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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德国关闭了位于巴伐利亚州的伊萨尔 2 号核电站、

下萨克森州的埃姆斯兰核电站和巴登—符腾堡州的内卡韦斯

特海姆 2 号核电站，这是该国最后 3 座核电站。自德国首座核

电站——卡尔核电站于上世纪 60 年代初期正式投入商业运

营以来，该国的核能发电历史在 60 多年后画上了句号。

据 统 计 ，2022 年 德 国 核 能 生 产 的 电 力 占 总 量 的 6.4%。

2002 年，德国曾对《原子能法案》进行修订，目的是有序地淘

汰用于商业发电的核电站。之后，德国政府对关停核电站的

态度又有所反复。 2011 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德国政府决

定，最晚至 2022 年底逐步关停该国的 17 座核电站。

此次关停的最后 3 座核电站本应最晚在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全部关闭，受俄乌冲突影响，德国遭遇了严重能源危机。根

据德国联邦统计局数据，2022 年德国的电力费用同比上涨

20.1%。为稳定电力供应及价格，德国政府同意将这 3 座核电

站的运营时间延长至 2023 年 4 月 15 日。

此次关闭 3 座核电站，德国内部有不少反对意见。巴伐

利亚州州长索德尔将关停核电站称为“错误的决定”。他认

为，德国需要各种可能的能源形式，否则将面临更高电价和企

业撤离的风险。德国联邦财政部长林德纳在社交媒体上表

示，德国应该首先确保充足的能源供应。另据德国民意调查

机构福萨研究所 4 月中旬的一项调查，2/3 德国民众赞成延长

核电站使用寿命，或将旧核电站接回电网，只有 28%的民众支

持逐步淘汰核电站。

当 前 ，德 国 仍 面 临 核 电 站 关 闭 后 的 核 废 料 处 理 难 题 。

2013 年，德国政府通过了一项有关在德国寻找高放射性废物

最终储存库的法律，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一个位于地表深

处岩层中的地点，将核废料永久储存。德国政府计划最晚于

2031 年确定这一地点，由联邦核废料管理安全办公室对该工

作进行监督。

德国计划在 2030 年完全淘汰煤炭，2045 年实现碳中和。

但面对居高不下的电价，德国政府表示，短期内不得不更加依

赖煤炭及天然气来满足能源需求。据统计，目前包括煤炭、天

然气等在内的传统能源发电量比例仍达 53.7%，其中煤炭发

电量占比 33.3%。德国联邦环境、自然保护、核安全与消费者

保护部部长莱姆克表示，关闭最后 3 座核电站将推动德国加

快能源结构转型，“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核废料储存库的解决方

案，并努力开发可再生能源”。

（本报柏林 4月 26日电）

德国关闭最后 3座核电站
本报记者 张慧中

4 月 25 日，世界三大渔业

博览盛会之一的全球水产品博

览会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开幕，

来自 87 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2000 家企业参展。由中国 118
家水产品加工及进出口贸易公

