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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一份研究报告显示——

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比重将持续增加
新华社柏林 3月 21日电 （记者朱晟）德国巴伐利亚州

经济联合会近日发布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占全球经济

比重将持续增加。

报告说，中国人口众多、经济实力雄厚，在亚太地区经

济及全球经济中发挥着特殊作用。2018 年中国经济总量

占世界经济比重不到 1/5，而 2040 年中国将创造近 1/4 的全

球经济产出。

报告认为，未来 20 年世界消费潜力、增长动力将主要

向亚太地区转移，其中中国因素十分重要。一方面，西方社

会进一步老龄化，新增消费群体持续向东南转移。另一方

面，中国将继续带动亚太地区增长，这一地区将产生最大的

中高等收入人群，形成更强劲消费力。

报告还说，新的全球经济力量布局正在形成，或将影响

全球经济运行规则。去全球化日益成为各国面临的现实威

胁，将危及全球经济繁荣。“除了自由贸易和国际分工之外

别无他法，保护主义和贸易战最终将伤害所有人。”

欧盟举行首届反种族主义峰会

据新华社里斯本 3月 20日电 （记者温新年、赵丹亮）

由欧盟委员会与欧盟轮值主席国葡萄牙共同举办的首届欧

盟反种族主义峰会 19 日以视频形式举行。欧盟委员会主

席冯德莱恩在会上呼吁各成员国行动起来，切实履行《欧盟

2020—2025 反种族主义行动计划》。

欧盟委员会 2020 年 9 月正式通过《欧盟 2020—2025 反

种族主义行动计划》，承认欧盟在所有领域均存在结构性种

族主义现象，并要求所有成员国制定本国反种族主义行动

计划。

葡萄牙国务部长兼部长理事会主席玛丽安娜·席尔瓦

在发言中说，新冠疫情增加了弱势群体遭受不公平对待的

可能性。她承诺，葡萄牙在 2021 年上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

席国期间将继续严格执行欧盟的反种族主义时间表，推动

各项措施落实。

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表示，在欧盟，种

族主义不只是个案而是结构性问题，必须采取具体行动根

除种族主义现象。

印度一化工厂爆炸导致至少5人丧生

新华社孟买 3月 20日电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 20日发

生一起化工厂爆炸事故，造成至少 5人死亡，多人受伤。

据印度媒体报道，发生爆炸的化工厂位于马哈拉施特

拉邦勒德纳吉里镇一个工业园区内。事发时现场有数十名

工人。伤者目前已被送往医院救治。

当地警方正在调查爆炸的具体原因。据推测，锅炉爆

炸可能是造成此次事故的主要原因。

印度化工厂生产事故时有发生。去年 5 月，印度南部

安得拉邦一家化工企业发生有毒气体泄漏事故，造成包括

一名儿童在内的 11 人死亡，超过 200 人就医。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是保障粮食

