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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克兰军队突袭俄罗斯西南部边境的库尔斯
克州已半月有余，双方在该地区的冲突未见缓和
迹象。与此同时，俄乌双方在其他方向的争夺依
然激烈胶着。

分析人士认为，乌军在俄库尔斯克州的行动
取得一定进展，但并未充分实现目标，俄军正在加
固防线并保持在其他地区的行动强度。鉴于俄乌
双方都未采取实质措施缓和局势，短期内双方和
谈前景依然渺茫。

库尔斯克方向在角力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9日表示，乌军在库尔
斯克州控制了超过 1250平方公里土地，覆盖 92个
居民点。乌武装部队总司令瑟尔斯基当天报告
称，乌军正在库尔斯克方向实现自己的目标。据
乌军方消息，自 16日以来，乌方已经在库尔斯克州
境内先后袭击了谢伊姆河上两座桥梁，这将对俄
军后勤补给构成影响。

俄国防部 20日宣布组建“库尔斯克”“别尔哥
罗德”和“布良斯克”3个集团军，负责保护这 3个地
区的国土和民众。

俄国防部 20日表示，俄军在库尔斯克州南部
边境持续击退乌军对该州多个居民点的进攻，俄
航空和火炮部队也对库尔斯克州境内的乌军人员
和装备以及乌北部苏梅州的乌军后备力量进行了
打击；在库尔斯克州战斗中，乌军已累计损失超过
4130人和 58辆坦克。俄武装力量军事政治总局副
局长阿普季·阿劳季诺夫当天说，乌军在库尔斯克
州全境受阻，其后勤保障路线也遭到俄军攻击，俄
军正在争夺被乌军控制的居民点。

其他地区冲突也激烈

库尔斯克州近期局势没有缓和迹象，俄乌双
方在其他地区和方向的争夺也同样激烈胶着。分
析人士认为，俄军正保持在其他方向的行动强度，
以缓解库尔斯克方向的压力。

泽连斯基 19日说，顿涅茨克地区的波克罗夫
斯克市、托列茨克市及周边地区正在遭遇俄军猛
烈攻击。俄国防部 20日表示，俄军在顿巴斯、扎波
罗热等地多个区域占据了更有利阵地，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托
列茨克最大的居民点之一、重要后勤枢纽诺夫戈罗茨科耶。

俄军事专家瓦西里·卡申表示，乌军虽然在行动初期迅速
占据了库尔斯克地区一些缺乏防御工事和后勤保障路线的区
域，但乌军防空劣势明显，为保持在库尔斯克方向的战果，其不
得不从顿巴斯等其他地区撤军，致使顿巴斯等地的局势对乌更
为不利。

和谈短期内难开启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俄乌冲突的扩大升级，进一步降低了
短期内双方和谈的可能性。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现阶段俄方不会与乌克兰对
话。同时，总统普京此前提出的有关解决乌克兰危机的倡议并
未取消，未来局势如何发展取决于战场形势，包括库尔斯克方
向战场形势。

同日，泽连斯基表示，乌军在俄领土上进行“积极防御行
动”，是“最有效的反制措施”，正在使俄国内局势复杂化。他还
说，俄罗斯的军事基地、军用机场、后勤保障等设施都是乌军

“合法目标”，乌军还需要更多远程武器来保护乌克兰免受俄罗
斯导弹和制导航空炸弹袭击，减轻前线的压力。

泽连斯基日前还呼吁西方伙伴与乌方“同步下定决心”，取
消对乌克兰使用西方武器袭击俄领土的限制。分析人士担心，
此举或将造成冲突延宕和进一步升级。

（新华社莫斯科8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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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下旬以来，世界主要经济体陆续公布
第二季度和上半年经济数据。今年上半年，
世界经济整体呈现温和增长、缓慢复苏态势，
但与此同时，风险和阻力不断积聚，变数与波
动也有所增多，增长前景面临更大挑战。

面对波动加剧、发展失衡的国际环境，中
国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继续贡献“稳”的
支撑和“进”的动力，并持续通过改革培育新
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世界经济注入
新动能。

