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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水龙头下冲洗生肉
生肉的表面容易附着一些致病微生物，

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等，这些微生物的存活时间可达数小时到数
天。在水龙头下冲洗生肉，冲洗过程中溅起
的水花可能会携带微生物，冲溅到水池周围
的水槽、碗筷和案板上。接下来如果我们再
用被污染的器具吃东西，可能会导致人体的
感染，引发腹泻、呕吐等症状。洗生肉的正
确做法是什么呢？是往碗或盆子里加水浸泡

生肉，用手轻轻擦洗生肉表面，避免水花喷
溅。洗完生肉的器具应及时用洗涤剂洗干净
并晾干，最后再使用肥皂和流动的清水洗干
净我们的双手。

6. 家里筷子长期不更换
筷子，是我们每天都会使用和清洗的

餐具。很多人都知道牙刷要经常更换，但
不知道竹木筷子也要经常更换。当竹木筷
子使用较长时间后，可能表面会出现磨
损、裂缝，或者存在没洗干净的情况。食

物残渣长期附着在筷子表面，在湿漉漉的
环境中可能会发霉。有些霉菌对身体并无
害处，但如果筷子沾染的是黄曲霉，产生
的黄曲霉毒素危害就大了，它是世界卫生
组织标明的“一类致癌物”，达到一定剂量
后对肝脏有较强的损伤作用，还有致癌风
险。建议大家平时把竹木筷子洗净后，先
晾干或烘干再放进碗柜里保存，每周用沸
水煮筷子半小时左右，并且3个月左右更换
一次筷子。当然，也可以使用金属筷子，
避免竹木筷子带来的这些健康隐患。

（未完待续）
（白城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供稿）

8个不经意却很不卫生的行为
下列人员申请坐落文化街西

敬业路北（幸福里）的不动产登记：
魏秀杰，8号楼1单元5层西

侧；褚艳玲，1号楼 1单元 6层东
侧；吕兆伟，7号楼 1单元 7层西
侧；郭秀云，11号楼4单元5层东
侧；史冬冬，1号楼4单元4层东
侧；刘妍，1号楼1单元4层西侧；
李婷，9号楼1单元5跃6层西侧；
杜喜玲，2号楼2单元3层西侧；杜
喜娟，10号楼1单元2层东侧；修
程，12号楼 3单元 16层西侧；王

雪，6号楼 1单元 6层西侧；夏福
利，1号楼 5单元 3层东侧；邵秀
梅，1号楼 3单元 4层西侧；潘晓
伟，11号楼3单元11层东侧；赵丹
丹，1号楼 3单元 6层东侧；胡海
礁，1号楼 5单元 6层西侧；孙海
龙，1号楼4单元 5层西侧；罗洪
泽，6号楼 1单元 4层东侧；王志
新，1号楼 5单元 5层西侧；王金
艳，1号楼5单元6层东侧；赵悦，7
号楼2单元11层东侧；张艳杰，9
号楼3单元11层东侧；田伟，7号

楼2单元10层西侧；高鹏程，12号
楼2单元6层东侧；李宠，1号楼3
单元5层西侧；张宇，7号楼2单元
2层东侧；沙铎，5号楼1单元4跃5
层中户。

按照县政府一次性处理无籍房
文件要求，拟办理住户不动产登记。

与此相关权利人对此公告有
异议的，应在公告之日起15个工
作日向通榆县不动产登记中心提
出异议申请，逾期不提出异议申请
的，将按无籍房管理有关政策，给
予办理不动产登记。
通榆县嘉宜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3年11月13日

公 告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成为全球投资组合的一部分。”知
名投资管理公司贝莱德全球客户业务负责人马克·维德曼日
前在一个投资峰会上这样表达他对投资中国的态度。

今年以来，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国经济持续恢复
向好。特别是三季度以来，宏观调控组合政策发力显效，主要
经济指标企稳回升态势明显，中国市场表现成为不少外资企业
的业绩亮点，进一步增强了全球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

国际观察人士认为，中国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对外开
放的大门越开越大，中国坚定不移与世界共享市场新机遇，
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了更多信心和动力。

活力显现 中国市场表现成为亮点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力，通胀加剧，需求不足，不少
跨国企业业绩疲软。翻看近期密集发布的三季度企业财报可
发现，中国市场表现成为一些企业业绩中难得的亮点。