安全的重要内容。许多国家的政府、

企业、民间组织等持续开展一系列创

新性的活动，引导民众树立节约意识，

养成良好习惯，共同减少粮食浪费。

“当看到一箱箱压碎的牛油果和

软化的西红柿被运往垃圾场时，我认

为很可惜，因为这些蔬菜还有可利用

的价值。”南非“拯救蔬菜”项目发起人

之一范·林格近日表示。该项目由南

非慈善机构“诺什”发起，旨在提升疫

情防控期间食物利用率。项目志愿者

每天早上对准备丢弃的农产品进行筛

选分类，留下可以食用的部分，送给迫

切需要食物的人。过去 10 个月，该项

目的志愿者已成功说服小贩捐出 880
吨原本要丢弃的食物，约为 2019 年全

年的 4 倍。

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加尔梅勒市场，

每天都会出现一群身着统一服饰的年

轻人，将虽然卖相不佳、未及时出售但

仍可食用的蔬果打包带走，送到有需

要的人手中。为鼓励社会各界参与类

似的“食物回收”活动，以色列政府出

台了一系列措施：议会 2018年通过《食

品捐赠法》，为捐赠者和非营利机构处

理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提供法律保

障；环保部、劳工部等部门相继制定政

策，为减少食物浪费、帮扶困难人群的

相关活动提供支持，满足条件的商家

捐赠食物后还可以享受税收抵扣。

阿联酋政府致力于在 2030 年前

将食物浪费减少 50%。该国酒店和餐

饮业积极响应倡议，承诺每年增加节

约 粮 食 的 数 量 ，于 2019 年 实 现 节 约

200 万份餐食的目标。阿联酋科技公

司 Winnow 推出食物垃圾管理系统，

已被阿联酋航空及当地不少酒店采

用。该系统可自动识别被扔进垃圾桶

的食物，发现经常被浪费的品类，帮助

餐厅及时调整采购清单和菜单。

新加坡国家环境局的统计数据显

示，新加坡 2019 年食物浪费达 74.4 万

吨 ，较 2018 年 的 81 万 吨 有 所 下 降 ；

2019 年食物回收率达 18%，较上年升高两个百分点。这在

一定程度上得益于新加坡 2012 年设立的慈善机构“食物银

行”的不懈努力，“食物银行”收集包装有误、稍有破损但仍

能安全食用的食物，捐赠给相关机构或个人。

一些国家还采取超市临期食品降价、设立特殊超市销

售临期食品、制作公益宣传片、加强学校节约教育等多种方

式，引导民众养成节约粮食的良好习惯。

（本报北京、约翰内斯堡、开罗 3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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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的 3 月 21 日 是

国 际 森 林 日 。 欧 盟 委 员

会 联 合 研 究 中 心 的 最 新

环境研究报告显示，欧洲

森 林 可 能 会 因 气 候 变 化

等原因，出现生态系统紊

乱。约 60%的欧洲森林易

受 强 风 、火 灾 、虫 害 等 影

响。为此，欧盟正在制定

新的森林战略，应对欧洲

地 区 森 林 生 态 系 统 面 临

的挑战。

欧 洲 是 世 界 上 森 林

资 源 最 丰 富 的 地 区 之

一 。 业 内 人 士 认 为 ，森

林 对 于 长 期 环 境 变 化 的

适 应 性 较 好 ，面 对 突 如

其 来 的 环 境 变 化 时 却 十

分 脆 弱 。 因 此 ，研 究 此

类 干 扰 对 森 林 的 影 响 ，

对 于 评 估 气 候 变 化 的 影

响 和 制 定 有 效 的 适 应 策

略至关重要。

为 了 更 好 地 评 估 欧

洲 森 林 对 于 气 候 干 扰 的

适 应 能 力 ，来 自 意 大 利 、

德 国 等 国 的 科 学 家 利 用

卫星观测和计算机模型，

研 究 了 从 1979 年 至 2018
年间大风、火灾和虫害三

种 自 然 干 扰 与 欧 洲 森 林

脆弱性之间的联系。

研究发现，在近 40 年

的时间里，火灾和大风并

未 对 欧 洲 森 林 造 成 实 质

性影响。但气温升高、虫

害 暴 发 使 得 大 部 分 森 林

的 脆 弱 性 大 幅 度 提 高 。

特别是 2000 年以来，气温升高大大改变了森林对

虫害暴发的适应能力。尤其是在快速变暖的欧洲

北部，森林面对虫害的脆弱性平均每 10 年增加

2%左右。

报告显示，在干旱地区，如意大利和法国南

部，森林大火的破坏力变得更大，那里的水资源短

缺问题日益严重。强风对巴尔干地区的破坏性也

越来越明显，当地不断增加的降水和更强的风力

会使树木更容易倒伏。研究还发现，虫害的暴发

在欧洲大陆几乎所有地方都造成了更大的危害。

科学家们预测，鉴于未来几十年可预见的气

候持续变暖以及自然干扰可能加剧，欧洲地区森

林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将会受到严重影响。

为更好地指导森林管理和制定应对这些脆弱

性的适应政策，欧盟在去年公布的《2030 年生物

多样性战略》的基础上，宣布将制定一项涵盖整个

森林生命周期的新森林战略，主要目标包括到

2030 年，再种植至少 30 亿棵树，以提高森林固碳

能力，保护生物多样性，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等。

今年 1 月，欧盟发布了关于新森林战略的在

线公众咨询，面向欧盟所有成员国、企业、组织和

公民，咨询截至今年 4 月。欧盟希望，在广泛征求

意见的基础上，能够在年内正式实施该战略。

（本报伦敦 3月 2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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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夜色降临，一束光照进空空如也

的洞窟，被炸毁的巴米扬大佛以 3D 投影形

式重现。这是不久前，阿富汗当地民众发

起的巴米扬大佛被毁 20 周年纪念活动上动

人的一幕。佛像威严的影像与民众灿烂的

笑脸，经由社交媒体传遍世界。

梳理纪念活动背后的历史经纬，不免

令人唏嘘。巴米扬山谷有 3000 余个大小石

窟，诞生于公元 6 世纪左右，却于 20 年前在

战乱之中历经浩劫。2003 年，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将其整体列为世界濒危文化遗产。

人们不忍让灿烂的文化就此消逝，以科技

手段追忆往昔，寄托了多重期许。诚如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博科娃所言：“文

化遗产给予人们憧憬未来的力量和自信，

它是社会凝聚和重生的力量。”