失衡：美政策风险等加剧复苏“落差”

“世界经济裹足不前。”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7 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更
新内容这样评价当前世界经济走势。

2024年上半年，世界经济总体维持缓慢
复苏态势，但失衡状况加剧。

首先，发达经济体复苏“落差”进一步扩
大：欧洲经济增长再次落后于美国，且美国增
长提速、欧洲疲态凸显。今年第二季度，美国
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
2.8%，高于一季度的 1.4%；同期欧元区 GDP
环比保持一季度的低增长态势，其中德国、拉
脱维亚、瑞典和匈牙利经济出现不同程度的
萎缩。

一些媒体注意到，美国近年通过《通胀削
减法案》等推进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加剧了美
欧发展失衡。一方面，美国通过扩大举债和
补贴等方式刺激消费、扩大生产，为自身经济
带来增量；另一方面，美国产业政策拉拢欧洲
制造业向美国迁移，进一步削弱欧洲经济尤
其是工业大国的“有生力量”，加剧欧洲“去工
业化”风险。

其次，货币政策节奏更趋复杂。去年被
德国超越、GDP降至世界第四位的日本，今年
第二季度实际GDP环比增长 0.8%，虽然复苏
超出预期，但日本政府 7 月预测的全年经济

增速只有 0.9%。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经济正
面临日美货币政策差异带来的更大风险。日
本央行今年 3 月结束负利率政策，并在美联
储 9月降息预期强化的背景下，于 7月底宣布
加息。8月初，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暴跌超
12%，并引发全球股市经历了“黑色星期一”。

第三，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长前
景虽存在差异，但整体呈现短期增长放缓、未
来仍具增长动能的趋势。世界银行 6月发布
的《全球经济展望》报告预测，随着主要经济
体货币政策影响减弱，拉美和加勒比地区、中
东和北非地区、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经济增速
将分别从今年的1.8%、2.8%、3.5%，升至明年
的2.7%、4.2%和3.9%，明显强于发达经济体。

变数：多重挑战拖累增长前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最新报告
分别预计今年世界经济增长 3.2%和 2.6%，
2025年增速均提高 0.1个百分点。经济学界
认为，世界经济今年有望迎来三年来首次稳
定增长，但按历史标准衡量增速仍显疲软，且
下半年干扰、破坏当前发展态势的因素更多。

首先，多国债务高企给经济的可持续性
发展蒙上阴影。国际金融协会 5月发布报告
说，2024年第一季度，全球债务攀升 1.3万亿
美元，达到创纪录的 315万亿美元；全球债务
占GDP比重达 333%。全球债务中，约三分之
二来自发达市场，其中美国和日本增加最多。

上半年刚过，美国联邦政府债务规模首
次突破 35万亿美元，美国在“寅吃卯粮”的经
济政策支配下，今年国债利息支出将首次超
过军费开支。土耳其实业银行金融分析师桑
特·马努基扬认为，美债膨胀的后果不容忽
视，正影响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

其次，“超级选举年”可能令多国经济政
策不确定性出现共振，给地区乃至全球经济
贸易走势带来负面溢出效应。据媒体不完全

统计，全球今年有 70多个国家和地区举行重
要选举。以美国为例，民主、共和两党总统候
选人的经贸和产业政策取向并不一致，将给
世界经济带来不同的影响。

高盛经济学家预计，如果共和党总统候
选人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其加征关税的计
划将使欧元区GDP下降 1%。国际航运公会
负责人表示，美国日益高涨的经济民族主义
可能破坏世界贸易，航运界普遍担心保护主
义卷土重来。

第三，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延宕，成为地区
乃至全球发展的中长期制约因素。乌克兰
危机升级进入第三年，巴以冲突风险持续
外溢……英国经济学人智库 6 月发布报告
说，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的特点是竞争和冲突
日益加剧，地缘政治可能冲击现有国际经济
秩序。

