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11月2日 星期三
www.jfdaily.com

责编：唐蓓茗 编辑：廖勤 9国际 · 专题

■本报记者 陆依斐

欧盟统计局10月31日公布初步统计数据显
示，受乌克兰局势影响，欧元区能源和食品价格
持续飙升，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10.7%，再
创历史新高，超出市场预期。

数据还显示，欧元区经济增长几乎陷入停
滞，今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国内生产总值
（GDP）环比均增长0.2%。

有评论称，高通胀和低增长可谓一对危险组
合，可能预示着欧洲经济即将迎来寒冬。

危险组合
欧元区最新经济数据10月31日出炉。物价

方面，欧元区10月通胀率按年率计算达10.7%。
短期来看，这一数据同比翻了近三倍，环比增

长近1个百分点，且超出外界预期的10.2%。长期
来看，10.7%是1997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其中，能源价格被视为主要推手，同比上涨
41.9%。此外，食品和烟酒价格上涨13.1%，非能源
类工业产品价格上涨6.0%，服务价格上涨4.4%。

当月，剔除能源、食品和烟酒价格的核心通
胀率为5.0%。这一数据走高可能表明物价上涨
正蔓延至更多领域，通胀压力积累。

从国别来看，10月欧元区19个成员国中有
11国通胀率达两位数，波罗的海三国通胀率均
超20%。欧盟主要经济体德国10月通胀率为
11.6%，法国为7.1%，意大利为12.8%，西班牙为
7.3%。有分析指出，不同数值反映出各国政府所
采取的政策措施不同，以及这些国家对俄罗斯能
源的依赖程度不同。

经济增长方面，今年第三季度欧元区和欧盟
GDP环比均增长0.2%。尽管是正值，但这一数字
意味着欧元区经济增长几乎陷入停滞。

外界分析，两方面因素导致欧元区经济微弱
增长。一方面，得益于新冠疫情后经济活动重启、
需求复苏等因素影响，当地经济出现增长迹象。

另一方面，随着能源和食品价格上涨，欧洲
民众在其他领域的消费能力大幅减弱。加之欧洲
央行大步伐加息，经济发展前景面临不确定性，
投资预期减弱。

德国商业银行分析师克里斯托弗 ·威尔预
计，欧元区通胀率在今年底前可能突破11%。

两难处境
眼下，最新数据凸显出欧元区生活成本危机

的严重性，也给欧洲央行带来更大压力。然而，欧
洲央行正陷入两难处境。

一方面，迟迟不退的通胀“高烧”需要欧洲央
行收紧政策来应对。舆论预计，在下月会议上，欧
洲央行或将决定再次加息75个基点。

另一方面，接近于零的经济增长水平需要欧
洲央行放松政策来应对。

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发出的
警告所说，面临经济增长可能进一步放缓、通胀
可能进一步上升这对危险组合，“欧洲政策制定
者面临艰难的权衡和政策选择”。

10月通胀率再创新高，增长几近停滞

欧洲经济凛冬将至？

10月31日，阿尔及利亚首都阿尔及尔，各国部长和代表参加阿盟峰会开幕前的准备会议。 CFP供图

【 求新求变 】

“疫情下，大家都要做好防护，学习科学的
方法，不要轻信网上的谣言，要怎样保持清醒的
头脑？”
“大家近期上网课时碰到了哪些困难，如何

解决？居家上课，艺术类专业的小伙伴如何进行
创作，有没有成果可以展示？”
“居家抗疫，如何为读者排忧解难，我们的

‘周五夜聊’能否移步线上会议间？”
“从2020年到2022年，关于抗疫，大家有哪

些深刻的感悟……”
这是《职》刊学生记者线上编前会——“周

五夜聊”推出的一个个讨论话题。
2022年3月至5月，在疫情防控“大上海保

卫战”期间，《职》刊学生记者这一线上编前会，
一周也没落下过。学生记者们求新求变，积极
探索新模式。在杂志编辑们的带领下，学生记
者们还以线上会议、微信群互动等多种形式，
促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与熟悉，缓解疫情期间紧
张、焦虑的情绪，也为《职》刊各栏目提供了丰
富的选题构思。

