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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清莱，公园、植物园成为提升生物多

样性保护意识的户外课堂；在意大利米兰，亲近

自然的标志性景观让绿色建筑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因地制宜的生态修复

为更多野生动植物提供宜居空间……国外一些

城市致力于加强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城市中为动

植物留一片自在天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泰国清莱——
“花园进校园”，提升全

民环保意识

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木、千姿百态的奇异花

朵、清澈见底的一汪碧水，还有生活其间的各种

鸟类、鱼类、昆虫……在泰国清莱皇家大学，占

地 800 公顷的皇太后花园让很多市民和游客流

连忘返。“环境、生物、花卉等专业的学生还会来

花园上课，这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好的室外

课堂之一。”清莱皇太后花园管理办公室主任披

宾告诉记者。

清莱府位于泰国最北端，山川河流众多，是

泰国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地区之一。然而，一

度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生态环境压力增大，

森林面积不断减少，许多动植物失去了生存家

园。2008 年，清莱府实施“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增加生物多样性”项目，由当地政府、清莱皇家

大学等学术机构和公益组织主导，重点加强森

林资源、城市环境、山区生态等保护，尤其注重

提高居民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通过实施“花园进校园”，清莱府的学校、政

府 、医 院 等 公 共 机 构 内 都 建 有 植 物 园 或 小 花

园。许多大中小学的植物园兼具教学和游览的

双重功能。例如，清莱第五中学依托校内植物

园，将生态知识融入多门课程。学生们可以在

植物园里学习植物特性、描画植物、寻找草药

等，在潜移默化中提升生态环保意识。

在项目支持下，许多大学生、环保组织经常

前往湿地、森林、山区等定期做生态观测。清莱

皇家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研究所的官网上记

录了大量相关活动，几乎每年都有近 10 次的植

树造林、养蜂培训、生物多样性论坛等活动。清

莱皇家大学生物多样性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查

玛拉表示，保护好生物多样性既要付诸具体行

动，还要注意将生态知识、环保理念传给下一

代。“经过持续努力，对自然环境的保护和热爱

已成为清莱民众的共识。我们的目标就是将清

莱变成一个大花园。”

因在可持续发展和城区生态保护领域的成

就，清莱 2011 年获得联合国人居奖。清莱副省

长碧武拉尼表示：“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是清

莱最宝贵的财富。”

意大利米兰——
“垂直森林”，打造城市

绿色空间

时至深秋，在米兰寸土寸金的中央商务区，

久负盛名的“垂直森林”（见上图，影像中国）已

有层林尽染之感。“垂直森林”是两幢分别高 80
米和 112 米的公寓，其上共种植了 800 棵树木、

1.5 万株地被植物和 5000 株灌木。这里不仅提

供了约 5 万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还开辟出近 3 万

平方米的林地。据统计，此处栖息着 1600 种禽

鸟和蝴蝶，俨然一处人与自然共生的绿色家园。

大楼的设计团队根据当地环境和气候挑选

培育特色树种，不仅可以自然过滤太阳光线，创

造舒适的居住环境，还可以让植物调节湿度，吸

收有害气体和微粒。据悉，两栋建筑的施工成

本比普通楼房高出 5%，但其体现了打造绿色建

筑的创新实践，同时也成为米兰城中的地标。

“我们视‘垂直森林’为树之家、人与鸟之

家。在钢筋水泥林立的世界里，这样的绿色空

间也是城市的‘空气净化器’。”“垂直森林”建筑

师博埃里介绍。米兰市民埃玛努埃莱表示，“垂

直森林”不仅让城市更美观，也让保护生物多样

性的实践走进了大众生活。

近年来，米兰将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城市发

展的重要工作。2015 年，米兰借举办第四十二

届世界博览会契机推出《米兰宪章》，在生态环

保方面提出一系列规划，提出将实施建筑和城

市更新战略，把绿色基础设施作为实现城市环

保、增进社会福祉的重要途径。“垂直森林”被当

作城市生态多样性保护的重要借鉴成果。

目前，米兰还在实施一项名为“森林米兰”