第四，与货币政策相关的市场动荡风险
加剧。《日本经济新闻》认为，日经指数 8月初
暴跌给市场敲响警钟，与暴跌相关的“日元套
利交易”活动是过去 30 年来第三次达到峰
值，前两次分别在 1998年和 2007年，被认为
与东南亚金融危机和雷曼危机前后的市场动
荡有关。

展望下半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地缘经
济中心主任乔希·利普斯基认为，虽然美国乃
至世界经济不一定会陷入衰退，但世界需要
为金融市场剧烈动荡做好准备。

变革：为世界经济“稳”与“进”注入动能

“我们要防止世界陷入长期的增长乏力
期，推动中期增长需要明智的改革。”IMF 总
裁格奥尔基耶娃 7月下旬就世界经济形势撰
文指出，世界各国需要提高生产率以促进包
容性增长，制定以人为本的财政政策，建立强
大的全球金融安全网，通过共同努力建设繁
荣和公平的世界。

以全球视野审视中国经济发展态势，可
以看到中国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持续为世界
经济提供稳定动力，为全球发展带来创新动
能，为国际合作凝聚共赢合力。

横向看经济增速与贡献，中国依然是全
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今年上半年，中国
GDP同比增长 5.0%。IMF最新报告预计全年
中国经济增长 5%。横向对比，不管是半年数
据还是全年预期，中国经济增速在世界主要
经济体中都名列前茅。

“中国经济体量大，5%的增量相当于一
个欧洲小国的经济总量。”美中贸易全国委员
会会长克雷格·艾伦表示，2024年中国将贡献
全球GDP增长的 30%左右，预计这种情况在
2025年和2026年也会持续。

纵向看改革方向与成效，中国加快发展
新质生产力，不断释放新动能、提供新机遇。
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引导居民消
费潜力有序释放，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
加值在产业转型升级驱动下持续增长。

“中国研发投入占GDP的比例显著增加，
美国企业希望参与到中国科技创新中来。”艾
伦说。

面对一些美西方国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
义抬头的态势，前不久闭幕的中共二十届三
中全会传递出明确信号：中国继续推进全面
深化改革，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改
善营商环境和创新环境，不断拓展对外开放
的深度和广度。中国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
致力于推动各国同舟共济、合作共赢。

英国《经济学人》评价，在西方国家走向
保护主义之际，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走得更
近。“在全球化遭受冲击的当下，这一动向给
决策者们上了重要一课：贸易可以带来非凡
的好处，多种多样的价优、创新、绿色产品可
以改善数十亿人的生活。”

（新华社北京8月22日电）

变 数 与 变 革
——当前世界经济形势辨析

据新华社巴黎 8月 21日电 欧洲航天局
21日说，其发射的“木星冰卫星探测器”成功
实现全球首次月球-地球飞越，将利用地球引
力使探测器“抄近路”途经金星抵达木星。

欧航局官网介绍，这次飞越任务已在
19 日至 20 日完成，目的是改变探测器在太
空中的飞行路线，首先利用月球的引力，然
后利用地球的引力来改变探测器的速度和
方向。

欧航局说，飞越月球使探测器相对于太
阳的速度增加了 0.9 千米/秒，引导其飞向地
球；飞越地球使探测器的速度相对于太阳降
低了 4.8千米/秒，从而引导其进入新的轨道，
飞向金星。与飞越前路径相比，月地飞越使
探测器航向偏转了100度。

欧航局“木星冰卫星探测器”
实现全球首次月地飞越 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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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铜峡市这片被阳光亲
吻的土地上，一粒粒葡萄种子悄
然萌芽，历经风雨洗礼，最终化
为一瓶瓶醇厚佳酿，演绎着从田
间到餐桌的华丽蜕变。而鸽子
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正是这
一蜕变过程中一颗耀眼的明珠。

漫步于小镇的青石板路，
阳光透过轻纱般的云层洒下斑
驳陆离的光影，与两旁的建筑
交相辉映。这些建筑或古朴典
雅，或现代简约，却都和谐地融
入了自然的风光之中，仿佛每
一砖一瓦都诉说着关于葡萄酒
与文旅融合的故事。