有了学生记者的集思广益与默契配合，很
快，一些感人的镜头和画面便被捕捉到并呈现
出来。比如，《居家学习 百“花”齐放》推文，刊
发了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上海市材料工程
学校、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等10所学校学生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居家线上学习的成果；
《“艺”起抗疫》则图文并茂地展现了部分学校
艺术类专业学生反映抗疫一线情况的作品。在
上半年疫情防控“大上海保卫战”中，《职》刊学
生记者观察、收集同学中普遍存在的难点问
题，从成才与就业两大主题入手，相继推出了

《你不必那么焦虑》《在网络世界保持“人间清
醒”》《别被情绪“带节奏”》《多进行“斜杠”实
践》等稿件。这些稿件，不仅有助于消除读者的
不良情绪，鼓舞斗志、温暖人心，引导同学和读
者将注意力转到学习或苦练技能上，还传递出
了青春正能量和抗疫必胜的决心与信心，更展
示了学生记者超强的素材征集能力，以及上海
中职生的综合素质。

2022年7月，随着疫情防控形势逐渐向好，
一组《抗疫深思》稿件在“热议”栏目“新鲜出
炉”。其中，学生记者带动身边小伙伴一起分享
了抗疫三年来的深刻思考，很快，《不能停下前
进步伐》《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多关爱老年
群体》《每个人都不是孤岛》《学会沉淀自己》等
稿件陆续与读者见面。稿件充分反映了《职》刊
学生记者的新闻敏感性与写作能力，以及他们
不断提升的思辨能力与社会责任感，更在疫情
面前展现出“强国一代”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截至目前，今年《职》刊学生记者共进行了
40余次夜聊，在杂志上发稿约100篇，绘制插图
32幅，在《成才与就业》微信公众号上发稿6篇、
照片约30张。

【 新老传承 】

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附属浦东振华外经职
业技术学校，已毕业的陆珺喆同学每次线下活
动前都积极安排学弟学妹们参与摄影工作，还
经常自己到现场带教。在活动现场看到学长手
持云台做直播，经常一举就是一两个小时，学弟
学妹们在敬佩的同时，内心也激起向上、向好、
向强的无限斗志。
“新老传承”“以老带新”，可谓《职》刊“学

记团”的一大特色。尤其是每年9月新学期开学

后，已升入大学的老记者们常报名参加活动；同
时，带动母校新学生记者一同参加，并分享经
验、积极指导。这些，都是《职》刊“学记团”健
康、可持续发展的推手。

2022年，《职》刊校际学生记者团已开展10

场线下市级采访与体验活动，年底前至少还有
13场实地采访机会。学长榜样，激励着新学生
记者在“学记团”中茁壮成长。比如，今年刚加
入“学记团”的：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的学生王
奕、陈金鹏，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黄
淑雯、陆毅，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王
馨琰、顾珺婷，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的学生李佩
羚、赵云琳，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金
雪轩等，都已积极投入到采访、摄影实践中。他
们中，有的还大胆尝试杂志编辑部活动主持人
工作，有的则精心制作视频、创作插图……总
之，这一年，越来越多的新学生记者化身“文采
小作家”“摄影小行家”“绘画小能手”“校园小
主持”等，充分参与《职》刊编辑制作的各环节。
《职》刊创刊八年来，“学记团”就是这样不断

发展壮大，不断扩展“业务范围”，不仅形成了一
定的规模，还带教出了众多各有所长的学生记
者，构建了结构多元的学生记者团队。从采访、写
稿、摄影、画插图、设计封面，到做直播、拍VLOG

