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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鸿沟’听起来像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年长者无需畏惧。只要您愿

意踏出第一步，我们将一路从旁协助。”

打开新加坡资讯通信媒体发展局官方网站，点击“老年人走向数字化”，会

进入“数码乐龄计划”界面。该计划是新加坡政府为帮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

沟”、提供系统化指导的重要举措。网页字号偏大、色彩令人愉悦，报名情况、

课程时间、线上资源等信息简单明了，页面温馨又有趣。

让手机程序、智能化设备、网站等照顾老年用户，避免老年人与现代社会

之间形成“数字鸿沟”，是当今社会重要课题。特别是在疫情影响下，保持社交

距离使得“数字鸿沟”问题更加凸显。美国商业资讯网站的一份研究报告指

出，近 2200 万美国老年人家中没有接入有线网络，占美国 65 岁以上人口的

42%。报告认为，“数字鸿沟”不仅限制了老年人对基本公共卫生、社会服务和

数字医疗服务信息的获取，还易导致老年人被社会孤立。

跨越“数字鸿沟”当是迈向数字化的全体动员，需要集合政府、企业、社区

等全社会力量，群策群力，帮助老年人享受数字时代的便利。去年，新加坡宣

布成立数码转型办公室，旨在帮助包括老年人在内的群体提高数字技能，使他

们更好地融入疫情后新的社会经济环境。该项目计划到今年 3 月帮助 10 万名

老年人增强数字化技能，同时成立 60 个数字社区中心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支

持，25 座公立图书馆启动针对老年人的数字阅读扫盲计划，帮助老年人学会

利用互联网访问电子书资源。

帮助“银发族”跨越“数字鸿沟”，离不开社会的文明温度、文化厚度，更不

能止步于推出缝缝补补式的被动举措，而应在更宏观、更长远的视野上加强顶

层设计、综合施策。这不仅关乎帮助老年人平等获得享受数字时代便利的机

会，更在于培育人文关怀，响应时代进步。

当“银发族”搭乘数字化快车
谢佳宁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主任杨洁篪、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应邀于 3 月 18 日至 19
日在安克雷奇市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总统国家安全事

务助理沙利文举行中美高层战略对话。这是美国新一届

政府就职 50 多天来中美高层首次面对面沟通。作为联

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前两大经济体，中美关系

走向不仅攸关中美两国人民的切身福祉，也关乎世界和

平、稳定与繁荣，此次对话备受两国和国际社会高度关

注。对话既有激烈交锋，也有坦率深入沟通，双方互动将

对构筑新时代中美关系产生深远影响。纵观此次对话，

有很多值得回味的看点。

看点一：
对话形式新、议题广、时间长

此次对话选在阿拉斯加州的安克雷奇市，这是北京

和华盛顿的“中间点”。美方国务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

助理联袂同中方主管外交事务的主要负责人进行“2+2”

