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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荷兰分别位于亚欧大陆

两端，几百年前通过海上丝绸之路

开启往来和交流。荷兰是最早承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之一。

1954 年 11 月，中荷建立代办级外交

关系。1972 年 5 月 18 日，两国领导

人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出发，将

双边关系提升为大使级，成为中荷

关系史上的里程碑。

50 年来，双边关系总体保持稳

步发展态势。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

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同威廉—亚历山

大国王共同确立了中荷开放务实的

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新定位。近年来，

中荷高层保持密切交往。两国在联

合国等多边框架下保持密切沟通，就

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目标以及其他

国际发展议程保持良好合作，成为促

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力量。

50 年来，中荷友好合作不断深

化。双边贸易额从不到 6900 万美

元 增 加 到 1160 多 亿 美 元 ，增 长 近

1700 倍。如今，荷兰已成为中国在

欧盟内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是荷

兰在欧盟外第一大贸易伙伴。两国

投资合作稳步推进，荷兰是中国在

欧盟内第一大投资目的国和第二大

投资来源国。中国近半数赴欧深水

货轮首站在鹿特丹港停靠，史基浦

机场是中欧之间最繁忙的客货运集

散中心之一，两国每周开行 6 趟中

欧班列。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

两国政府开通医疗物品空中运输快

速通道，共同维护自由贸易和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推动经济复苏。双

方在农业、科技、健康、环保、物流等

领域合作不断深化，为两国人民带

来实惠。

50 年来，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不断夯实。中荷已建

立 40 多对省、市友好关系，近万名中国留学生在荷兰学

习。大熊猫“武雯”和“星雅”带着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来

到荷兰，诞下两国友谊的结晶——熊猫宝宝“梵星”，吸引

无数粉丝。首部荷兰语版《红楼梦》出版，掀起新一轮“中

国文化热”。“中国竹园”精彩亮相在荷兰举办的世界园艺

博览会，中国花车参与花车巡游。荷兰派出本国历史上

规模最大的冬奥会代表团参加北京冬奥会并获佳绩，续

写两国“冰雪情缘”。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

说，“当我们面对差异时，不要急着嘲笑或批判，先试着

去理解”。中荷两国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和历史文化不

同，难免会有矛盾和分歧，关键是以健康的认知看待对

方，以正确的行动成就彼此。历史告诉我们，中荷双方

只有相互尊重、妥处分歧、交流互鉴，友好合作之船才

能行稳致远。

当今世界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需要前所未有的合

作。中国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直面世界

之变，回答时代之问，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和

欧盟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促进共同发展的两大

市场、推动人类进步的两大文明。中欧在谋和平、求发

展、促合作方面有着很多共同语言。荷兰作为欧盟重要

成员，能够为推动中欧合作发挥建设性作用。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中方期待同荷方一道，牢牢把握

建设开放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的正确方向，不断增

进相互理解和信任，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进一步加

强对话交流，协力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中荷关系不断取

得新发展，为两国和世界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作者为中国驻荷兰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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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随笔R