（视频博客），再到“周五夜聊主持人”及“直播出
镜主持人”，让“学记团”充满了生机和活力。

【 人生出彩 】

上海海事大学附属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卜
凡，曾连续获得优秀学生记者评比等第奖。进入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后，他通过一步步选拔，
成为上海市学生联合会新媒体中心责任编辑、
共青团上海市委“青春上海”实习编辑、中国青
年报社上海校媒推广部部长、2021上海青年汇
智团第五期学员，现为中青校媒（上海）第十四
届主席团七位主席之一，与来自985、211高校
的本科生共事。

上海市杨浦职业技术学校、上海出版印刷
高等专科学校毕业生杨欢，零基础学美术，不仅
成为《职》刊优秀美术设计者，还一路过关斩
将，成为世界技能大赛3D数字游戏艺术项目全
国第二名、世赛备选选手，如今在高校任教。

上海市曹杨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吴元昊，
中职期间在采访活动中历练，通过撰稿提高写
作能力，在生涯规划上大受启发。毕业后，他自
学设计，顺利转行，从会展专业跨至自己感兴趣
的互联网设计行业工作。

除此之外，在《职》刊学生记者中，还有读警
校成为警察的，赴海外留学的，考入985高校读
研的……

这些曾在《职》刊“学记团”历练成长起来的
学生记者，升入高校后表现优异，在求职面试中
很受青睐，走上工作岗位后广受好评；他们懂得
规划职业生涯、会时间管理，有胆量、善沟通、
敬业、乐学。在《职》刊的经历，是他们记忆中难
忘的迅速成长、大幅进步的美好时光，是开阔视
野、提振信心的沃土，是精彩人生的开端。
“青年强，则国家强。当代中国青年生逢其

时，施展才干的舞台无比广阔，实现梦想的前景
无比光明……广大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
党走，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
成，立志做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
新时代好青年，让青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的火热实践中绽放绚丽之花。”党的二
十大胜利召开，宏伟蓝图令人振奋，人才强国战
略将深入实施。而以提升上海中职学子综合素
质和助其成长成才为己任的《职》刊，将一如既
往地为广大学生记者提供历练、成长的机会；在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引领
更多中职生成为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且能
够影响和带动身边同龄人不断成长的标杆。

“炙热的心，滚烫起来”“别再一个人
独自奔跑，极速青春里再渺小的梦，都值
得被期待”“最好的时光怎能虚度，加快
我们的脚步，强国有我”……在激昂的朗
诵声中，2022《成才与就业 ·职Campus》
学生记者与带教老师工作总结大会，10
月28日在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拉开帷幕。

大会以“成为更好的自己”为主题，
回顾、总结了学生记者在《职Campus》
（以下简称《职》刊）“学记团”中茁壮成长
的历程……

作为上海市教委职教处加强中职生
综合素质提升要点工作的一个全国性实

践平台，《职》刊深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以“以文字记录青春故事 用才华
成就事业梦想”为办刊宗旨，由上海教育
报刊总社《成才与就业》杂志编辑部牵头
运作，并带教学生记者，以采编各环节的
体验与实践落实提升上海中职生综合素
质的任务。

八年来，一批又一批学生记者在《职》
刊“学记团”中，不断发掘潜能、不断获得
成长，不仅使《职》刊成为提升上海中职生
综合素质的一个实践训练营，也成为展示
和宣传上海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发展成果
和中职生风采的一个重要平台。

在《职》刊“学记团”中茁壮成长

在插花活动现场抓拍
给上海市中等职业学校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基

地的市级活动做现场直播

采访戏曲容妆培训的学员

■本报记者 裘雯涵

当地时间11月1日至2日，第31届阿拉
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阿盟峰会）在阿尔及
利亚举行。这是疫情暴发以来首次阿盟峰
会，将聚焦俄乌冲突下的粮食及能源安全、
巴勒斯坦问题、利比亚问题等议题。