餐饮巨头百胜中国日前发布财报，三季度该公司净利润
同比增长18%至2.44亿美元。百胜中国拥有肯德基和必胜
客等知名餐饮品牌，公司将利润大幅增长归功于新冠疫情后
加速在华布局。三季度，百胜中国开设500家新店。百胜中
国首席财务官杨家威说，今年总体复苏趋势很明显，公司许

多业绩指标都创下新纪录，“我们对中国带来的重大机遇感到
兴奋”。

由于销量和价格双降，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三季度销售额
大幅下滑。巴斯夫称，全球化工生产都在下降，只有中国除
外。巴斯夫执行董事会主席薄睦乐不久前访问了中国。他表
示，中国汽车行业需求尤其强劲，公司在中国的工厂最近一直
在增产，“预计这种情况将继续”。

三季度，苹果公司iPhone手机在中国市场创下销售额新
高。“我认为中国是极其重要的市场，我对中国市场前景非常
乐观。”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库克在公司财报电话会议上说。

外资企业能够在中国市场收获佳绩，得益于中国市场规
模庞大、创新活力强，也离不开中国持续改善的营商环境。
今年8月，中国出台优化外商投资环境的相关政策，持续打
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会计师事务所毕马
威中国及亚太区主席陶匡淳告诉记者，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
开放，为各国企业赴华投资兴业提供便利，对外资的吸引力
持续增大。

前景看好 中国始终是外商投资热土

全球投资者青睐中国，愿意长期深耕中国市场，是因为

他们看到中国经济具有巨大的发展韧性和潜力，长期向好的
基本面没有改变。今年三季度，中国经济增速强于预期，消
费、投资等多个指标呈回升态势，经济运行中的积极因素不
断积累。

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增强，消费作
为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的效能持续增强。承压前行的外贸也再
次展现“韧实力”。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10个月中国货
物贸易进出口累计增速和10月月度增速双双转正。

国际组织和外资金融机构纷纷上调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
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日前将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上
调至5.4%，瑞银集团、德意志银行、摩根大通均将今年中国
经济增长预期上调至5.2%。

结合国际国内形势横向对比，预计中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
济体中仍将名列前茅，继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稳
定力量。同时，中国经济中的创新动能受到更多关注，海外投
资者将目光投向中国的新能源和电动汽车等新兴领域。

“世界变了。与50年前相比，现在美国以外的创新要多
得多……中国的管理团队能力超群，他们的产品在全球舞台
极具竞争力。”知名对冲基金美国城堡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
行官肯·格里芬说。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萨克斯

认为，中国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经济体，非常具有创新性，
在光伏发电、风力涡轮机、零碳电池、电动汽车等领域竞争
力极强。美国金融服务公司资本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吉特
林说，中国经济正在转型，“如果你了解政策走向，你将有
更好的机会从相关领域的投资中受益”。

开放共享 中国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新时代，共享未来”。这是刚刚闭幕的第六届中国国际
进口博览会的主题。消博会、服贸会、广交会、进博会……
中国构建的“展会矩阵”为促进国家级商品和服务供需对
接、增进各国贸易往来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已成为世界经
济复苏、国际贸易投资发展中的确定性、稳定性力量，以自
身发展为世界创造更多机遇。

几年前，阿富汗贸易商阿里·法伊兹带着20多张地毯第
一次参加进博会。今年，他又将200公斤鲜石榴从阿富汗辗
转运抵上海，带到进博会展馆。“进博会给我们提供了宝贵
的机会窗口，让我们也能和其他地区一样融入经济全球化，
享受全球化的实惠。”法伊兹说。

众多外国商家渴望进入中国市场，既是为中国巨大市场和
开放政策所吸引，也显示出各方对开放发展、合作共赢的共同渴
求。今年3月，中国与洪都拉斯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建交以来，中
洪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洪都拉斯一家海产品加工厂经理威尔默·
阿维拉期待自家的产品尽快进入中国市场。他说，洪都拉斯白虾
生长环境天然，口感好，一定会受到中国消费者喜爱。

“机不可失！”在意大利中国理事会基金会会长马里奥·博塞
利看来，中国市场对想要扩大海外经营的意大利企业至关重要。
他说，中国市场规模巨大且增长势头强劲，消费者对高质量、创
新型商品和服务保持高需求。

中国大市场，世界大机遇。合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
单，全面取消制造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措施，扩大电信、旅
游等服务领域对外开放……中国以实际行动与各方共享中国
发展红利、开放红利，中国将始终是世界发展的重要机遇。