司组成的“中国国家展团”亮相

展会现场，租用展位面积 1200
多平方米，是本次展会海外第

一大国家展团。

图 为 全 球 水 产 品 博 览 会

现场。

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摄

全球水产品博览会开幕

欧盟通过多项减排立法提案

据新华社布鲁塞尔 4月 25日电 （记者任珂）欧盟理事会

25 日通过了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 5 项立法提案，这些立法将

促进主要经济部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同时确保一些个人、小

微企业或部分行业在减排过程中得到有效支持。

欧盟理事会当天发表声明说，这 5 项提案涉及欧盟碳排

放交易体系、海运排放、航空排放、碳边境调节机制和社会气

候基金。欧盟理事会的表决是欧盟立法程序的最后一步。

这些立法提案是欧盟委员会于 2021 年 7 月提出的名为

“适应 55”的应对气候变化一揽子提案的一部分，旨在实现到

2030 年欧盟温室气体净排放量较 1990 年水平至少减少 55%，

并到 2050 年实现碳中和。

根据新规，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涵盖的行业到 2030 年的

总减排量应较 2005 年水平减少 62%；海洋运输排放将首次被

纳入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航空业的免费碳排放配额将逐步

取消，并从 2026 年开始实行全面拍卖。

本报北京 4月 26日电 （记者张贺）首届

兰花奖终评会的外籍评委 25 日至 26 日参加

了“走读中国·北京中轴线”主题参访活动，参

观访问故宫、钟鼓楼、景山等中轴线地标，体

验了解中国历史文化。

兰花奖由中国外文局发起设立，旨在弘扬

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

同价值，夯实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

文基础，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和人类文明互鉴。

首届兰花奖终评会将于 27 日在京召开。

毽子凌空飞，彩练当空舞。早上 9 点，在

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鼓楼文化广场，到处是

晨练的市民和写生的学生，呈现出一派祥和

景象。外籍评委们下车后就被北京市民独特

的健身活动吸引。只见一条条彩龙在市民手

中上下翻飞，画出一道道彩色的弧线。“让我

试试。”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建筑系教授罗

萨·塞尔维拉接过健身彩龙，学着市民的样子

舞动了起来，“看似简单，实际却很难。这需

要强壮的手臂。”

上海科技大学英国文化中心主任、中国

上海双龙联盟文化中心创始人兼总监王玫瑰

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加入舞蹈队伍，随着音

乐翩翩起舞。“你跳得很好。”一名市民给王玫

瑰点赞。王玫瑰表示，她不仅喜爱跳广场舞，

还是一名太极拳爱好者，并通过学习太极拳

了解和传播中国文化。“中国总是让人感觉充

满活力。”埃及本哈大学教授萨维·萨维·艾哈

迈德说。

北京中轴线严整的规划、巧妙的设计、雄

丽的建筑以及周边多彩的民俗风情，令外籍

评委们赞不绝口。“中国文化古老而独特，令

人着迷。”萨维·萨维·艾哈迈德说，他曾到访

中国 20 余次，去过北京、上海、哈尔滨、银川、

兰州等地，“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城市

街道都那么干净整洁，居民都彬彬有礼。”萨

维·萨维·艾哈迈德说：“50 年前，埃中两国发

展水平相近，但今天中国发展成就显著，有许

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希望埃中两国互学互

鉴、共同进步，发展越来越好。”萨维·萨维·艾

哈迈德自 2019 年起与开罗中国文化中心合

作创办月度文化沙龙“埃及人眼中的中国”系

列讲座，该系列讲座目前已经成为埃及各界

乃至整个中东地区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重

要平台。

罗萨·塞尔维拉对中国传统建筑格外关注，鼓楼、景山、天

坛等地独特的亭台楼阁吸引着她的目光。“中国传统建筑蕴含

着一种和谐之美。”罗萨·塞尔维拉说，“这些古代建筑保存得

很好，说明中国人民很重视传承与保护文化传统。”罗萨·塞尔

维拉组织了许多关于中国和中西关系的研讨会，目前正在筹

办“西班牙—中国 21 世纪城市智库”。

王玫瑰已在中国生活 20 多年，这次是第一次登上鼓楼。

“没想到鼓楼的楼梯如此陡峭，登鼓楼是一次难忘的体验。”王

玫瑰说，只有亲身体验才能更深入了解一国文化精髓。

春风和畅，游人如织。景山公园两万余株牡丹盛开。澳

大利亚华星文化艺术基金会主席、中华海外联谊会理事余俊

武 30 多年前在北京上学时，就曾多次游览景山公园。“现在的

景山公园绿意盎然、花团锦簇，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的环保

理念日益深入人心。”余俊武说。

参观钟鼓楼历史展览、观赏击鼓表演、了解中国古代计时

科技、观赏景山牡丹、远眺故宫和北海……丰富的参访活动进

一步拉近了外籍评委和中国文化的距离。外籍评委们一致认

为，加强文化交流，增进各国民众相互了解，有助于消除隔阂

和误解，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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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星舟”火箭首飞爆炸引发健康及环境担忧