不过，有报道称，多个关键人物缺席此
次峰会。沙特阿拉伯王储穆罕默德就已“遵
医嘱”，不会前往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联
酋等国领导人也被证实缺席。分析人士认
为，虽然阿盟峰会的召开对解决现实挑战带
来积极意义，但阿盟内部在多个议题上仍存
在尖锐矛盾，恐难达成广泛共识。

聚焦哪些议题？
据悉，成立于1945年的阿盟是阿拉伯世

界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组织。阿盟峰会则
是阿盟和阿拉伯国家的最高级别会议。阿盟
原有22个成员国，但在2011年叙利亚危机爆
发后，阿盟中止了叙利亚的成员国资格。

时隔三年半再次回归，外界关注：本届
阿盟峰会聚焦哪些议题？

具体来看，首先，此次峰会的召开正值
关键时刻，在俄乌冲突、疫情及阿拉伯国家
内部危机的冲击下，地区团结、加强合作的
重要性正在凸显。

法新社援引分析人士称，粮食安全问题
对阿拉伯国家来说“迫在眉睫”，俄乌冲突的
冲击波正在地区国家中显现。由于对进口粮
食的依赖和水资源的短缺，粮食安全原本就
是地区重要问题之一，俄乌冲突、通货膨胀
则加剧了这一问题，地区国家领导人正急于
找到新的粮食供应来源。

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重塑，欧洲国家将
注意力转向中东，美国与沙特等主要产油国
的“拉锯战”也让双方关系产生变化，因此能
源问题也是阿拉伯国家高度关注的议题。

其次，各国也将推动阿拉伯国家的和平
与和解。叙利亚能否回归阿盟大家庭，将是
本次峰会的重点议题。各国也将关注利比亚
如何实现和平稳定。

再者，各国也会聚焦巴勒斯坦问题，这也
是阿盟内部“态度最一致、立场最团结”的议
题。本届峰会可能还将就伊朗、土耳其对阿
拉伯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发表联合声明。

重要人物缺席
舆论认为，此次阿盟峰会预计将强调团

结的重要性，期望阿盟成员国能共同应对当前
挑战。然而，由于各成员国都有自己的议程和
目标，此次峰会也免不了出现矛盾和分歧。

一些关键人物的缺席可能也凸显这一点。
沙特王储穆罕默德近日与阿尔及利亚总

统特本通话时就表示，将“遵医嘱”缺席阿盟峰
会。沙特王室称，医生建议王储不作长途飞行，
以免气压对耳部造成不利影响。

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也已证实缺席
阿盟峰会。此外，阿联酋、巴林、黎巴嫩等国也
派出部长级代表团参加峰会，而非国家元首。

为何沙特王储“抱恙”，其他重要人物也缺
席峰会？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
研究员、中国中东学会副会长李伟建认为，沙
特王储和其他几位重要领导人的缺席，一方面
体现出他们对阿盟的信心不足，另一方面也体
现出以色列、美国在阿拉伯国家造成的影响。

2020年以来，在美国斡旋下，阿联酋、巴
林、苏丹、摩洛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李
伟建指出，阿联酋、巴林、摩洛哥领导人缺席，
可能是因为这些国家目前还与以色列处于“蜜
月期”，“如果在峰会上讨论巴勒斯坦问题，他
们该如何表态？”

外界还认为，美国希望沙特成为下一个与
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国家。李伟建指出，美国
正看到中东国家着眼于自身发展、建立地区新
秩序的趋势，用技术、贸易合作等吸引阿拉伯
国家加入新的“朋友圈”。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表

示，目前阿拉伯世界的重心已由埃及、叙利亚
等传统强国转移到沙特等海湾国家。无论是在
阿拉伯世界的议题设置还是重大问题的决策
上，海湾国家发挥的作用都已超过传统大国，
“虽然沙特王储给出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但
实际上海湾板块的缺席，显示出他们对阿拉伯
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可能并不看好。”