的人工造林计划，提出到 2030 年种植 300 万棵

树木，达到平均每位市民一棵树的水平。米兰

市政府正与米兰理工大学合作，就最佳树种选

择、最佳种植地点等研究具体实施办法。该计

划也致力于提高米兰市民的环保意识，让人工

造林成为市民家门口的事情。城市环境需要创

新，米兰正努力成为“绿色城市”的典范。

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甜蜜之城”，吸引更多

生物回归

将绿地作为基础设施纳入城市规划，是哥

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的库里达瓦特地区保护城

市生物多样性的一大举措。2016 年，当地政府

出台“甜蜜之城”政策，在 21 个街区新建或翻新

64 座绿化公园，将沥青地面变为绿地，通过大

量种植本土植物，吸引蜜蜂、蝴蝶、蜂鸟等前来

“定居”、传播花粉。

当地政府鼓励居民在自家花园中种植本土

植物，旨在将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街区都变为良

性循环的生态系统。许多植物旁都附有二维

码，民众可以通过扫码阅读相关信息，增强对植

物的了解，同时提升保护意识。

“甜蜜之城”是圣何塞加强城市生物多样性

保护的一个缩影，与该市提出的“自然城市”项

目异曲同工。

在圣何塞，托雷斯河与玛丽亚阿吉拉尔河

承载了老一辈居民的美好记忆。为了清理河

道、修复周围生态环境，“自然城市”项目在两条

河流沿岸建立公园和绿地、修建非机动车道等，

鼓励人们绿色出行。目前，该项目已完成部分

建设，许多居民开始在沿河公园和绿道上享受

优美风景。

生态环境的修复促进了许多野生动物的回

归。“自然城市”项目负责人介绍，两条河流周围

曾经栖息着丰富的鸟类、动物等。由于此前在

城市建设中缺乏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规划，导

致栖息地被破坏。如今，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动

物数量也逐渐恢复，就连城里很少见到的树懒

也出现在了河岸周边。

圣何塞的成功尝试获得积极认可。哥斯达

黎加政府已将“自然城市”项目列入《国家脱碳

计划》，计划进一步推进圣何塞河水治理及生态

修复，并向其他城市推广“自然城市”项目，建立

城市生物走廊，引导市民健康低碳生活。

（本报曼谷、罗马、里约热内卢、北京 11月
29日电）

保护生物多样性 改善城市人居环境
本报记者 赵益普 韩 硕 毕梦瀛 龚 鸣

核心阅读

生物多样性是城市发展

的自然底色。在城市化进程

中，保护生物多样性对于维

护城市生态平衡、改善人居

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在实现

经济发展的同时，全面提升

生物多样性保护水平是各国

城市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

课题。

■国际视点R 见证者说

“我 的 职 业 生 涯 与 中

国紧密相连。30 年来，我

到访过中国许多地方，目

睹 了 这 里 发 生 的 巨 大 变

化。中国在国家建设和民

生改善等诸多方面为其他

国家树立了典范。”哈萨克

斯坦驻华大使柯依舍巴耶

夫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出于对中国的浓厚兴

趣，柯依舍巴耶夫在大学

时选择就读中文专业，大

学毕业后在北京、上海和

乌鲁木齐等地担任驻华外

交官。回国后，他先后在

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和总统

府等部门任职。柯依舍巴

耶夫表示，哈方高度关注

中 国 发 展 成 就 和 发 展 理

念。“中国的高速公路和高

铁网络四通八达，金融数

字化转型和电子商务发展

走在了世界前列，新能源

汽车核心技术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

2013 年 9 月 ，习 近 平

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

巴 耶 夫 大 学 发 表 重 要 演

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

路经济带”。柯依舍巴耶

夫在现场聆听了讲话。“如

今，共建‘一带一路’已经

从理念转化为行动。哈萨

克斯坦第一时间响应并参

与其中，在产能合作、发展

战略对接等方面与中方达

成重要共识。哈中务实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

柯依舍巴耶夫高度评价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他表示，中国领导人强调人民利益高于一切，这

在哈萨克斯坦民众间引发强烈共鸣。“我曾在贵州农

村见证了脱贫工作的开展。那里曾是中国最贫困的

地区之一。去年底，贵州的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农

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升，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减贫目标，这在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

今年 7 月，哈萨克斯坦“祖国之光”党主席、首任

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

峰会上发表视频致辞。“这体现出哈方重视与中国共

产党加强交流。”在现场参会的柯依舍巴耶夫说，党

际关系作为哈中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重要组成部

分，将继续发展，并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在疫情防控背景下，中哈经贸保持较快增长势