据新华社洛杉矶 4月 25日电 （记者谭晶晶）美国太空探

索技术公司新一代重型运载火箭“星舟”20 日首次试飞时爆

炸，爆炸碎片及颗粒物扩散范围远超预期。据美国媒体报道，

目前有关部门仍在监测和分析爆炸事故对周边区域人体健康

和环境的影响，不少民众和环保专家对此表示担忧。

“星舟”是迄今全球体积最大、推力最强的运载火箭。20
日，“星舟”以及飞船集成系统从位于美国得克萨斯州博卡奇

卡的研发、测试和发射基地升空，进行首次轨道试飞。但火箭

升空不久后爆炸。

爆炸发生后，美国联邦航空局发表声明称，没有人员伤亡

或公共财产损失的报告。美联邦航空局将监督“星舟”试飞任

务事故调查。“星舟”能否继续进行测试飞行将取决于与事故

相关的所有系统、过程或程序是否影响公共安全。

据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CNBC）报道，连日来，当

地居民及研究人员忙于评估爆炸对社区、人体健康、住所以及

区域野生动物的影响。最令人担忧的是发射以及爆炸产生的

大量沙尘和灰烬状颗粒物以及较重的碎片。爆炸碎片及颗粒

物的散布区域远远超出预期。环保专家担忧，沙尘和灰烬状

颗粒物可能危害人体呼吸系统，并可能对该区域的濒危物种

造成无法挽回的伤害。

“星舟”重型运载火箭总高度约 120 米，由两部分组成：火

箭的上面级“星舟”飞船船舱和火箭第一级“超级重型”助推

器，其设计目标是将人和货物送至地球轨道、月球和火星等。

核心阅读

公共交通是城市综合立体交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持续完善城市公共
交通系统是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解决交
通拥堵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建设绿色
智慧城市、改善城市居民生活品质的重
要手段。全球不少大城市都十分重视
发展可持续城市公共交通，在不断探索
和实践中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做法。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不久前发布的一份交