（参与记者：郭文迪 周啸天 王湘江 赵家淞 赵凯 王朝
孟宜霏 熊茂伶）

（新华社北京11月12日电）

新华社天津11月12日电（记者白佳丽 白
阳）11月11日至12日，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
会2023年学术年会在天津举行。记者从会上获
悉，目前我国法学法律工作者正不断加强对重点
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的前瞻性研究和
理论储备，并着力培养相关人才。

据介绍，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将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作为
重点，进一步聚焦明确“立什么”的重大问题。
如新兴领域立法着眼于未来大势，体现前瞻性布
局，为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
展提供法治保障。立法学理论研究必须紧紧跟进
时代要求、实践需求，开展具有一定前瞻性的研
究，储备理论成果，服务立法实践。

中国法学会立法学研究会会同有关方面举办
了“新时代立法理论与实践”系列讲座和专题研
讨会。此次学术年会还专门设置了“重点领域、
新兴领域、涉外领域立法”“科技与人工智能立
法”等分论坛。

为培养新时代高层次立法人才，中国法学会
立法学研究会特别为青年研究者及在校大学生建

立实践平台，举办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大赛。
2023年度全国法科学生模拟立法大赛吸引了来
自全国209所高校的3800名本硕博学生参与，
基本实现了行政区域、学历层次的全覆盖。

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在会上表示，立法是全
面依法治国的前提和基础。立法学研究承担着为
法治中国建设培养高素质立法人才、提供科学理
论支撑的使命，在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中具有重要
地位和作用。近年来，立法学研究会团结各个方
面从事立法理论研究和立法实践的法学法律工作
者，紧密结合立法实践，深入开展学术研究，积
极参与国家和地方立法起草咨询工作，着力加强
法科院校立法学科和立法学教材建设，为全面推
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
和智力支持。

据了解，此次学术年会以“新时代新征程立
法的理论与实践”为主题，由中国法学会立法学
研究会主办，天津大学法学院承办，来自全国各
地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和立法实务部门的专家学
者逾400人参会。与会者围绕六个分论坛共17
个单元进行深入研讨。

夜幕下，安徽省黄山市新安江边的屯溪河街
人头攒动。流光溢彩的徽州漆器、巧夺天工的庐
州蛋雕、清香四溢的绿茶制作……一项项多姿多
彩的传统非遗技艺，点燃了徽州古街的烟火气。

正在黄山举行的第六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统技艺大展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150余个国家
级、省级非遗项目，350多位非遗传承人带着绝
活儿来到现场进行展示。

糖冰姜、糖醋姜、酱汁姜、盐水姜……肉质
脆嫩、香味浓郁的铜陵白姜展位前，不少参观者
驻足品尝。

“深挖起垄、切芽播种、搭棚遮阴、手工去
皮、阳光晒制……铜陵白姜从种植到加工成成品
有29道工序。”铜陵白姜制作技艺省级非遗传承
人金如林向来往的参观者介绍铜陵白姜的种植和
加工技艺。

日前，铜陵白姜种植系统被联合国粮食及农
业组织正式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18年，金如林在当地建立铜陵白姜标准

化加工厂房3000余平方米、铜陵白姜种植基地
300余亩，实行“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
业农户”的发展模式，带动当地300余农户从事铜
陵白姜种植加工，推动产业规范化发展。

为更好地展示传承非遗文化，他还创办了佘
家贡姜文化园。“我们在传统制作工艺的基础
上，不断创新口味、包装，研发了10多种铜陵
白姜产品。”金如林的工厂每年加工近10万斤铜
陵白姜，销售额近800万元。

在铜陵，越来越多的人从事白姜产业。数据
显示，2022年铜陵市铜陵白姜种植面积达5800
余亩，鲜姜总产值达1.8亿元，从业农户2600余
户，拥有加工销售企业35家，品牌效应和影响
力持续提升。

从打造传承基地到形成产业集群，近年来，
安徽探索出一条“大众化、互动型、生产性”的
非遗保护传承之路。在充分展示非遗保护传承成
果的基础上，推动古老非遗融入现代生活，成为
产业振兴新亮点。