回荡在巴米扬山谷的哀歌，折射了战乱

造成的破坏。由于缺乏保护条件，自 2006年

来，231 件侥幸躲过战火的阿富汗国宝级文

物，不得不辗转于国外 20 余家博物馆，以巡

展方式加以保护，直到去年才回到故乡。贴

满通关认证标识的文物箱本身甚至也是展

品，成为战乱中阿富汗文物颠沛流离的真实

注脚。更令人叹息的是，还有大量盗掘文物

被装进木箱，由黑市走私到外国藏家手中。

仅在 2019 年秋季的一次打击文物走私国际

合作行动中，阿富汗海关就在喀布尔机场截

获 971件文物。

同样的悲剧在过去数十年间还在多国

不断上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濒危世界遗

产名录所覆盖的地区，与全球局部冲突和

动荡频发地区高度重合。53 处濒危遗产中

超过 60%与战乱有关，其中 22 处濒危遗产

来自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也门、利比

亚、马里等处于战乱中的国家。“重要的历

史建筑碎片如垃圾一般散落在街头”，居住

在伊拉克历史文化名城摩苏尔的一位老人

发出的哀叹令人痛心。

世界文化遗产大量存在于文明交汇地

带，蕴涵着人类历史进程中因多样文明融

合而形成的宝贵价值。无论是阿富汗巴米

扬大佛呈现的东方文化与希腊雕塑艺术风

格的结合，还是叙利亚布斯拉古城内罗马

大剧场和清真寺的比邻而立，都诠释着文

明 包 容 互 鉴 所 带 来 的 独 特 魅 力 和 蓬 勃 生

机。反观现实，大量世界文化遗产深陷战

乱带来的冲击和威胁，这是何等苦涩而讽

刺的古今对比。

“捍卫文化多样性不是奢侈品，而是建

立更加和平社会的基础。”在巴米扬大佛被

毁 20周年之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出的呼

吁也是关乎人类未来的课题。如何终结战

火和瓦砾中的文明哀歌，值得这个星球上所

有期望美好生活的人们深刻思考。

保护遗产 保护未来
李 强

■环球走笔R

因疫情形势趋紧，波兰政府从 3 月 20 日至 4 月 9 日期间将全国划为疫情防控最高等级的“红区”，实施“封城”措施。根据卫生部规定，

“红区”内的所有酒店只能接待商务旅客；购物中心内除超市、药店等满足居民基本生活所需的店铺外，其他店铺一律关闭；饭店仍禁止堂

食，但可提供外卖和送货服务。此外，电影院、博物馆、歌剧院、游泳池、健身房等大多数公共文化和娱乐设施也将关闭。图为 20 日，在波兰

首都华沙市中心，行人走在空旷的大街上。 新华社发

核心阅读

优秀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
传承和发展的根本。如何让青少年和儿
童更好地亲近、了解并传承本国优秀传统
文化，许多国家都在进行有益探索。

举办一系列线上线下课程，让传统节日、传统手艺、传统

音乐和民俗走近青少年和儿童；博物馆、美术馆、考古遗址免

费开放或提供学生票，通过形式多样的活动让孩子们在探索

中感知传统文化；将民俗、城市与历史，当作教育和实践课程

的一部分，通过体验加深青少年对传统文化的认识……不少

国家通过形式新颖的教育、参观和互动活动，提升青少年和儿

童对本国传统文化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波兰——
让青少年感受传统民俗文化之美

一场名为“鹿的化身”的展览正在波兰华沙国家民俗博物

馆儿童博物馆区举行。用彩绘图案装饰的鹿或色彩绚丽、斗

志昂扬，或静谧安详、充满神秘感，吸引很多学校组织学生前

来参观。

鹿是波兰绘画和民间艺术常用的题材。布展方希望通过

青少年和儿童易于理解的方式，展示波兰民间艺术的魅力。

博物馆同时还举办相关主题工坊，介绍传统的彩绘工艺、插图

制作和与鹿相关的民间故事传说等，广受青少年的喜爱。

始建于 1888 年的华沙国家民俗博物馆是波兰历史最悠久

的民俗博物馆，也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民俗博物馆之一。目前

馆藏超过 8 万件物品和约 12 万份档案，是研究波兰与欧洲民

俗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重要研究机构。

近年来，波兰日益重视对传统文化的教育普及。华沙国

家民俗博物馆开辟了专门的儿童博物馆区。2021 年，博物馆

公布了一系列针对青少年和儿童的线上线下课程计划，内容

包括传统节日、传统手艺、传统音乐和民俗等。

“民俗是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全球化

时代，让年轻人了解自己国家的民俗艺术及其背后的历史，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华沙国家民俗博物馆馆长罗伯特·泽德尔