作为青铜峡市“葡萄酒+文
旅”深度融合的典范，鸽子山葡
萄酒文旅小镇的基础设施已全
面建成，并在今年 6 月末圆满
举办了“醇聚鸽子山·悦鉴星故
里”——青铜峡市 2024年仲夏
夜之葡园星梦嘉年华活动。这
座魅力小镇正式拉开了迎接八
方来客的序幕，不仅成为连接
银川与中卫旅游线路的关键节
点，更在贺兰山东麓旅游版图
上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展望未来，青铜峡市葡萄
酒产区将继续坚持特色化、差异化
的产业发展道路，致力于提升葡萄
酒的品质与品牌影响力，小镇将坚
定不移地向 5A 级旅游景区和国家
级度假区目标迈进。通过挖掘发展

潜力，支持酒庄建设葡园营地、
采摘果园、特色餐饮中心、橡木
桶民宿等文旅融合节点，小镇
将不断丰富旅游业态，为游客
提供更加多元化、深层次的旅
游体验。同时，青铜峡市还将
加大“葡萄酒+”融合项目的招
商引资力度，创新“小镇+酒庄+
乡村民宿”的发展模式，尝试葡
萄酒产业文旅融合的市场化运
营。通过提升改造游客服务中
心，建设观光小火车、铺设人
行步道等基础设施，南北连
接银川和中卫旅游团，全力打
造贯穿贺兰山东麓青铜峡段的
以葡萄酒文化为主题的国家级
旅游度假区。

在这片充满希望的土地上，
葡萄酒与文旅的深度融合正以
前所未有的速度推进着。鸽子
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的崛起，

不仅为青铜峡市的发展注入了新的
活力，更为中国葡萄酒产业的文旅
融合之路树立了新的标杆，让我们
共同期待青铜峡市在未来的发展中
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这片金色的土地上，青铜峡市正以葡萄酒为媒，绘制出一幅幅紫色的壮丽画卷。作为贺兰山东麓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
璀璨明珠，青铜峡市不仅以其优质的酿酒葡萄和卓越的葡萄酒品质闻名遐迩，更以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的崛起，书写了“葡萄酒+文旅”融合
发展的新篇章。

在夏末秋初，万物丰盈的季节里，
8 月 7日，宁夏的媒体精英与各界达人汇
聚于青铜峡市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
镇，共同拉开了第四届中国（宁夏）国际
葡萄酒文化旅游博览会青铜峡产区系列
活动的序幕。这是一次关于美酒、文化
与自然的深度对话，也是青铜峡市葡萄
酒产业辉煌历程的新起点。

随着车辆缓缓驶入小镇，一条蜿蜒小
径引领着探访者远离尘嚣，走进被葡萄园
环抱的宁静世界。步入望月石葡萄酒庄
园，仿佛穿越了时空隧道，来到一个被岁
月温柔以待的梦幻之地。庄园的建筑风
格巧妙融合了现代与传统元素，宽敞明亮
的品酒区内，各式各样的葡萄酒如同艺术
品般排列整齐，等待着每一位品鉴者的青
睐。从干红的醇厚到甜白的清新，每一款
酒都承载着酿酒师的心血与智慧，让人在
品尝间领略到葡萄酒世界的无限精彩。

青铜峡市，作为葡萄酒产业中的一颗

璀璨明珠，酿酒葡萄种植和葡萄酒产业起
步于1998年，是全区最早试种推广酿酒葡
萄的地区之一。20余年的风雨兼程，也让
青铜峡产区成为了贺兰山东麓葡萄酒地理
标志产品的核心区。甘城子、鸽子山和盛
家墩三大主产区，如同三颗璀璨的宝石镶
嵌在这片土地上，15.3万亩的葡萄园见证
了青铜峡市葡萄酒产业的蓬勃发展。这些
优质的葡萄园不仅产出3.6万吨的酿酒葡
萄原料，更酿造出2.16万吨的精品葡萄酒，
装瓶量高达2800万瓶，为当地经济注入了
强劲动力。而那些历经沧桑的老藤更是见
证了岁月的流转与葡萄酒品质的不断提升。