头。柯依舍巴耶夫表示，农业合作是当前哈中经贸

合作的亮点。2020 年，哈萨克斯坦与中国在农产品

领域的贸易额近 6 亿美元。哈方 855 家相关企业已

获准向中国市场供应农产品。“期待未来两国各领域

交往出现更多亮点，深化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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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道已清空，请起飞。”随着机场塔台发出的

指令，机长尤京驾驶的飞机缓缓驶向跑道，加速后

腾空而起。经过各种规定动作飞行，半个小时后，

飞机平稳落地。跑道边的人群报以热烈的掌声和

欢呼声。

这是不久前柬埔寨澜湄大学培训中心教练机首

飞仪式的场景。此次成功首飞，标志着柬埔寨拥有

了第一架用于民航飞行培训的飞机，为柬埔寨民航

专业人才培养掀开了新的一页。11 月 25 日，澜湄大

学培训中心第一批飞行学员进入单发飞行培训阶

段。柬埔寨民航局按规定为第一批飞行学员颁发了

学生飞行执照和飞行记录本。

柬埔寨澜湄大学由中柬合资设立，是澜湄航空

集团有限公司、柬埔寨政府以及中国专业高校三方

联合打造的一所综合性本科学历大学，下设民航学

院、飞行学院、国际民航模拟机中心等机构。澜湄大

学培训中心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是柬埔寨唯一一家

获得柬埔寨民航局认证的航空专业飞行培训机构，

可提供轻型飞机的实际飞行和维修培训。

“柬埔寨航空人才资源不足。可以在本土培训

民航飞行员，这很有意义。”柬埔寨空军副总司令贡

莫尼表示，希望柬中双方继续通过澜湄大学等机构

拓展合作，培养柬埔寨急需的民航飞机维修、保养等

方面的工程师，为民航业提供人力资源储备，加快柬

埔寨航空业发展。

澜湄大学培训中心的信息显示，中心目前有飞

行学员 16 人、机务维修学员 10 人，2022 年招生已经

准备就绪。年轻姑娘玛特·玛尤姆来自柬埔寨磅清

扬省磅特拉拉克县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今年顺利

通过飞机维修工程师入学考试，成为一名机务维修

学员。“我从小就对飞机感兴趣，一直想成为一名民

航从业者。”玛尤姆正在接受理论培训，2024 年毕业

后，她将成为柬埔寨本土培养的首批飞机维修工程

师之一。

澜湄大学培训中心董事长陈志成表示，随着柬

埔寨民航业的发展，对航空领域专业人才的需求不

断增加。不久前中国和东盟刚刚举行了建立对话关

系 30 周年纪念峰会，柬埔寨作为东盟国家，和中国

关系发展也将迎来更广阔的前景。“培训中心将和柬

埔寨有关方面加强合作交流，完善柬埔寨民航专业

培训体系，让更多年轻人圆梦蓝天”。

（本报曼谷 11月 29日电）

“让更多年轻人圆梦蓝天”
本报记者 赵益普

本版责编：邹志鹏 陈一鸣 曹师韵

在新加坡繁华的红山地铁站附

近，一座挂着“打造梦想 自立生活”

牌子的建筑掩映在林木之中。摇着

轮椅的残障人士林先生，沿着平缓

的斜坡进入社区。林先生说：“今天

出来主要是购买日用品，顺便看看

是否有适合我的培训项目。”