通 研 究 报 告 ，通 过 比 较 各 大 城 市 公 共 交 通 的 距 离 、负 担 能

力、运营时间、拥挤程度及到站时间等，对全球 60 个主要城

市的公共交通系统进行了综合评估，结果显示，亚洲和欧洲

城 市 排 名 最 高 ，包 括 新 加 坡 、东 京 、巴 黎 、伦 敦 、布 鲁 塞 尔

等。这些城市的公共交通受到多数民众青睐，因为其车站

密度高、位置便利，线路设计合理，换乘方便，车辆较少出现

延误或中断，综合服务到位等。报告同时指出，全球许多城

市的公共交通有待进一步完善，包括推广采用智能手机应

用程序，推动公共交通系统全天候运营，进一步完善包容性

服务等。

新加坡——
努力实现“20 分钟市镇、45 分

钟城市”愿景

新加坡的地铁系统与几乎覆盖每个地区的公共巴士网

络相辅相成，使其成为一个高效、便捷的宜居城市。新加坡

共 有 6 条 地 铁 线 路 、140 多 个 地 铁 站 ，地 铁 线 路 长 约 200 公

里，每日乘客数量超过 300 万人次。另有 2 条轻轨线路，全

长约 28 公里，每天载客量超过 20 万人次。公共巴士是新加

坡最方便、快捷的公共交通工具之一，除一般巴士线路外，

新加坡还有优质巴士服务线路、直达市区巴士线路，在高峰

时段往返于主要住宅区和商业区、工业区之间，停靠站次较

少，以缓解人流拥堵。

从 2021 年开始，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耗资 3900 万新

加坡元（1 美元约合 1.3 新加坡元），对当地 360 个巴士站进行

改造，措施包括移除站台台阶、调整路缘高度、改善照明设

施 等 ，旨 在 方 便 老 年 人 和 轮 椅 使 用 者 通 行 。 目 前 ，新 加 坡

98%的巴士站和所有地铁站都注重提供无障碍服务，例如地

铁和站台之间使用橡胶填缝剂，方便轮椅、代步工具使用者

和推婴儿车的人士安全上下；地铁和巴士上设有轮椅、婴儿

车 、代 步 工 具 等 的 专 门 停 放 空 间 ，并 为 婴 儿 车 提 供 固 定 装

置；公共站点专门为行动不便的人设置特殊检票口；一些地

铁站的乘客服务中心安装了听力增强系统，为视障和听障

人士提供帮助。

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还推出“灵活行程规划”计划，拨

款协助合作企业拟定灵活行程规划，新增或改建自行车架等

基础设施，鼓励员工错峰和绿色出行。避开高峰时段搭乘地

铁、巴士的乘客可以累积更多积分，用以兑换现金和参加每月

幸运抽奖。

为推动能源绿色转型，新加坡投入运营了 60 辆电动巴

士，预计每年将减少近 8000 吨碳排放。最迟到 2025 年，新加

坡将淘汰超过 400 辆已达使用年限的柴油巴士，到 2030 年电

动巴士占比将达一半，到 2040 年所有公共巴士都将采用清洁

能源。

根据新加坡政府发布的 2040 陆路交通发展总蓝图，打造

更便利、快捷和连接性良好的公交系统是其重要目标。新加

坡将在未来 20 年进一步扩大地铁网络，到 2030 年将地铁线路

延长到 360 公里，并打造更加四通八达、顺畅快捷的公共交

通，建造更多公共交通优先走廊、划定巴士车道、安装巴士优

先的信号系统等，努力实现“20 分钟市镇、45 分钟城市”愿景。

布鲁塞尔——
有轨电车成为一道独特的城

市风景线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公共交通网络由 4 条地铁线路、

17 条有轨电车线路、55 条公共汽车线路和 11 条夜班线路构

成，共有 1300 余辆各类班车投入运营，2190 多个站点分布在

城市各个角落以及周边省份的边界地区，每天运行时长达 20
小时。由于公交线路设计科学合理，搭乘公共交通出行成为

不少市民的最佳选择。

每日穿梭在布鲁塞尔大街小巷的有轨电车已跨越百年历

史，专属线路一路畅通，是民众出行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之一。

电车车身外表经常“变装”，已成为一道独特的城市风景线。

比利时交通法规规定，有轨电车拥有绝对的优先路权，如遇紧

急情况，乘坐有轨电车比搭乘汽车更快。有轨电车的票价也

十分亲民，老人、学生、残疾人和低收入者均可享受优惠，每年

无车日还能免费乘车。此外，有轨电车能够实时更新各种交

通信息，精确显示未来 3 趟车的到达时间，还允许乘客使用银

行卡购票、携带宠物等。

布鲁塞尔的公交系统一直在探索推出更多惠民、利民服

务：每天零时 20 分到 3 时运行的 11 条夜班线路为不少游客和

夜班工作者提供了便利；公交系统与出租车公司开展深度合

作，夜间 11 时到次日清晨 6 时，市民可通过电话或软件呼叫出

租车的拼车服务，并使用公交卡支付出租车费，单程只需 5 欧

元，与公交车票价相差不多；公交系统还时不时提供免费乘车

服务，如 2022 年 12 月 31 日晚 11 时开始，观看完市中心节日焰

火的市民可免费搭乘公交车回家。

布鲁塞尔还对公交系统进行了一系列技术升级，例如与

地图应用开发公司合作，分享实时线路时刻表，乘客可随时通

过手机地图应用了解最新停运、改线等信息；近几年新投入运

营的车辆都带有空调系统和方便轮椅上下的平台等；车票类

型也得到了改良，最基础的 2.6 欧元单次票已升级为 1 小时有

效票，可在 1 小时内任意换乘公交车、地铁和有轨电车，一日

票、博物馆和景点联名票等也广受欢迎。

东京——
持续推进多种交通一体化便

利服务

东京是全球人口密度较高的超大型城市之一，中心城

区人口占东京都总人口的 70%，交通需求量大，仅市区综合

交 通 枢 纽 之 一 的 新 宿 站 日 均 进 出 站 量 就 达 到 360 余 万 人

次。根据 2021 年公布的城市规划总体方案，东京都政府将

持续优化东京的公交系统，在最大限度利用铁路网络的同

时，推进公共汽车、出租车、定制交通、自行车等多种交通方

式一体化便利服务。

轨道交通是东京都公共交通的重要运输手段，地铁、私

营铁路、有轨电车、单轨铁路等多种轨道交通运营主体共同

构成了东京都庞大的轨道交通系统。东京中心城区的轨道

交通总里程达 800 余公里，从东京湾呈扇形向内陆方向展

开，车站密集、换乘方便快捷、运行时刻精准，成为东京市民

出行首选。

近年来，东京公交系统在无障碍改造、绿色转型及智能

化等方面不断发力，推动可持续发展。以位于东京市中心

北部的轨道交通枢纽车站上野车站为例，每天近 13 万人从

这里乘车前往东京及日本各地，车站的 1 号线和 2 号线站台

上，列车进出站播报声、驶入站台的刹车声和车门开关声等

都被“智能声音可视翻译机”实时翻译成手语、文字及动画，

呈现在大屏幕上。这是东日本铁路公司从 2022 年 6 月开始

实施的一次“信息无障碍化改造”尝试，进一步便利了听障

人士。

在总人口持续减少的背景下，日本公交系统面临列车司

机人手不足和如何维持较高服务水平等现实问题。对此，东

日本铁路公司计划于 2028 年在山手线的所有列车上引入自

动驾驶功能，到 2030 年实现单人司机伴随的自动驾驶，最终

实现无需司机的高度自动驾驶。2022 年 9 月，日本国土交通

省发布首个指导方针文件，明确了引入铁路自动驾驶的相应

技术条件，这对未来日本铁路及公交系统的整体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多国推动可持续城市公共交通发展
本报记者 刘 慧 牛瑞飞 岳林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