如今，青铜峡市已建成 23家酒庄，其
中不乏列级酒庄和A级旅游酒庄。这些
酒庄不仅为游客提供了品尝美酒、感受文
化的绝佳场所，更让品牌效应日益凸显。
在这里，每一瓶葡萄酒都承载着青铜峡人
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向世界展
示着中国葡萄酒的独特魅力与无限可能。

步入小镇深处，仿佛穿越至葡萄酒
仙境。精致的酒庄犹如绿海中的珍珠，
点缀在葱郁的葡萄园中，它们既是自然
美景的点缀，也是时光流转的见证者。
踏入容园美酒庄，一股浓郁而细腻的酒
香扑面而来，这是大自然与酿酒师智慧
交融的芬芳。在专业导览下，探访者仿
佛亲历葡萄酒的诞生之旅，从播种至收
获，从压榨至发酵，每一步都蕴含着匠人
的心血与巧思。

青云酒庄，毗邻鸽子山遗址，是集葡
萄种植、酿酒技艺、文化旅游观光于一体
的现代化酒庄，实现了产业、文化、旅游
的深度融合。酒庄秉承“尊重自然、根植
土地、酝酿风土”的核心理念，致力于通
过有机种植促进生态改善，创新生活方

式。酒庄总面积达4835平方米，拥有800亩
有机酿酒葡萄种植基地，引进法国脱毒
苗木，栽培马瑟兰、赤霞珠等优质品种，
遵循“自然有机、科学管理”原则，随季节
变换精心耕作。酒庄坚持可持续种植，
通过根菌养护、地块交替种植、混合堆肥
等措施，保护土壤生态。同时，采用群株
选种，保护基因多样性，利用黄河水灌
溉，结合贺兰山独特的气候条件，果农们
四季不辍，用心呵护每一株葡萄树，传承
传统，敬畏自然，书写着人类与自然和谐
共生的美好篇章。

近年来，青铜峡市在推动葡萄酒产业

发展的同时，深谙“接二连三”融合发展的
重要性。总投资约 30亿元的鸽子山葡萄
酒文化旅游小镇，作为宁夏贺兰山东麓葡
萄酒产业“十四五”规划中的一颗耀眼新
星，正逐步展现出其独特的魅力。小镇规
划占地 1489亩，旨在打造国家 5A级旅游
景区和国家级度假区。同时，小镇依托得
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丰富的旅游资源，如
鸽子山遗址、明长城遗址、盛家墩烽火台
等历史遗迹，以及贺兰山的壮丽风光和柳
木皋的自然美景，巧妙融合葡萄酒文化，
配套建设了星空露营基地、特色民宿酒
店、趣味游乐场等服务设施，构建了一个

集文化体验、康养度假、休闲娱乐于一体
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意在为游客提供一
场场难以忘怀的旅行盛宴。

更令人振奋的是，青铜峡市在招商
引资方面展现出了极高的诚意和效率。
王朝天夏、华东、银票、西班、辰坤等五家
知名酒庄相继落户小镇，其中西班酒庄
已封顶，王朝天夏酒庄正在进行内部装
修，银票酒庄也在紧锣密鼓地推进主体
建设，预计年内即可投产。这些酒庄的
崛起不仅为青铜峡葡萄酒产业注入了新
的活力，更以其独特的酿造工艺和卓越
品质赢得了市场的广泛认可。而正在完
善报批手续的义宁等酒庄以及正在申请
建设的 7家新酒庄更是让这片土地充满
了无限可能。

醇醇香之旅香之旅 梦启青铜峡梦启青铜峡
——书写葡萄酒与文旅融合的璀璨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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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云酒庄。

落日霞光下的万亩葡萄长廊。

在鸽子山葡萄酒文化旅游小镇这片热土上，青铜峡市正以更加开放的
姿态、更加坚定的步伐，向着葡萄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