这里是新加坡首个致力于让

残障人士等特殊人群积极融入社

会的包容性社区空间，由新加坡协

助残障者自立局管理。社区设有

诊所、超市、餐厅、健身房、多媒体

教室等综合服务设施，并为特殊人

群 提 供 职 业 培 训 和 就 业 指 导 服

务。这里的所有设施都尽量考虑

到特殊人群的特别需求：人行道通

过平缓的坡道无缝连接，走道和诊

所、超市、餐厅等出入口更加宽敞，

方便轮椅出入；商品摆放的位置较

低，坐在轮椅上的人士能够更加便

利地挑选所需物品；牙科诊室设有

为轮椅倾斜的平台，轮椅使用者可

以直接“躺”在轮椅上接受治疗。

前 来 牙 科 诊 所 接 受 治 疗 的 胡

女士从小就丧失了听力，和医生等

人沟通起来很不方便。在这里的

牙科诊所，她体验到温暖舒心的服

务。“工作人员非常友好，说话缓慢

而清晰，我可以明确知道他所表达

的意思。”对于有视力障碍的人，这

里还有盲文地图，电梯、楼梯和洗

手间的门上都有盲文。在公共区

域设有触觉地面指示器，视障用户

可以独立导航。

一 个 在 原 有 建 筑 基 础 上 进 行

功能性改造的台阶式舞台，形成了

一块户外活动区域，可以容纳上百

人参加文化活动。平时则是休闲区，傍晚时不少游人坐

在台阶上乘凉。

为了帮助特殊人群更好融入数字社会，新加坡提出

通过加强相关政府部门、私营企业等的合作，为特殊人群

使用数字设备等提供解决方案和相关培训，提升其在日

常生活、教育、就业及社交方面的能力。该社区就设立了

这样一个技术中心，帮助特殊人群增强科技意识，掌握相

关数字技能。

社区里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经过培训的特殊人群，

公众可在特殊人群工作的咖啡馆和餐厅里用餐，也可在

艺术画廊购买由特殊人群设计的艺术品和各种商品。主

办方表示，特殊人群有自己独特的天赋和才能，通过培训

可以做很多事情，从而在社会中发挥更多作用。据介绍，

目前共有 29 个合作伙伴参与这一社区项目，提供设施改

造、生活服务、技能培训等。

（本报曼谷 11月 29日电）

新
加
坡
：
包
容
性
社
区
温
暖
特
殊
人
群

本
报
记
者

孙
广
勇

走进美国弗吉尼亚州的一家商店，记者发现这里的圣诞节商品

较往年少了许多，店里还有不少空货架。在另一家超市货架上，记

者还看到了贴着限购卫生纸的标签。记者通过网上购物平台购买

的一些商品已经延迟一个多月还没有发货。

当前，困扰美国的供应链受阻问题日益凸显。美国“小企业脉

搏调查”显示，45%的小企业主表示他们正遭遇供货延迟。《福布斯》

杂志网站报道说，一些规模较小的公司正面临生存危机。

美国商务部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三季度，美国实际国

内生产总值按年率计算增长 2.1%，远低于第二季度 6.7%的增幅。

经济学家认为，供应链瓶颈问题将是制约未来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

因素。《华尔街日报》10 月份对 67 名经济学家进行的调查显示，约一

半受访经济学家认为，供应链瓶颈问题将是未来 12—18 个月美国

经济面临的最大下行风险；45%的经济学家预计，到明年下半年美

国供应链瓶颈问题才会出现实质性改善。

麦肯锡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指出，因疫情反复，供应链容易受

到冲击。美国近年来的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加剧了供应

链受阻问题。美国服装和鞋类协会致信美国贸易代表称，美国的贸

易政策令供应链受阻问题雪上加霜，“供应链问题正在损害美国制

造商的利益，让美国经济复苏失速”。

供应链受阻还凸显美国基础设施老化、劳动力短缺与劳动参与

率不足等问题。美国货车运输协会称，美国卡车司机当前缺口高达

8 万人。根据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7 月份仓库行业出现 49 万个

职位空缺，8 月份美国约有 430 万人辞职，这些数字均创纪录。美国

企业竞争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洛约拉认为，港口发展受制于《琼斯

法案》也是供应链受阻的一个重要原因。《琼斯法案》要求在美国港

口之间运输的船舶必须由美国人拥有、制造和运营，导致港口竞争

力不强。为解决主要港口阻塞问题，美国政府 11 月上旬宣布，在未

来 45 天内为港口拨款 2.4 亿美元，并在 60 天内确定美国陆军工程兵

团在沿海港口和内河航道的建设项目。据称，这项计划将提供 40
多亿美元的资金，用于修复过时的基础设施和为大型货船加深

港口。

“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供应链受阻问题会很快消失。”《华盛顿邮

报》评论说。美国“通讯员”新闻网的报道认为，在通货膨胀与供应

链问题的共同影响下，美国消费者对经济复苏的前景越发悲观。美

联社报道称，调查显示 65%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经济是“糟糕的”。

（本报华盛顿 11月 29日电）

美国供应链受阻问题日益凸显
本报记者 李志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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