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春节，为世界经济注入暖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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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是中国老百姓最隆重的节日，也是
观察中国经济发展的一扇重要窗口。

今年，积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春节，被列
入联合国假日。神州大地烟火气升腾，“百花
齐放”争春忙，也为当前复苏乏力的世界经济
注入了暖意。

这份暖意，来自于中国大市场所具有的
吸引力。

看车站、机场熙熙攘攘，“人潮”带动“人
气”，汇成一幅流动中国的长卷；看酒店餐馆
热闹繁忙，门口排起长龙，包间“一桌难求”；
看文旅市场活力升温，热门景区、博物馆一票
难求，影院剧场座无虚席。

龙年春节假期，春节档电影票房首次突
破80亿元，快递业日均投递量比2023年春节
假期增长82.1%，国内旅游出游人次同比增长
34.3%，多项指标超过2019年同期水平。德国
《法兰克福评论报》指出，春节期间人们外出
聚餐、购物、旅行的意愿大幅提升，假日消费
需求充分释放。

春节消费热潮不仅席卷中国，更席卷全

球。可口可乐在越南发布带有金龙标志的龙
年特别版，亚马逊等跨境电商上架了红包、窗
花等各类龙元素的春节装饰，期待捕捉春节
带来的新商机。

市场是当今世界的稀缺资源。14亿多人
口的超大规模市场，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新的一年，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诚邀各国共赴
美好风景。

共寻“诗和远方”，中国游客的“重返”有
力提振了世界旅游业发展信心。继去年11月
份同马来西亚宣布签证便利政策后，中国今
年1月份又同新加坡、泰国相继签署互免签证
协定，中国出境游目的地更加多元。春节假
期，全国口岸日均通关人数达到169万人次，
较2023年春节同期增长2.8倍，恢复至2019
年春节同期的近九成。泰中旅游总商会副理
事长吴明扬说，中泰实行互免签证为泰国旅
游业的复苏注入强大动力。

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蛋糕”，中国有意
愿，更有作为。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援
引摩根大通策略师分析称，中国“不可投资”

的观点大错特错，投资者在中国仍有机会。
这份暖意，来自于人文与经济交融共生

的发展之道。
从“龙墩墩”受到热捧，到各地接连登场

的新春年味市集活动、博物馆和非遗热潮涌
动，以文化浸润经济，传统年俗更有寄托。年
味更浓的春节经济，不断丰富高质量发展的
内涵。

纽约帝国大厦塔尖亮起中国春节主题灯
光，瑞士日内瓦万国宫高悬起大红灯笼，新加
坡“春到河畔”的巨龙灯饰熠熠生辉……世界
各地举办别样新春庆祝活动，鼓舞着人们以
更加昂扬的精神面貌努力奋斗，开启自信满
满的新一年。

乘着春节东风，中国文化走向世界。正
如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秘书长蕾韦卡·格
林斯潘所言，龙象征着力量，象征着美好世界
和美好生活，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
更需要这种积极的力量。

这份暖意，来自于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
的真心诚意。

春节假期，中欧班列、远洋货轮昼夜穿
梭，载着电子产品、衣帽服饰等“中国制造”奔
向世界各地。诸多外贸企业争分夺秒，节日
期间就出海跑展会、谈生意、拓市场，与国际
同行共克时艰。拉美社报道称，中国对外贸
易的脚步并未停歇。

人勤春来早。浙江温州商务部门带领
200余家眼镜企业参加意大利米兰国际光学
眼镜展览会，安徽合肥市经贸代表团赴泰国、
阿联酋、沙特等国家开展经贸、外事和城市推
介活动……春节前后，多地组织外贸企业“走
出去”、吸引海外客户“走进来”，推动国际经
贸合作再上新台阶。

作为货物贸易第一大国、1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始终拉紧与世界
各国的经贸合作纽带，以开放合作之姿促进
互利共赢。

“市面”有活力，“账面”显韧性，“人面”见
希望——中国经济新春“面面”红红火火，将
向世界释放更大利好，也向世界有力证明“下
一个中国还是中国”。 （新华社）

“什么样的社区文化活动您愿意带着家
人一起参加？”“优秀传统文化如何进一步融
入基层治理？”……这个春节假期，全国人大
代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杨
朝明在家乡山东曲阜，与街坊四邻、社区网格
员探讨交流，为参加今年的全国两会做准备。

杨朝明今年62岁，曾任尼山世界儒学中
心副主任、孔子研究院院长，2023年当选第十
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努力将弘扬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融入履职过程。“想在新时代发挥儒学
积极作用，仅靠学者的力量还不够，要让文化
融入日常生活中。”他说。

深入调研后，杨朝明发现，随着法院工
作人员准入门槛的提升，人员素质和能力均
保持在较高水平，但是为了适应工作需要，
法院系统内的培训多围绕政治辅导和业务
开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专题教育辅
导不足。

“在建设法治中国的进程中，不仅要体现
法律的威严和公平，还要体现法治的阳光和
温暖。司法人员在用法释法的过程中，若能
融入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传统理念，就可以
更好地以文化人。”杨朝明说。

去年的全国两会上，杨朝明建议法院系
统提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训教育力度，鼓
励司法人员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运用到日常
工作中，建设“书香法院”，为推进法治中国建

设注入传统文化力量。该建议得到有关部门
的重视和回应。

山东省聊城市东阿县人民法院家事法庭
庭长张克利对传统文化的力量感触颇深，他
说：“在化解家庭纠纷时，我们不能只当‘法律
明白人’，得做到刚柔并济、法理兼顾，通过亲
情感化、情理劝导等引导双方换位思考，讲仁

爱、尚和合等传统文化内涵为我们开展工作
提供了重要支撑。”

近年来，该法庭多次开展传统文化内部
教育培训，从传统文化中汲取的营养正在融
入司法实践。“通过专业化审理，在传统文化
指引下，寻求维护当事人权益的最佳契合
点。不断用文化涵养司法人员品质，助力法

院文化建设。”张克利说。
山东是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在齐鲁
大地持续焕发新活力。“通过司法实践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也是在传承中推进文化创
新的一种形式。”杨朝明说。

2023年，山东推动人民法院调解平台进
乡村、进社区、进网格，全省所有人民法庭、1.1
万家基层解纷组织接入调解平台，满足人民
群众多元解纷需求。推广淄博法院“齐乐融
融”、济宁法院“和为贵”、威海法院“和合有
威”等做法，把矛盾纠纷解决在基层、化解在
萌芽状态。

几天前，潍坊市潍城区于河街道三安子
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桂书托朋友
向杨朝明发出邀请：“我们村以前是个落后
村，现在村风变好，优秀传统文化入人心起
到了很大作用。大伙儿围绕移风易俗、孝
老敬亲等主题创作完成了百余副楹联，将
文化艺术和街道景观相结合，打造了楹联
一条街，欢迎您有空时来调研。”杨朝明欣
然应允。

“当一名合格的全国人大代表，需要多调
研、多思考、多听民意。”这是杨朝明履职以来
的体会。他表示，将立足本职工作，发挥人大
代表作用，让文化力量助推法治建设，让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不断绽放时代光彩。（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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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朝明在工作。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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