5 月 17 日，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36903 例，新增死亡

病例 39 例。目前，日本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超过 844 万例，

死亡病例超 3 万例。日本东京医科大学教授滨田笃郎发文称，

日本将在第六波疫情尚未结束的状态下进入第七波疫情高峰。

今年 1 月中旬，日本政府放松新冠肺炎诊疗标准和防控措

施。从 3 月 21 日起，日本在全国范围内解除疫情管控措施，地

方政府也陆续放宽对聚餐人数、举办大型活动的限制。放松疫

情防控导致居家隔离的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持续增加。4 月中

旬，岩手、新潟、鹿儿岛等地的周平均新增确诊病例创新高。据

日本媒体报道，疫情高峰期间，医疗机构普遍超负荷运转，正常

就医需求受到影响，国民健康受到威胁。

日本厚生劳动省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日本

全国至少有 555 名新冠肺炎患者在家中死亡，其中近七成是在

确诊后居家隔离期间死亡的。死亡病例中，60 岁以上老人占

89％。日本《每日新闻》报道说，这些居家隔离死亡病例中，有

人虽然无症状，但在 24 小时内很快死亡；有人被主治医生判断

不需住院，但几天内便死亡。很多死者家属对医疗机构未能及

时收治表示不满。

另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感染奥密克戎毒株的后遗症在日

本青壮年群体中较以往更为明显。日本东京涩谷区的平畑诊

所设有专门治疗新冠肺炎后遗症的门诊。该诊所对今年一季

度出现奥密克戎毒株后遗症的患者进行统计后发现，20 至 49
岁患者占全部 258 名患者的 77%，其中 20 至 39 岁的患者呈上升

趋势；奥密克戎毒株后遗症患者因头痛、疲劳、呼吸急促等被迫

暂停工作的比例从此前的 40%增加到 50%以上。

日本富士见急救医院院长鹿野晃在接受《朝日新闻》采访

时表示，第六波疫情与德尔塔毒株引发的疫情完全不同。老年

人会出现吸入性肺炎或无法进食，肾脏和心脏本就不健康的人

群会因为肺炎症状导致病情恶化。鹿野晃认为，这绝不是简单

的流感，如果不采取措施减少病毒传播，日本医疗体系将会因

超负荷运转而难以为继。 （本报东京 5月 17日电）

日本面临新一波疫情风险
本报记者 岳林炜

伊朗：美国应对伊朗提出的伊核谈判倡议做出回应

据新华社德黑兰 5月 16日电 （记者王守宝）伊朗外

交部发言人哈提卜扎德 16 日说，在欧盟协调员、欧盟对

外行动署副秘书长莫拉近日访问伊朗期间，伊朗就伊核

问题全面协议相关方谈判提出特别倡议和建议，现在美

国应该做出政治决定和回应。

哈提卜扎德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莫拉访伊期

间与伊朗副外长兼伊核问题首席谈判代表巴盖里进行了

长 时 间 会 谈 ，伊 朗 提 出 了“ 明 确 倡 议 ”和 一 些“ 解 决 方

案”。如果美国对这些提议做出回应，伊核协议相关方将

可以返回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以达成协议。

哈提卜扎德说，伊朗的合法权利理应得到尊重，美国

应解除所有对伊制裁。

莫拉 10 日至 13 日对伊朗进行了访问，以推进伊核谈

判。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 13 日表示，莫

拉对伊朗的访问成果好于预期，伊核谈判已重新启动。

当前，新技术助力博物馆成为创新基地。图为 5 月 12 日，意大利理工学院设计的机器人 R1 带游客游览都灵马达马宫。

影像中国

加拿大《环球邮报》近期刊发多篇文章，指出加拿大存在一

系列人权劣迹，包括联邦监狱中原住民妇女人数比例高、假释

系统歧视原住民群体等。

报道说，几十年来，加拿大原住民的监禁率一直在上升。

1999 年，加拿大最高法院曾称，原住民在监狱中的过高比例构

成了“加拿大刑事司法系统的危机”，当时这一比例为 12%。现

在，原住民在加联邦监狱中的比例达到了 32%。截至 4 月底，联

邦监狱中原住民妇女的占比首次达到 50%，而实际人口比例

中，加拿大每 20 名女性中才有 1 名是原住民。

“加拿大监狱中的种族不平等是加拿大社会种族不平等的

写照。”加拿大伊丽莎白·弗莱协会执行理事埃米莉·科伊尔认

为，要解决监狱中原住民妇女比例过高的问题，不能仅依靠刑

事司法系统，还要正视更深层次的种族不平等问题。

《环球邮报》报道还指出，种族背景对罪犯获得假释的概率

也起着关键作用。一旦进入法庭，原住民犯罪嫌疑人往往被判

为更严格的监禁等级和更低的重返社会分数，这很大程度减少

了他们在监狱外服刑以及被假释的机会。而白人往往一开始

就被分配到监管等级较低的监狱，拥有更多的自由和更好的羁

押条件，乃至被提前减刑重返社会。

《环球邮报》的调查认为，管理罪犯的加拿大惩教署对黑人

男性、原住民男性和原住民女性存在系统性偏见。对加联邦监

狱 7 年数据的分析发现，原住民、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男性在

有资格获得假释的第一年，实际假释概率比同龄白人分别低

26%、24%和 20%。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社会学和法律研究教授莎拉·特恩布尔

表示，这反映了加拿大司法体系的系统性和制度性种族主义，

是“基于根本的不平等”。特恩布尔称，种族因素一直在加拿大

监狱的关押和释放决定中发挥作用。“这些问题已经持续了很

长时间，尽管政府早就知道，但关注仍然很少，尝试改变政策的

努力更少。”