绚丽的红金斑犀皮漆天球瓶、精致的绿金斑
犀皮漆菱花盒……灯光下，一件件精美的器物光
润似玉，漆面光亮照人，纹理天然灵动。

在徽州漆器的展台前，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州漆器髹饰技艺”代
表性传承人甘而可正与来宾交流漆器制作技艺。

犀皮漆工艺一度濒临失传。1999年，甘而
可投身到犀皮漆工艺研究中。“徽州传统髹饰技
艺犀皮漆制作工艺讲究指尖功夫，一件漆器要经
历多道复杂工序，有时耗费一年时间才能完
成。”20多年来，甘而可用“匠心”恢复、传
承、创新这一古老技艺，独立研发了漆器髹饰技
艺、材料处理技艺10余种。

积极挖掘非遗文化价值，盘活非遗文化资
源，如今在安徽各地，一个个极具特色的非遗文
化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黄山市构建徽派古建产业链，全市从事徽派
古建产业的各类企业有254家，2023年1月至
10月，全市徽派古建产业产值超23亿元。

阜南县黄岗柳编技艺编出富民路，带动全县
发展柳木文化产业规上企业88家，杞柳种植2.9
万亩，从事柳木加工行业14.6万人，2022年产
值达78亿元。

宣城泾县丁家桥镇宣纸书画纸经销商遍布全
国100多个地级市，年总产量2万余吨，销售额
超13亿元。

令甘而可感到欣慰的是，犀皮漆工艺恢复以
后，有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加入了传承队伍，并将
工艺品种类拓展至首饰、茶具、香具等，产生了
良好的经济收益。

（新华社合肥11月12日电）

“中国必须成为全球投资组合的一部分”
——开放中国与世界共享市场新机遇

●新华社记者 俞懋峰 于荣

“老手艺”创造“新经济”
——古老非遗扮靓产业新景

●新华社记者 刘美子 汪海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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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着力培养

重点、新兴、涉外领域高层次立法人才

新华社意大利米兰11月11日电（记者刘旸
彭卓）2023米兰国际体育电影电视节11日在米
兰伦巴第大区礼堂揭晓各奖项归属，中国影片《北
京2022》《我们的冬奥》斩获金花环奖，另有5部
作品获得提名奖。

北京冬奥会官方电影《北京2022》获得“奥运
和残奥精神”单元的金花环奖。该片讲述中国为举
办冬奥会举国上下齐心协力，全面兑现申办承诺
的故事。影片以“北京——铸造赛场”和“运动
员——回归赛场”为主线，讲述怀揣梦想的“冬
奥人”，在筹办、备战和等待中，克服困难、实现
突破，圆梦冬奥的故事。花样滑冰奥运冠军隋文静
的传记故事片《不止文静》获得该单元提名奖。

《我们的冬奥》摘得“电影”单元金花环奖。该
片由1300多位动画师集体创作，从经典动画人物
孙悟空、黑猫警长、哪吒、葫芦娃，到时下流行的熊
大熊二，新晋青年人气动漫非人哉、罗小黑等，用
四个篇章讲述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
会吉祥物雪容融与这些动漫人物一起追寻爱与心
灵之美的故事。该片是国际奥委会首次授权制作
除奥运会官方电影外的吉祥物电影。向中国乒乓

精神致敬的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获得该单
元提名奖。

《我们的冬奥》 监制、导演王诤获奖后表
示：“拿到金花环奖非常开心，这是对1300多位
中国动画工作者集体艺术创作的肯定，让中国经
典动漫形象在世界舞台上得到绽放。”

在“足球电影电视短片”单元中，讲述贵州“村
超”的《一个村寨的足球盛会》获得提名；“快速体
育故事”单元中，讲述残疾人体育故事的《一位粉
丝想看到自己奔跑的样子》获得提名；在“山地、冰
雪运动”单元中，新华通讯社出品的讲述冰球男孩
故事的《冬奥不曾远去-锵锵少年》获得提名。

北京奥运城市发展促进会副秘书长高云超在
颁奖典礼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多部中国作
品获奖说明中国体育电影的叙事体系、制作水
准、以及体育影视文化得到国际同行认可，展现
出中国体育电影的整体实力，也为国际体育电影
领域注入活力。我们将继续推动更多优秀体育影
视作品‘走出去’，让世界了解和喜欢中国体育
故事和文化，同时积极推动中外体育影视交流与
合作，助力中国体育影视作品创作和发展。”

米兰体育电影电视节

《北京2022》《我们的冬奥》斩获金花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