对话，这不论对中美双方来说还是在中美交往史上都是

前所未有的。双方围绕国内政策、外交政策、双边关系分

别进行了 3 场对话，涵盖双边、地区、全球广泛议题，时长

近 9 个小时。以上都凸显了中美关系的广度和深度，也

反映出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和复杂性。

看点二：
不同寻常的开场白

此次对话从一开始就火药味十足。美方不顾外交

礼仪，超时发言，对中国的内外政策进行无端攻击指责，

企图将中方置于被告席，当着媒体刻意示强给国内看，

给其他国家看。在此之前，美方已经搞了一系列“小动

作”营造所谓强势地位，包括否认对话是战略对话，拉

拢盟友发表针对或影射中国的消极言论，甚至在对话前

一天以所谓香港问题对中国官员进行制裁。面对美方

恶 意 挑 衅 ，杨 洁 篪 主 任 、王 毅 国 务 委 员 兼 外 长 针 锋 相

对，义正辞严阐明中方立场，脱稿即席发言，驳斥美方

污蔑，详述美方罪状，直击美方痛处，打了美方一个措

手不及。美方未占便宜心有不甘，又来一轮狡辩，也被

中方完全压制。杨洁篪主任一句“美国没有资格居高

临下同中国说话，中国人不吃这一套”掷地有声，王毅

国务委员更是直呼美方应彻底放弃动辄干涉中国内政

的霸权行径，改改这个“老毛病”。两轮交锋在全世界

面前全程直播，沉重打击了美方的嚣张气焰。美方本

想给中方上堂课，不料中方反守为攻，向世界展示了一

堂教科书式的外交反击课。中方表态在国内引发热烈

反响，也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被美长期霸凌国家的强

烈共鸣，必将载入中美关系史册。

看点三：
中美短兵相接、相互火力侦察

这次对话被外界看作中美双方对彼此的一次重要火力侦察，意在相互摸

底。中方抱着改善中美关系的诚意和善意，同时对美国对华政策本质也有着

清醒认识。美方在对话前曾表示拜登政府正在拟定对华政策，将利用此次会

面进一步研判两国关系的发展方向。在对话中，中方清晰展示了捍卫自身主

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坚定立场，让美方进一步认识到仗势压人、傲慢偏见那一套

在中国这里行不通。沙利文说，美方头脑清醒地来，头脑清醒地离开。希望美

方是真的清醒认识到中方的决心和意志，改弦更张，而不是变本加厉，在错误

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将继续听其言、观其行。

看点四：
中美关系向来不是单一维度的

值得注意的是，中美吵归吵、斗归斗，但并没有掀翻桌子，也不是要一拍两

散。从会后双方吹风和有关新闻稿来看，尽管双方都承认两国存在重大分歧，

也还是提到要开展合作，都表示希望继续这种高层战略沟通，也都认同应在气

候变化、伊朗核、阿富汗、朝鲜半岛、缅甸等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继续开展沟通与

合作。中方与美方进行对话、合作的大门始终敞开，但任何形式的对话与合作

都应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新时代的中美互动绝不会再回到

过去那种美方单方面主导，想合作就合作、想停止就停止的不健康模式。中方

不会为了对话而对话，也不会接受以解决美方单方面关切为前提的对话。对

话不能是美方单方面拉单子，而是要均衡解决双方的关切。这些都是中方通

过这次对话向美方传递的有力信息。

50 年前，前中美两国领导人打破坚冰，重新打开交往的大门，靠的是跨越

意识形态鸿沟，相互尊重，求同存异，聚焦共同利益。当前，中美关系已经步入

了新的时代，同样需要遵循这种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的精神，构筑中美互动新

模式，让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从中美合作中不断受益。美方应顺应历史潮流，

正确看待中国和中美关系，同中方一道走出一条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

赢的新路，而不是开历史倒车。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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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走笔R

本版责编：于景浩 韩晓明 敬 宜

当地时间 3 月 24 日，塞尔维亚全

国举行多场活动，悼念 22 年前北约轰

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遇难者。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 24 日晚在

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说，北

约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

下对一个主权国家发动袭击，是“严重

的犯罪行为和侵略行为”。塞尔维亚

已经重新获得力量和尊严，不再是过

去遭受苦难的国家。他说，塞尔维亚

正努力和北约成员国重建关系，但永

远不会忘记 1999 年所发生的事。

武契奇表示，塞尔维亚人民眼含

泪水地回想起当时如何与那些残忍且

傲慢的国家抗争，回想起“我们如何失

去了父亲、爱人和孩子”。他指出，迄

今还没有人为这一侵略罪行负责。

塞 尔 维 亚 国 际 政 治 经 济 研 究 院

“一带一路”地区研究中心主任伊沃

娜·拉杰瓦茨表示：“塞尔维亚人民依

旧深刻铭记从 1999 年 3 月 24 日一直

持续到 6 月 9 日的炸弹袭击。在动乱

和侵略发生的几个月里，很多平民失

去生命。历史不该被忘记，我们的国

家和人民必须继续努力，取得进步，不

断变得更加强大。”

1999 年 3 月 24 日 19 时 58 分，北约

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

下开始对当时的南联盟进行轰炸。长

达 78 天的轰炸致使超过 3500 人遇难、

约 1.25万人受伤，造成至少 300亿美元

的财产损失。2003 年 2 月，南联盟更

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2006 年 6 月 3
日，黑山宣布独立；同月 5日，塞尔维亚