达成有限共识？
分歧之下，此次峰会是否能就重点议题达

成共识？两位专家指出，预计此次阿盟峰会可
能将在粮食安全、能源问题上达成共识。

粮食安全方面，李伟建表示，埃及等阿拉
伯国家的粮食均依赖进口，俄乌冲突正给这些
国家带来粮食危机。在此情况下，讨论粮食安
全具有现实意义，也更容易形成共识。

能源安全方面，丁隆认为，由于中东地区
是世界主要产油、产气区，因此受到能源危机
的冲击并不大。目前，以沙特为首的产油国正
面临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要求石油输出国组
织（欧佩克）与非欧佩克产油国增产，降低国际
油价。对此，预计阿盟峰会也将表态支持沙特
及其他产油国的决定。

不过，阿盟内部在其他多个议题上仍存在
尖锐矛盾。首先是叙利亚能否恢复阿盟成员国
资格问题。丁隆表示，原本该议题被外界和主
办方阿尔及利亚寄予厚望，但阿盟内部就此问
题分裂成两个阵营，导致共识难以达成。一部分
阿拉伯国家寻求与叙利亚和解，呼吁阿盟恢复

其成员国资格。另一部分国家表示反对，美国也
从中作梗，要求不要承认叙利亚阿萨德政权。

其次是巴勒斯坦问题。
李伟建认为，在地区各国面临各种现实问

题之际，在此次峰会上探讨巴勒斯坦问题并不
是一个很好的时机，也无法带来实质性转变。

丁隆则表示，多个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关
系正常化后，阿拉伯世界对巴以问题的立场已
有很大变化，该问题本身也被严重边缘化。此
外，阿尔及利亚近日花费很大力气，调停巴勒
斯坦内部各派别矛盾后签署的《阿尔及尔宣
言》，实际上并不被外界看好。类似的和解协议
曾多次签署，但结果都是不了了之。

仍具积极意义
外界关注，成立77年的阿盟是否正在面

临挑战？
李伟建表示，阿盟是整个中东地区较早成

立的地区组织，也是迄今为止唯一能够统筹整
个阿拉伯国家议程的组织。早期，阿盟峰会发
挥了很大作用，主要聚焦巴勒斯坦问题，反对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土地的占领。

但近年来，在内外因素影响下，阿拉伯国
家议程趋于复杂化，各个国家立场也出现分
歧。外界认为，阿盟正变得“碎片化”。此外，由
于阿盟的执行方式、规章制度在设立之初就已
确定，执行力已逐渐跟不上变化，阿盟内部就
具体如何改革也一直未能形成共识。

丁隆也认为，阿盟峰会内部决策机制存在
很大问题，在一些重大议题上要求一致通过才
能形成决议，还有的议题则需要2/3以上成员
国通过才作数，这导致峰会效率低下，经常出
现“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情况。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本届阿盟峰会的召开
虽然并不意味着焕发新生，但仍有其积极意义。
李伟建认为，虽然阿盟峰会总体在地区的影响
力式微，但随着地区国家新生代领导人的出现，
阿拉伯国家如今已出现一些新的共性，比如均
关注国内发展、地区问题、对外关系等。这意味
着阿盟峰会迎来新的局面。

分析人士也指出，面对地区的各种挑战，
阿拉伯国家仍需要一个强有力、行之有效的地
区组织来加以协调，这让阿盟变得难以取代。

丁隆表示，目前阿拉伯世界仍面临巨大挑
战。俄乌冲突下，埃及正面临外汇短缺、本币贬
值等经济困难，黎巴嫩则面临“既没有总统，也
没有总理”的尴尬情况，阿拉伯国家的几场内
战和国内冲突也看不到尽头。“在这种背景下，
阿拉伯国家首脑能够坐在一起，就发展问题、
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问题达成协议的话，将
对解决这些挑战发挥作用。”

关键时刻，阿盟三年多来首开峰会
聚焦粮食、能源安全等问题，但沙特王储等成员国首脑缺席凸显内部分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