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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酒为什么要碰杯
人们在喝酒前都会有一个约

定俗成的规矩———碰杯，但你是
否好奇过“碰杯”这项礼仪的由
来呢？ 传说，古希腊人注意到这
样一个事实， 在举杯饮酒之时，
人们的触觉、视觉、嗅觉和味觉
都可以分享到酒的乐趣：鼻子能
嗅到酒的香味；眼睛能看到酒的
颜色，舌头能辨别酒味，而只有
耳朵被排除在这一享受之外。 他
们觉得这样对耳朵极其不公平，
怎么办呢？ 于是希腊人想出这样
一个办法：在喝酒之前，互相碰
一下杯子，杯子发出清脆的响声
传到耳朵中。 这样，耳朵就和其
他器官一样，也能享受到喝酒的
乐趣了。

关于我国传统的饮酒习惯，
有确凿文字记载的则是“举杯”
与“干杯”。 古人互相敬酒时候，
先将酒杯高高举起，然后一饮而
尽。 唐朝诗人李白的诗句“举杯
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就是这种
习俗的写照。 晚清之后，中国人
的举杯、干杯和西方人的碰杯的
习俗已经互相融合。 因此现在，
人们在饮酒时总喜欢先碰杯。

很多人喝葡萄酒也沿袭了这
个风俗。 其实，倒葡萄酒的时候，
只需倒入酒杯的三分之一或者半
杯就可以了，这点很重要，因为葡
萄酒如果倒太满， 就无法给葡萄
酒的芳香留下回旋、 对流和集中
的空间。 而且一般一瓶葡萄酒总
共 750 毫升，即使用容量较小的
215 毫升 ISO 标准品酒杯，也不
够三五知己酒过三巡， 万一你的
葡萄酒准备的不够多， 反而会显
得你诚意不够。 /新华社

近日， 中国嫦娥四号探测
器带上月球的棉花种子成功
发芽， 让国内外网友兴奋不
已，有人甚至开始憧憬如何在
月球上烹饪“当地”收获的土
豆。 然而不久后，棉花嫩芽失
去太阳能被冻死的消息传来，
很多网友表示一时难以接受。

实际上， 这只是人类尝试
在太空“种粮收菜”漫长征途的
一小步。 随着科技不断发展，人
类已开始迈向星辰大海。 在未
来的太空旅行甚至星际移民
中，“吃什么” 是无法回避的问
题， 在太空种植粮食和蔬菜是
不错的解决方案。 此外，种植粮
食、 蔬菜等植物还有一大好处
是调节宇航员的心理， 因为长
期生活在封闭、孤立、没有绿植
的小环境中容易出现各种各样

的心理问题， 有植物做伴会好
不少。

然而， 在太空种植植物很
不容易。像人类一样，植物也习
惯了地球环境。 在地球重力作
用下，植物的根部会向下生长，
同时吸收土壤中的水分和营养
物质。 但在太空中植物几乎处
于失重状态， 它们的根会朝各
个方向生长， 对植物生长至关
重要的水和营养物质也漂浮在
各处。所以，要想在太空种粮收
菜，科学家需要严格控制温度、
湿度、光照、营养供给等多重因
素， 在微重力环境中制造出适
合植物生长的条件。

截至目前，各国科学家已
尝试在太空种植过粮食、蔬菜
和花卉等多种植物。

早在 1996 年， 俄罗斯宇

航员就在和平号空间站上种
过小麦。 2014年，国际空间站
也启动了蔬菜种植试验。 2015
年 8 月，国际空间站宇航员首
次试吃了站内种植的生菜。 按
照美国航天局的说法，这次试
吃“让人类登陆火星又前进了
一步”。

法国作家埃克苏佩里笔
下的“小王子”在他的星球精
心培育出一朵玫瑰花。2016年
1月，类似情节真的发生了：人
类在地球以外培育的第一朵
花———一株橘黄色的百日菊
成功在国际空间站绽放。 美国
航天局的专家介绍说，百日菊
与生菜有很大不同，它对环境
与光线更敏感，生长周期也更
长，需要 60 天到 80 天，因此
更加难以培育。