宣布继承塞黑国际法主体地位，成为

独立国家。（本报罗马 3月 25日电）

“历史不该被忘记”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 韩 硕

连日来，尼日尔多地

发生恐怖袭击事件。3 月

24 日，尼西南部蒂拉贝里

大 区 的 两 个 村 庄 遭 遇 恐

怖袭击，截至发稿时已有

至少 10 人死亡。

3 月 21 日，塔瓦大区

的 3 个 村 庄 遭 遇 恐 怖 袭

击 。 当 时 恐 怖 分 子 驾 驶

多辆摩托车，持自动武器

向平民扫射，造成 137 人

死亡。15 日，一群骑摩托

车 的 武 装 人 员 袭 击 了 蒂

拉 贝 里 大 区 的 居 民 。 当

时 人 们 正 从 尼 日 尔 与 马

里 交 界 的 一 处 乡 镇 集 市

返回，袭击者从不同方向

拦停并引燃汽车，同时向

平 民 开 枪 ，造 成 65 人 死

亡。1 月 2 日，蒂拉贝里大

区 的 村 庄 还 遭 受 过 另 一

起袭击，恐怖分子杀害了

约 100 名平民。

目前，尼日尔政府尚

未 确 认 一 系 列 恐 怖 袭 击

的幕后主使，但安全部门

表 示 ，极 端 组 织“ 伊 斯 兰

国”近期在尼日尔和马里

交 界 地 区 很 活 跃 ，“ 基 地

组织”分支机构和当地少

数 民 族 武 装 的 活 动 也 使

该 地 区 的 安 全 形 势 进 一

步 恶 化 。 尼 日 尔 政 府 发

言 人 阿 卜 杜 勒 — 拉 赫 曼

表 示 ，“ 恐 怖 分 子 正 系 统

性地针对平民展开袭击，

其 恐 怖 和 野 蛮 程 度 令 人

发 指 ”，政 府 会 将 这 些 恐

怖分子绳之以法，恢复当

地的和平稳定。

国 际 社 会 对 尼 日 尔 安 全 形 势 高 度 关 注 。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23 日呼吁尼日尔政府

全力查明真相并迅速将肇事者绳之以法。他

重 申 ，联 合 国 支 持 尼 日 尔 政 府 和 人 民 为 防 止

和 打 击 恐 怖 主 义 、暴 力 极 端 主 义 和 有 组 织 犯

罪所做的努力。他敦促萨赫勒地区各国继续

努力，与区域组织和国际伙伴密切合作，应对

恐 怖 主 义 、暴 力 极 端 主 义 和 有 组 织 犯 罪 的 严

重 威 胁 。 非 盟 委 员 会 主 席 马 哈 马 特 22 日 对

尼日尔再次发生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表示愤

慨和关切，强调“迫切需要加强萨赫勒地区的

反恐斗争”。

尼日尔地处萨赫勒地区，长期以来深受恐

怖主义威胁。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萨赫勒地

区正成为世界上难民增长速度最快的地区之

一，目前该地区已收容约 85 万难民。在今年 2
月的萨赫勒五国峰会上，乍得宣布将向布基纳

法索、马里、尼日尔三国交界地带派遣 1200 名

士兵，以加强地区反恐力量。

（本报约翰内斯堡 3月 2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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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亚的斯亚贝巴 3 月 24 日
电 （记者汪平）24 日，中国驻非盟使

团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向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援助一批抗疫

物资。

这批抗疫物资包括额温枪、医用

口罩、防护服、制氧机、呼吸机等，来自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的高级官员和

中国驻非盟使团的代表出席了抗疫物

资交接仪式。

中国驻非盟使团团长刘豫锡大使

在致辞中表示，疫情发生以来，中国一

直与非洲国家站在一起，团结抗疫。

中国向非盟和几乎所有非洲国家提供

抗疫物资援助，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

用上了安全、有效的中国疫苗。将于

今年在塞内加尔召开的新一届中非合

作论坛会议将成为后疫情时代中非合

作的新起点，助力非洲经济复苏。

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薇拉·松圭感谢中国政府为支持非洲各

国以及在非联合国系统抗击疫情提供

持续援助。她表示，中国政府采取正

确、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了国内疫情，实

现经济复苏，为非洲国家树立了榜样。

交接仪式前，双方还就中非抗疫

合作、疫后非洲经济发展、支持多边主

义等议题交换意见。

中国驻非盟使团向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援助抗疫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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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布的《2021 年联合国世
界水发展报告》再次聚焦全球水资源
日益紧缺的形势。专家指出，加强水
资源保护迫在眉睫，科学管理水资源
是全面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键
决定因素。

“珍惜水、爱护水”是 2021 年“世界水日”的主题。

在 3 月 22 日“世界水日”当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联

合国水机制发布《2021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聚焦

“水的价值”这一话题，强调人类应更多关注水资源无法

用价格来衡量的巨大价值。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奥德蕾·阿祖莱表示，全

球超过 20 亿人深陷缺水困境，解决水资源短缺危机刻

不容缓。到 2030 年，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人类用水缺

口将达到 40%。

水资源紧缺问题日益严峻

法蒂玛·哈桑·穆罕默德是 5 个孩子的母亲，每天为

了饮水和做饭，需步行至 20 多公里外的水源地取水。

法蒂玛居住的吉布提是世界上水资源最匮乏的国家之

一，这里的水质很差，即便步行 12 个小时才能取到的最

佳水源，也导致法蒂玛罹患了多种疾病。

法蒂玛并非个例，在全球范围内，超过 20 亿人生活

在缺水严重的环境中，水的日益匮乏是世界上最紧迫的

问题之一。根据《2021 年联合国世界水发展报告》，在过

去 100 年中，全球淡水使用量增长了 6 倍。报告起草者

之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水资源评估署协调员兼主

任米歇拉·米利托表示：“世界淡水储量有限但需求不断

增加，愈演愈烈的缺水问题对人类生产与生活构成威

胁，并严重威胁全球粮食安全和脆弱的水生态系统。”

