易事，但
李云敢于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为了掌握先进的养殖技术，李云参加
了全省第一期青年农场主养羊业培
育班。学习期间，他白天泡在养殖
场，仔细观察羊群习性；晚上则挑灯
夜读，对照书本反复计算饲料配比。
经过不懈钻研，最终在饲养模式和饲
料配比上得到显著改进。

授人以渔：
培养人才带动周边致富

“跟着李云干，心里踏实！”村民
们笑着说。

“大家这么评价我是信任我，所
以我要扛起这份责任，带领大家把羊
越养越好。”听着村民们的话，李云语
气坚定地说道。

羔羊补饲、品种改良、分群管理、秸
秆加工……从最开始，在养殖场里免费
教村民养殖技术，到后来带村民外出

考察，再到自掏腰包请专家手把手教
大家防疫要点和管理诀窍，李云始终
毫无保留地向养殖户们传授经验。

2011年，李云主动联系晋中职业
技术学院，办起了“雨露计划”培训
班，为当地200余个养殖户培训技能；
2015 年，组织 80 余人参加了千村万
人就业培训班；2016 年，承担了 220
人职业农民培育工程……十多年来，
一大批懂技术、会管理的养殖能手从
寒王乡走出，成了带动周边致富的骨
干力量。

如今，李云负责经营的平旺养
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被评为左权县新
型农业经营先进集体，省、市两级示
范社；在 2019 年更是被农业农村部
等九部委授予国家级示范社。李云
和养殖户们的湖羊养殖事业越干越
红火。

初心如磐：
共产党员的担当与使命

带领群众致富是李云作为一名
党员始终不变的初心。日复一日的
坚持，换来了平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
社的成长，也让带领群众致富这一目

标得以实现。
2017年冬天，平旺养殖农民专业

合作社新养殖场破土动工，李云白天
指挥机械平整场地，夜晚就蜷在临时
搭建的工棚里，守着炭炉看护工地。
500多个日夜的坚守，换来的是占地
百亩的湖羊基地拔地而起，11栋上万
平方米的标准化羊舍、1000立方米的
青贮池和 2500多平方米的有机肥和
饲料加工车间配套建成。这座养殖
场现存栏羊 8000 余只，社员养殖羊
2000余只、牛 60余头，带动农户养殖
羊1500余只、牛80余头。

此外，李云还结合合作社实际，
进一步完善收益分配机制，创造了

“保底收益+盈余返还+按股分红”的
利益分享机制。

发生改变的不仅仅是李云所在
的平王村。“现在有3个村在我们这儿
托管湖羊，除了托管还有租赁模式。”
李云介绍，这些湖羊为各村庄增加集
体经济收入累计近30万元。

站在羊舍前，李云轻轻抚摸着小
羊柔软的绒毛，眼神坚定地说：“我就
是想让乡亲们知道，只要跟着党走，
依靠科学发展，咱们山里人也能过上
好日子！”

从单枪匹马的养殖户，到带领众
人致富的“领头羊”，李云用 20 年的
坚守，在太行山间书写了一个共产党
员的初心与担当。

太行山间的“领头羊”
—— 记左权县寒王乡平旺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李云

本报记者 张 琦

本报讯 （记者王志敏）当舞台故
事映照村民日常，当艺术表达唤醒乡
土文化自觉，这场文化与乡土的双向
奔赴，正凝聚起乡村振兴的精神共识，
为广袤田野注入时代动能。今年以
来，左权县“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
如同暖阳洒落，让当地优秀传统文化
与现代文艺完美结合，用艺术的光芒
照亮百姓生活。

2025 年上半年，左权县聚焦乡村
文化需求，组织专业文艺团体及民间
艺人深入 160 个行政村开展演出活
动。活动以左权民歌、小花戏等非遗
元素为基础，实现“文化资源下沉、艺
术服务到村”的惠民目标。

《桃花红 杏花白》《打酸枣》《幸
福中国一起走》《撸起袖子加油干》等
优秀节目旋律婉转、曲调优美。演员

们身着色彩鲜艳的服饰，眉眼间勾勒
着细腻妆容，以饱满状态与精湛功底，
让演出既点亮舞台，更温暖民心。

近年来，左权县坚持以文艺为媒
介，打通公共文化服务“最后一公
里”，让传统文化的神韵拂过田埂，让
现代歌舞的节拍融入炊烟，不仅以多
元艺术形式重构乡村文化生态，更以
情感共鸣的纽带将“文化惠民”理念

深植人心。
“这样的活动非常好，在家门口

就能欣赏到爱看的左权民歌、爱跳的
左权小花戏，给生活增添了乐趣，也
让大家精气神更足，盼着多来村里
演！”石匣乡赵家庄村村民曹献文对

“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赞不绝口。
“送戏下乡”文化惠民活动的顺

利开展，是左权县文化和旅游局深耕
文化惠民沃土、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
实践。下一步，该局将以更开放的视
野创新文化服务供给模式，推动形成

“文化+旅游”深度融合的立体发展
格局，既让传统艺术以更新颖的姿态
扎根乡土，也要以文化 IP 激活乡村
旅游资源。

左权县

“送戏下乡”承传统 惠民聚力燃乡韵

本报讯 7 月
3 日，来自全国 20
所高校建筑学科
的 200余名师生齐
聚太谷，共同见证

“2025 年太谷古城
古建筑测绘暑期
联合工作营”开营
仪式。

本 次 活 动 由
太原理工大学建
筑与艺术学院、华
中科技大学建筑
与城市规划学院、
晋中市太谷区古
城保护利用工作
指挥部联合主办，
是近年来国内规
模最大的古建筑
测绘学术实践活
动之一。

当日上午，工
作营开幕仪式在太
谷古城标志性建筑
无边寺广场举行。
开幕式结束后，各
校师生对古城各测
绘点进行参观。

此 次 联 合 工
作营参与院校包
括华中科技大学、

太原理工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工业大
学、中央美术学院等20所院校。未来
一周，这些院校建筑遗产保护方向的
师生将对太谷古城内 20 余处具有重
要历史价值的古建筑开展系统性测
绘，为古城的遗产保护事业贡献高
校力量。通过实地测绘、数字化记
录与成果交流，将为古城保护提供精
准的测绘资料和科学的保护建议。

活动期间，来自各高校的师生将
分组开展建筑外业测绘与成果评议与
交流。其间，组委会将安排 3 场专业
学术讲座，由来自清华大学、山西古建
筑与壁画彩塑研究院的专家就古建筑
测绘历史、测绘要素、技术方法及遗产
保护理论等专题进行系统讲解。同时
设置多次联合评议汇报等环节，确保
参与师生能够深入掌握古建筑测绘的
核心方法与理论，提升文化遗产保护
的实践能力。 （赵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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