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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经济让中国与世界“年”在一起
乙巳蛇年至，全球年味浓。春节，

以其独特的魅力跨越国界，让中国与

世界“年”在一起。在旅游市场涌动的

热潮中，在全球多地点亮的“中国红”

里，在年味十足的消费场景中，中国与

世界同享节日喜庆，共享发展机遇。

通过春节这一窗口，世界看到了更加

开放包容的中国，见证了中国经济的

生机与活力。

今年春节，国人赴海外旅游动力

“满格”。春节假期延长、免签国家增

加、国际航班恢复，都激发了中国游客

跨境旅游“说走就走”的热情，为多国

旅游业复苏、经济发展带去新活力。

线上旅游平台携程发布的数据显示，

春节首日，中国出境游订单较去年春

节同期呈现两位数增长，海外租车和

门票订单涨幅超过七成。去哪儿平台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中国游客目的地

覆盖2100余个境外城市。美国“旅行

和旅游世界”网站报道说，2025年农历

春节假期，中国旅游出行人次将创近

年来新高，春节期间强劲的旅游消费

将为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奠定坚实基

础，无论是欣赏国内风景还是出国旅

行，中国市场都将成为2025年全球旅

游业繁荣的标志性开端。

这个春节，世界也在浓郁的文化

氛围中奔赴中国。申遗成功后的首个

春节，海外游客趁着来华便利政策的

利好加入春运人潮，来一场充满年味

的“中国游”。在中国的大街小巷，海

外游客纷纷开启“逛吃买”模式，将自

己的手机相册和线上“购物车”塞得满

满当当。中国各地竞相推出“非遗

游”，以当地人文风俗、文化体验为核

心设计旅行路线，进一步推动春节文

化的传承与创新，以文化感召力增强

对全球消费者的吸引力。携程数据

显示，近 1 个月，海外游客“灯会”“京

剧”“川剧变脸”等文化类项目门票订

单同比增长超6倍。据国家移民管理

局预测，今年春节假期全国口岸将迎

来新一轮出入境客流高峰，日均出入

境人员将达 185 万人（次），较去年春

节假期增长9.5%。

年货跨境流动，年味世界共享。

随着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关税

总水平不断降低，新西兰猕猴桃、智

利车厘子、澳洲龙虾、俄罗斯雪蟹等

进入中国人的年货“大礼包”，“洋年

货”持续走俏，体现出中国日益多元

化的消费需求和蓬勃的消费活力，彰

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吸引力。2024

年，中国进口规模创历史新高，预计

连续 16 年稳居全球第二大进口市

场。与此同时，春节不断增长的影响

力，也助推海外市场中国年货需求量

持续走高。在海外电商平台，印有生

肖等春节元素的贴纸玩具、蛇年吉祥

物毛绒玩偶、春联等广受欢迎。湖南

浏阳等地生产的烟花产品海内外订

单火爆，无人机烟花等融合了传统工

艺与现代科技的产品备受青睐。在

社交平台上，“中国饺子”“年宵花”等

话题引发网友热烈讨论。

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

国，更是世界之中国。春节经济“火”

起来，“火”到了世界各地；春节消费

“旺”起来，折射中国经济发展强劲内

生动力，让全球贸易伙伴更看好中国

市场前景。2024 年中国经济交出了

一份来之不易、可圈可点的成绩单。

春暖大地，中国必将与世界一道书写

值得期待的新篇章。

（来源：新华社）

创新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一切美

好的事物，皆缘于创新的力量。从丝

绸到陶瓷，从天文到航海，从造纸到火

药，从诸子百家到百花齐放……中华

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正是一部波

澜壮阔的创新史。

中华文明自诞生之初，便深植着

创新的基因。伏羲发明八卦，教民结

网捕鱼；神农教导耕种、尝百草发明

医药；燧人氏钻木取火，开启了人类

对自然的初步掌控；黄帝发明指南

车，颛顼制定天文历法，帝喾创立礼

乐制度……这些远古传说中的“圣人”

不仅道德高尚，更因发明创造造福苍生

而被后世尊奉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文明肇始于创新，正是创新精神

使中华民族在漫漫历史长河中应时处

变，以智慧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持续发

展壮大，并为人类社会的进步贡献重

要成果。

英国科技史学家罗伯特·坦普尔

在《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一书中

认为，历史上中国的创新对欧洲乃至

全世界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现代

世界很大程度上正是在中国发明创新

的推动下诞生的。他指出，船尾舵、罗

盘和多重桅杆的引进，使哥伦布得以

航行至美洲，开启地理大发现时代；马

镫的应用成就了欧洲的骑士时代，而

骑士时代也因火药的出现而画上句

号；造纸术与印刷术的传播，让欧洲从

手抄本时代跃入书面文献广泛流传的

新时代。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更是

高度评价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认为

这三种发明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产生

的力量与影响超越了任何帝国、宗教

或赫赫有名的人物。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中

华民族的血脉中流淌着创新基因，中

华民族的创新精神源远流长、底蕴深

厚、成果丰硕、影响深远，是宝贵的精

神财富。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创新型

国家，需要我们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创新基因，培育创新文化，弘扬创

新精神。

首先，应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的创新基因。革故鼎新、与时俱进、

敢为人先等创新基因，蕴藏在中华民

族悠久灿烂的历史文化中，无数发明

创造是创新基因的生动载体。我们应

深入挖掘、广泛宣传中华民族的伟大

发明创造，把中华历史文化中的创新

故事弘扬开来，增强历史自信和文化

自信，把历史文化资源转化成激励探

索创新的力量。

其次，应精心培育创新文化，营

造以创新为荣、奖励创新的文化氛

围，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社会

氛围，让崇尚科学、追求创新成为全

社会的风尚。古今中外的历史证

明，一种文化是保守还是进取，是封

闭还是开放，是自由还是僵化，对于

创新有重大而深刻的影响。我们应

培育创新文化，使创新者敢于奇思

妙想，敢于探索，不怕失败；使创新

者敢于标新立异，不拘一格，百花齐

放；使创新者敢于突破束缚，创造力

充分涌流。

第三，应大力弘扬创新精神，把

创新精神融入干事创业的全过程，让

创新成为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强

大动力。将创新精神融入国民教育

体系，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特别是

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讲好一代代

科学家心系祖国、胸怀人民，默默耕

耘、无私奉献，探索创新、勇攀高峰的

故事。同时，加强中外科技文化交

流，以海纳百川的开放胸怀吸收一切

人类文明成果。

创新是中华文明的精髓，也是民

族进步的动力。传承创新基因、培育

创新文化、弘扬创新精神，中华民族一

定能继续以自己的方式书写新的辉煌

篇章。

来源：《人民日报》（2025 年 02 月

04日 第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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