2016年，中国人首次在太
空当“菜农”。 当年 9月发射升
空的中国天宫二号空间实验室
搭载了一个微型培养箱， 里面
种有水稻和拟南芥。 科研人员
通过地面遥控， 对太空中的培
养箱进行温控和浇水， 启动了
拟南芥和水稻生长， 并使其顺
利开花结果，完成了“从种子到
种子” 全过程的空间植物培养
实验。

要为人类长期太空生存生
产粮食和蔬菜， 还有很多与植
物生长发育相关的问题有待解
决， 最重要的是确保这些太空
作物可以安全食用， 如果味道
可口就更完美了。 因此，如何在
太空“种粮收菜”仍长期会是各
国航天研究的热门领域。

/新华社

在太空也要“种粮收菜”

中国经济新亮点让世界增长有信心
1月的达沃斯小镇天寒地冻。 呼吸着冰冷的空气，参加2019年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嘉宾奔走于小镇各处，为趋冷的世界经济寻找暖意。
21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报告，再次下调今明两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期。同日，中国经济交出一份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成绩单，2018年国

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过90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6%。
在不少与会者看来，中国贡献不仅在于GDP保持中高速增长，更在于GDP数字背后的中国经济新亮点。 中国贡献正成为世界增长信心的重要源泉。

扩大开放
在全球保护主义阴霾中，

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中
国坚定支持和推动经济全球
化，给世界经济注入关键正能
量。

英国全球化专家马丁·阿
尔布劳认为， 中国通过 40 年
改革开放成为全球化的受益
者，中国取得的经济成就和改
革开放实践也为全球化发展
作出巨大贡献。

顺应全球化的历史必然，
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更高
水平、更高质量的“引进来”和

“走出去” 正让中国在世界经
济中变得越来越“亮”。

受益于中方放宽汽车行
业合资股比限制，宝马宣布对
华增资 30 亿欧元； 受益于中
国金融业开放稳步扩大，安联
拿下中国首张外资保险集团

牌照……
2018 年中国实际利用外

资 8856.1 亿元人民币，创历史
新高。

“各方都在聚焦中国。 ”连
续多年参加达沃斯年会的毕
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合伙
人杨洁告诉记者。 她观察到，
伴随中国持续放宽市场准入、
改善营商环境，跨国企业加大
对华投资、扩大中国市场版图
的趋势十分明显，特别是高端
产业。 中国市场战略对这些企
业的成长越来越重要。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落地生根，中国企业“走出
去”的步伐日趋稳健，持续激
发全球市场活力。 杨洁认为，
从欧美发达市场到新兴市场，
从高端制造到消费品，再到能
源和基础设施，中国企业海外
投资活跃， 尤其是民营企业
“走出去”的规模日益扩大。

中国企业“走出去”优化
了全球供应链，为海外市场带
来新增就业，也为全球合作伙
伴创造多赢。“从中国的经济
体量和目前中国企业的海外
收入占比来看，中国海外投资
的增长潜力巨大。 ”杨洁说。

“外国企业主动与中国企
业互动，如今不仅对中国市场
感兴趣，更追求与中国合作伙
伴一起经营国际化。 ”今年首
次参加达沃斯年会的京东物
流首席执行官王振辉颇有感
触。

创新驱动
世界经济长远发展的动

力源自创新。 达沃斯年会连续
四年把新一轮工业革命作为
核心议题之一，而在世界经济
论坛创始人施瓦布看来，创新
是新一轮工业革命的核心。

创新驱动发展，中国正在
路上。 中国的创新成就不断影
响世界，中国的创新活力频频
给世界带来惊喜。

22 日上午，身在达沃斯会
场的王振辉不时翻看手机，关
注着发生在万里之外的一件
事———在印尼爪哇岛，京东物
流无人机带着公益捐赠的背
包、书籍、足球等飞往当地一
所小学，给学生们送去全新的
学习和体育用品。 这是京东物
流无人机在海外的首飞。