介绍，儿童博物馆区将展览与课程结合，提供一系列传统文化

互动式教育课程，让青少年和儿童可以参与和体验传统民俗、

传统艺术的魅力。

在波兰社区和乡村文化中心，与传统文化有关的课程和活

动也会定期举办。尤其是在重要节庆日期间，很多家长带着孩

子参加传统食物制作、波兰剪纸与彩绘制作等传统文化活动。

传统文化教育也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波兰很多公立

学校都开设了传统绘画和音乐课程。在节庆日前后，学校会

举办专门的嘉年华活动。学生们身着传统服饰到学校，学习

传统手工艺品的制作、表演传统舞蹈与音乐等。

“希望年轻人能够通过这些活动更好了解历史，更加珍惜

和尊重传统文化，并将其继续传承下去。”泽德尔说。

意大利——
“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观念代代相传

旅居意大利的西班牙艺术家安赫莱斯受邀每周为罗马小

蜜蜂幼儿园的孩子们上一节艺术课。孩子们在可回收纸板上

用颜料绘画、剪切出雄伟的罗马斗兽场、古老的帕拉蒂尼山、

古罗马广场……在这样的探索中，孩子们和古罗马历史与文

明有了近距离接触。

“罗马就是一个露天博物馆，孩子们通过细心观察，就能

发现它让人赞叹的宏伟和无与伦比的美。”安赫莱斯介绍说，

这一活动鼓励孩子们用色彩和线条创作属于自己的作品，“既

培养他们对艺术的敏感，也让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观察和了解

所在城市的文化遗产。”

像安赫莱斯设计的这种针对青少年与儿童的艺术创作体

验，在意大利还有很多。意大利是拥有最多世界文化遗产的

国家之一，很多学校注重从小就开始培养孩子们的文化遗产

保护意识。在博物馆、美术馆以及考古遗址，经常能看到一群

群学生认真做着笔记。通过参观学习，学生们丰富了历史知

识，树立了民族自豪感，文化遗产保护意识也得以增强。

在意大利，公立博物馆、美术馆、考古遗址、公园等都向青

少年和儿童免费开放或提供学生票。政府还针对青少年和儿

童不定期推出“历史文化活动日”“文化遗产周”等活动。意大

利文化遗产、活动与旅游部官员罗萨纳·比安基表示，举办这

些活动的核心目的，就是要让“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观念代

代相传、深入人心。

意大利文物保护修复高级研究院院长路易·费加齐在接

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意大利人对国家文物的保护意识非

常强，这种意识早在青少年和儿童时期就已生根。“由于这种

强烈的传承意识，我们的丰富文化遗产才能历久弥新，闪耀着

璀璨的艺术之光。”

比利时——
激发孩子们对历史、传统和文化的兴趣

“这个玩偶熊已经有 100 多年的历史了！”“快来看，这儿有

一个带轮子的木马，它可以走路吗？”这是一队小学生在布鲁

塞尔玩具博物馆参观时的场景。木童车、手工玩偶、古堡模型

……丰富的陈列、有年头的玩具，让孩子们仿佛瞬间穿越时

空，回到当时的生活场景。

布鲁塞尔英国学校 BJAB 一年级的学生经常会到布鲁塞

尔玩具博物馆参观。教师蕾娜塔·奎尼格斯告诉本报记者：

“孩子们对玩具有天然的兴趣。玩具博物馆不仅让孩子们近

距离观察、了解玩具，更重要的是激发出孩子们对历史、传统

和文化的兴趣。”

比利时的学校普遍将传统文化、民俗、城市与社区历史教

育，当作整体教育和实践课程的一部分。注重体验、寓教于乐

是比利时传统文化教育的一大特色。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成了

青少年学习传统文化、参与传统民俗的好去处。

各有特色的狂欢节也是联结青少年与传统文化的重要纽

带之一。比利时不同规模的狂欢节有数十个。以起源于 16 世

纪的班什狂欢节为例，青少年与成年人打扮成“水手”“农夫”

等形象，成为狂欢节的一大亮点。近年来，班什狂欢节还设立

了青少年专场，由青少年担当狂欢节“主角”，大大增强了青少

年对狂欢节传统的参与感和认同感。

比利时一家博物馆负责人温迪·格拉瑟对本报记者表示：

“通过博物馆、狂欢节这类形式，青少年和儿童可以直接与传

统文化接触，拉近了传统与现实的距离。事实证明，亲身参

与、寓教于乐，是吸引青少年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效途径。”

（本报华沙、罗马、布鲁塞尔、北京 3月 21日电）

让传统文化绽放生命力
本报记者 于 洋 韩 硕 张朋辉 俞懿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