当 前 ，全 球 每 3 人 中 就 有 1 人 无 法 获 得 安 全 饮 用

水。数据显示，到 2025 年，全球将有 35 亿人面临缺水，

到 2050 年，全世界将有 57 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遭遇

严重缺水。

报告指出，在非洲，27 个最缺水国家的淡水拥有量

仅占整个非洲的 7%；在中东地区，85%以上的人口生活

在缺水条件下；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水资源紧张

加剧了一系列冲突，农业、水电、采矿甚至居民生活与卫

生领域都在争夺稀缺的水资源；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

人口增长、城市化以及工业化的不断发展，导致用水竞

争更加激烈，不仅威胁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也导致了

水质的进一步恶化。此外，气候变化也在进一步加剧全

球水资源压力。

多方积极探索改善水资源管理

水资源紧缺现状凸显了改善水资源管理的迫切需

求。近年来，一些国际组织和国家积极探索改善水资源

管理的各种手段，加大水资源保护力度，提高水资源利

用效率。

米利托表示，“科学管理水资源是全面实现可持续

发展目标的决定因素”。不少专家建议，改善管理水资

源需要探索建立一套衡量水资源各个方面价值的标准

体系和综合机制。

“提高水的科学管理和利用价值，首先需要依靠科

技。粮农组织目前正通过卫星遥感数据帮助各国监测

农业水分生产率，查明水分生产率差距并找到解决办

法。通过提高用水效率，我们可以增加用同等水量种植

的作物数量，并为更多人口提供粮食。”联合国粮农组织

土地和水利司副司长萨莎·库·奥西马表示。

2018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与国际水管理研究所合作

对埃塞俄比亚古河水库灌溉计划进行调查评估，根据遥

感数据设计提高灌溉用水生产率的农业活动和方案，包

括在数据显示地下水充足的生长季节减少灌溉用水。

在埃及，国际水管理研究所与联合国粮农组织等机

构合作，为农民开发了一个移动应用程序，提供当地水

和植被状况信息，帮助农民确保在适当气候条件下种植

适当作物，充分利用每滴水的价值。

水资源税费作为水价中反映资源稀缺性、促进节水

和增加财政收入的经济工具，目前已在英国、丹麦、德

国、荷兰、以色列等许多国家采用，以达成水环境保护、

节约用水、缓解用水压力等多个目标。

中国早在 2016 年就在河北开展水资源税征收试

点，并于 2017 年将水资源税试点扩大至北京、天津、山

西、内蒙古等地区。

重新认识“水的价值”至关重要

当前，在全球范围内有超过 30 亿人和 2/5 的医疗机

构缺乏足够的水清洁设施。“疫情更加凸显水资源和卫

生设施的重要性。”联合国水机制主席兼国际农业发展

基金会主席吉尔伯特·洪博表示，目前还有很多人无法

得到足够的安全水源保障，同时很多水资源被浪费或破

坏，大约 80%的废水未经任何处理就被排放到环境之

中。报告认为，对“水的价值”缺乏认知是导致其被浪费

和滥用的主要原因。

米利托表示，对于水资源价值评估不完善、管理不

当及挥霍，导致水资源成为不可控的巨大变数。洪博认

为，认识、衡量和表现水的价值，并将其纳入决策，在水

资源日益稀缺、人口增长和气候变化压力不断增大的背

景下尤为重要，对于实现可持续和公平的水资源管理

以 及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发展目标非

常关键。

塞内加尔水利与卫生部长塞里尼·姆巴伊·蒂亚姆

表示，疫情防控背景下，人类应该更加重视水的重要性

及面临的挑战，每个人都应珍惜水资源，有责任保证水

的可持续利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西莫·托雷罗表

示，加强水资源保护和管理，需要各国加强合作，整合各

方利益、多管齐下，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考量，并注重

技术、法律框架和总体政策环境。

“中国一直致力于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利

用税收杠杆调节作用，强化对水资源使用的调控能力，

倒逼用水主体转变用水模式，有效抑制不合理用水需

求，促进水资源节约保护，推动经济转型。”世界资源研

究所中国食品与自然资源部主任付晓天在接受本报记

者 采 访 时 表 示 ，2020 年 9 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资 源 税

法》正式实施，对取用地表水或者地下水的单位和个人

试点征收水资源税，水资源税根据当地水资源状况、取

用水类型和经济发展等情况实行差别税率，为水资源

税改革试点提供了法律依据，目前税收调节发挥的作

用明显。

（本报罗马 3月 25日电）

加强水资源管理 促进可持续发展
本报驻意大利记者 叶 琦 韩 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