王振辉对记者说，中国创
新正在给世界带来变化。 以京
东物流为例，我们将在国内积
累的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成
果推广到泰国、印尼等“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快速惠及当
地消费者。 比如，经过两年发
展，京东的当日达配送服务在
大雅加达地区的履约率已达
90%， 意味着当地人民可以享
受到和中国国内一样快速便
捷的电商物流服务。

在全球创新指数排行榜
上， 中国排名快速攀升，2018

年升至第 17 位。 世界知识产
权组织认为，在政府重视创新
的政策指引下，中国正实现经
济转型。

在 IHS 马基特公司首席
经济学家纳里曼·贝拉韦什看
来，世界经济的增长点在于高
技术领域，特别是数字化给全
球制造业和服务业带来的重
要变革。

“在这些高技术领域，我
看到了一批有竞争力的中国
企业，他们在积极参与国际竞
争。 ”他说。

消费升级
2018年，消费对中国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 76.2%， 消费
作为经济增长主动力作用进
一步巩固。 中国消费升级势头
不减，高质量商品开始更多进
入中国家庭，不仅拉动中国经
济转型升级，也对世界经济增
长形成刺激。

在 22 日举行的一场名为
“反思全球金融风险” 的专题
讨论会上， 与会嘉宾普遍认
为，中国市场扩大开放将提升
中国企业竞争力，并促进中国
消费，这可能成为未来全球增
长的动力。

杨洁指出，许多外国企业
已经看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
扩大的趋势，开始主动调整策
略，更好地适应中国消费者需
求。

消费升级不仅扩大中国
进口需求，还促使更多中国人
走出国门， 直接刺激海外消
费。

携程旅行网首席执行官
孙洁表示，相信随着中等收入
群体的增加，出境游人数还将
迅速增长。

在冰雪小镇，人们对中国
经济的新亮点怀有更多期待。
“虽然世界经济增长的脚步变
慢了，但中国的贡献仍然举足
轻重。 ”贝拉韦什说。 /新华社

美媒称，根据一项突破性新
研究，科学家发现超过 100 种与
冒险相关的基因变体。 据美国健
康生活新闻网 1 月 19 日报道，
该研究的责任作者乔纳森·比彻
姆说：“与整体风险承受力 (一项
基于个人总体冒险倾向自我报
告的测量方法) 有关的基因变体
也往往与超速、饮酒、抽烟和抽
大麻以及风险较高的投资和性
行为有关。 ”比彻姆是加拿大多
伦多大学的经济学助理教授。 研
究人员解释说， 尽管在 99 个不
同基因组区域中，已发现的 124
个基因变体对个体影响都很小，
但综合影响可能很大。 /新华社

科学家发现
“冒险基因变体”

日媒称，随着政府计划推迟
退休年龄，日本内阁府一项调查
发现，30.7%的受访者表示愿意
工作到 61 至 65 岁，21.5%的人
愿意工作至 66-70 岁。 据《日本
时报》网站 1 月 20 日报道，2018
年 11 月进行的这项调查共采访
了 5000 名 18 岁及以上的日本
人，58.4%的人作出了有效回复。
在被问及为何作出这样的选择
时， 过半数希望工作到 65 岁以
后的人提到了经济原因， 其中
28.9%的人希望晚年生活经济宽
裕，24.9%的人担心，如果不工作
将无法支付生活成本。 29.2%希
望在 65 岁之前退休的受访者
说，原因是工作场所的强制退休
年龄；29.0%的人认为是身体和
心理上存在继续工作的困难；
17.0%的人说， 他们想把时间花
在个人爱好、志愿者工作和其他
活动上。 /新华社

五成受访日本人
愿意“干到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