《环球邮报》还披露，加拿大各地医院常会在原住民妇女分

娩后，诱骗甚至强迫她们接受绝育手术，一些原住民妇女甚至

因害怕被迫绝育而不愿去医院寻求医疗帮助。

分析指出，原住民群体在加拿大社会长期遭受系统性歧

视 。 加 拿 大 政 府 将 600 多 个 原住民群 体 隔 离 在 3000 多 个 狭

小、分散的“保留地”中。“保留地”缺乏必要基础设施和就业机

会，甚至没有安全的饮用水。联合国和国际人权组织指出，加

拿大长期存在原住民饮用水受到污染、原住民妇女和女童广

泛遭受暴力、原住民社区食物供应匮乏等侵犯原住民群体人

权的问题，而加拿大政府的不作为进一步损害了原住民群体

的生存权益。

“加拿大没有充分解决针对原住民群体的体制性、系统性、

多重交叉形式的歧视，这是问题根本所在，政府应加大对原住

民社区经济文化等权利的保护。”联合国暴力侵害妇女问题特

别报告员西蒙诺维奇说。

加拿大媒体报道指出——

加拿大原住民群体长期遭受系统性歧视
本报记者 谢佳宁

■深度观察R

核心阅读

随着文创理念的深入，一些国家的博

物馆正逐步从提供文物典藏、保护、研究、

展示、教育的文化场所，转型为向参观者

提供娱乐、学习和实践的多元空间。文创

应用场景更加生活化，参观者也逐渐从单

一的“观众”转变为“文化消费者”。

5 月 18 日是第四十六个国际博物馆日，今年国际博物馆日

的主题为“博物馆的力量”。世界各地的一些博物馆在与公众

进行互动的同时，还通过最新技术展示各具特色的文创产品，

让博物馆的厚重底蕴能时时伴随在公众身边。

国际博物馆协会认为，博物馆正成为创新的基地，新技术在

这里得到发展并应用于日常生活，激发出巨大潜力和影响力。

法国——
打造统一开发和管理平台

法国玛摩丹美术馆是全球收藏印象派画家莫奈作品数量

最多的博物馆。前不久，该馆举办了一场名为“朱莉·马奈：印

象派记忆”的展览，人们不仅可以沿着时间脉络追溯印象派代

表画家的生平故事，还能近距离欣赏《日出·印象》《睡莲》等代

表作。

在玛摩丹美术馆欣赏完真迹后，人们可以到馆内书店，通过

别出心裁的文创产品，与大师“邂逅”。除了展览画册、画作明信

片，美术馆将莫奈作品中的日出、睡莲等元素，融合在杯子、笔记

本上。美术馆还专门为儿童设计了魔方、拼图、徽章等产品……

设计精巧、独具创意的小物件，拉近了小朋友与艺术的距离。

依托丰富的馆藏展品，法国的博物馆文创产业从产品创

意、设计到生产、销售以及售后管理，构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早在 18 世纪 90 年代，法国就成立了国家博物馆联合会，逐渐形

成了同卢浮宫、凡尔赛宫等 32 所知名博物馆协同开发馆藏作

品的复制品、衍生品的文创产品开发模式。如今，该联合会管

理着 34 家实体商店，拥有庞大的销售网络。

近年来，法国一些博物馆通过与各大时尚品牌进行合作，

推出了设计精美、独具文化特色的珠宝配饰、服装等。法国国

家博物馆联合会的销售和市场总监玛丽安娜·勒桑普勒认为，

馆藏作品的衍生品是观众参观体验的延伸，会给他们留下更持

久的观展印象，所以需要做到形式丰富且高质量。法国的博物

馆商店目前正借力博物馆数字化建设，拓宽文创产品在网上的

分销渠道。

西班牙——
文创为日常维护提供资金保障

西班牙的提森—博内米萨国立博物馆（以下简称提森博物

馆）位于首都马德里的普拉多大道上，拥有大批重量级艺术收

藏，是众多博物馆爱好者到访西班牙时不能错过的“打卡地”。

参观者在结束穿越时空的文明之旅后，还能在这里与数款含有

馆藏元素的定制葡萄酒“相遇”。

其中一款限量版 2014 年典藏红葡萄酒格外吸引眼球。酒

瓶上的酒标源于提森博物馆收藏的油画《瓶子和水果盘》，由西

班牙画家、雕塑家胡安·格里斯于 1919 年创作。画面以丰富多

彩的暖棕色调同清爽绿色和灰色相结合，被誉为“立体主义”的

代表作。

西班牙的葡萄酒产量位居世界前列。这一文创版红酒产

自西班牙颇具盛名的格利诺侯爵酒庄，多次在国际葡萄酒大赛

上获奖。据介绍，酒体采用西拉、赤霞珠和小维多 3 种经典葡

萄混酿，成为地中海饮食的上佳搭配。

提森博物馆展出近 1000 件作品，贯穿从 13 世纪到 20 世纪

的西方艺术史。这些展示了西方近 800 年生活方式的艺术作

品，为博物馆文创产品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灵感。该博物馆的文

创产品囊括文具书籍、家居用品、服装皮包、饰品玩偶等。每一

件作品都由知名艺术家、设计师和本地手工艺人合作完成，为

避免文创产品“千篇一律”的同质化问题提供了新思路。

原 创 性 文 创 商 品 为 提 森 博 物 馆 带 来 可 观 的 经 济 收 益 。

2019 年，该馆文创商品的销售额为 307.2 万欧元，当年门票收入

为 517.2 万欧元。受疫情影响，2021 年，门票收入降至 263.5 万

欧元，文创商品收入为 238.2 万欧元。文创收入为博物馆日常

维护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

意大利——
“跨界合作”带来更多奇妙体验

在迪拜世博会举办期间，意大利馆在展厅中央展示了一座

复制版大卫雕像，它的精妙造型，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

据介绍，与以往的复制手法不同，这座雕像以收藏在意大利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的馆藏真品为蓝本，利用世界上最大的 3D 打

印机，经 40小时扫描的图像原比例复制，连原作上的污渍、裂痕

等都完全相同。将 3D 打印技术与馆藏作品相结合，制作惟妙惟

肖的文创产品，日益成为意大利一些博物馆的全新尝试。

意大利有 4000 多座博物馆和古建筑群。为了保护、传承

好文化遗产并创造经济效益，许多博物馆进行了各种形式的

“跨界合作”，利用新技术为博物馆文创赋能。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与一家游戏工作室合作开发了

一款文创版手机游戏，受到众多年轻人的喜爱。这款名为《父

与子》的手机游戏，以一名考古学家与儿子的亲情为主线，情节

与博物馆和藏品的历史背景高度相关。游戏发行以来总下载

量超过 400 万次，许多游客尤其是年轻人经常带着游戏来博物

馆实地体验。该游戏已有多语种版本，续集也在开发中。那不

勒斯考古博物馆馆长保罗·朱利耶里尼表示：“我们正用一种新

的‘世界语言’，向世界讲述博物馆的故事。”

意大利著名的乌菲齐美术馆等 4 家文化机构还与科技公

司签订协议，用加密技术复制达·芬奇、拉斐尔等艺术大师的名

作并进行拍卖，所得收入将用于藏品的维护。和乌菲齐美术馆

一样，意大利很多博物馆不依赖于政府补贴来克服疫情带来的

挑战，而是通过众多创新措施，增强对博物馆爱好者的黏性，为

后疫情时代做好准备。

（本报巴黎、马德里、罗马、北京 5月 17日电）

多国借助新技术拓展文创产品——

给博物馆注入创新力
本报记者 刘玲玲 陈晓航 谢亚宏 刘 刚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索马里成功举行总统选举

新华社联合国 5月 16日电 （记者王建刚）联合国秘

书长古特雷斯 16 日通过发言人发表声明，对索马里日前

成功举行总统选举表示欢迎，并祝贺哈桑·谢赫·马哈茂

德当选索马里总统。

古特雷斯表示，希望索马里新总统迅速着手组建一

个“包容性政府”，希望新政府和各联邦州密切合作，推进

国家优先事项，以应对索马里面临的各项挑战。

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将继续支持索马里政府和人

民，并期待继续与索马里新政府密切合作，推进索马里的

国家建设议程，缓解该国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

联合国索马里援助团当天也对索马里总统选举结果

表示欢迎。

索马里本月 15 日举行自 1991 年内战爆发以来的第

三次总统选举，马哈茂德击败穆罕默德·阿卜杜拉希·穆

罕默德，成为索马里历史上第一位两次当选的总统。马

哈茂德当天宣誓就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