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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之着迷——

“一个是化学，一个是中国”

66 岁的戴伟，出生于英国伯明翰，在
牛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英文名叫大卫·埃
文斯。“我一生中热爱的有两个：一个是化
学，一个是中国。”戴伟说，每个孩子都有
自己的兴趣，而我小时候，发现有两个

“神秘”的事，就是化学和中国。
“我发现化学真有意思，大概11岁时在

家里做化学实验，刚开始是在厨房，父母
说太乱了，让我去花园的一个小棚子，我
就在那做实验。”戴伟说。

那时，同样令戴伟着迷的是中国。“上
世纪 70 年代初，英国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的
新 闻 ， 我 们 对 中 国 一 点 都 不 了 解 。1972
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带了很多
记者，突然有了关于中国的新闻。我发现，
有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这么多人，我却一点
都不了解。对我来说，中国非常神秘。”戴伟
说。听说通过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可以读到

《北京周报》，年少的戴伟便开始订阅。
“可以说，对化学和中国感兴趣都是因

为我的好奇心驱使。”戴伟说，少年时代的
好奇心，成为他后来决定到中国的“初心”。

“1987年，我盼望已久的一个学术会议
在南京举办。我终于来到中国。”戴伟说，
那是第 25 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他作为受
邀的 300 多名专家之一参会。这次中国之
行，他去了苏州、杭州、上海，亲眼观察中
国，实地了解中国。后来，他几乎每年都
来中国几趟，开会访学、做学术报告、旅游。

“每次来中国，我都能感觉到，不论是
在学校里，还是在社会上，中国总有很多
新变化。这对我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戴伟说，见证了中国的快速发展，他决定
到中国工作。

1996 年，戴伟辞去英国的工作，来到
北京化工大学开展合作研究，2002 年起担
任北京化工大学特聘教授。鉴于他在科研
领域的辛勤付出和特殊贡献，2001 年，戴
伟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2005年，获得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提
到科研成果与荣誉，戴伟总是说，这不是
他个人的成绩，是他和中方团队的同事们

一起合作的成果。

投身科普——

“我肯定要选择偏远的地方”

在戴伟的实验室里，满是大大小小的
化学器皿，还有一大摞获奖证书、奖章。
实验室最醒目的墙上，挂着他和中国孩子
们做科普的彩绘图画。画上的戴伟，身穿
白大褂、戴着护目镜、手拿实验器材，被
小朋友们簇拥在中间，脸上绽放着慈祥的
笑容。

“孩子们喜欢叫我‘外爷爷’。”戴伟笑
着说。近些年，戴伟将更多精力投入科
普。戴伟介绍，他第一次做科普，是在北
京郊区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慢慢地，他
将科普活动的“半径”扩大。2023 年，戴
伟已在中国 16 个省份做了 130 场线下讲
座，其中不乏一些偏远贫困地区。“如果同
时接到两个去外地讲课的邀请，一个在大
城市，一个在偏远县城，我肯定要选择偏
远的地方。”戴伟说。

戴伟说，他做科普有两个目标，一是
希望在孩子们心中埋下热爱化学的种子，
点燃他们对化学的兴趣，培养未来的化学
家；二是通过科普，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
养和判断真伪的能力。在实验中，学生能
发现化学的奇妙。正因如此，他做科普不
是照本宣科，而是将实验搬进展览馆、科
技馆、博物馆。

红色的水柱、紫色的药水、黑色的粉末、
透明的液体、瞬间升腾白色的烟雾……这些
有如“阿拉丁神灯”一样充满魔力的景
象，都是“外爷爷”为孩子们精选的简单
实验。

绚丽的视觉效果让孩子们兴奋不已，
伴随着孩子们的欢呼，他接着开讲“魔
法”的秘密。这样讲的化学原理，孩子们
一下就记住了。“怀疑”和“实验”是戴伟
科普时常常提到的关键词，他告诉学生，
要学会质疑、通过实验证明观点，这是科
学精神的重要内涵。

化学不只在实验室中，也在生活中。
2023 年，戴伟在消防救援站演示与“火”
相关的实验。通过实验，学生明白了燃烧
是一个简单的化学反应，同时也学习如何

在火灾中科学安全地自救。施展“化学魔
法”前，戴伟不厌其烦地强调，一定要戴
好护目镜。这也是“外爷爷”的科普。

中国那么大、学生那么多，怎么让更
多学生学习有趣的化学知识？带着这样的
思考，2018 年，戴伟开始制作发布科普短
视频。6年来，他的短视频账号“戴博士实
验室”吸引了很多化学爱好者。“有的短视
频有 1000 多万浏览量，线上视频帮助科普
走进千家万户。”戴伟说。此外，他还尝试
通过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鼓励学生亲自动
手做实验。在一个科普项目中，他准备了
500个实验包，寄给参与项目的中学生，他
在线上演示，教孩子们做实验。“这样降低
实验成本、操作简便，只要有一张桌子，
就可以做实验。”他说。

促进交流——

“希望中欧民众增进了解和认识”

2020年1月，戴伟作为外国专家受邀参
加中共中央、国务院春节团拜会。那次团
拜会上，戴伟认识了很多外国老专家。“有
一些外国老专家 70 多年前就来中国了，虽
然他们年龄大了，现在都退休了，但是中
国政府一直很重视他们。我相信，中国不
会忘记老朋友。”戴伟说。

“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有一些之前的英
国同事问我，我在中国能干什么科研？几
十年过去，中国在诸多科研领域取得全球
领先的成绩。现在没人再这么问了。”戴伟
笑着说，“在中国做科研有许多独特优势，
比如，与我合作的中方课题组，既有化学
专业的人才，也有化工专业背景的，这有
利于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实际应用。”

如今，当欧洲朋友来北京时，戴伟喜
欢带他们去游圆明园，给他们讲法国作家
雨果写的 《致巴特勒上尉的信》，从中对比
曾经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如今中国的巨大
发展变化。戴伟的讲解触动了很多英国和
法国的朋友。

“除了做科普，我还希望力所能及地帮
助中国和欧洲民众增进对彼此历史的了
解，更新对彼此发展现状的认识，为欧洲
和中国文明交流搭建桥梁。”戴伟说。

（实习生陈诗梦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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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伟，是一位生活在北
京的英国化学家。他是孩子
们眼中的“化学魔法师”、学
生们喜爱的“网红洋教授”。
来华28年，他先后走过中国
30个省份、300多座城市，为
数十万中小学生义务科普。
接受本报采访时，他刚从甘
肃回到北京：“这次我在甘肃
做了4场科普活动，参与活动
的有大学生、中学生，还有小
学生，大家都非常喜欢。”

图为戴伟正在进行化学科普活动。 受访者供图

在泰国，中国电动汽车的
广告牌随处可见。旅客从曼谷
素万那普机场落地后，在高速
上 就 能 看 到 上 汽 名 爵 、 比 亚
迪、广汽埃安等中国车企的巨
幅广告牌。

记者近日在泰国走访中切
实感受到，中国电动汽车凭借
高质量的产品、创新的设计和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受到越来越
多泰国消费者的青睐，中国车
企在泰国投资建厂也助力泰国
汽车产业转型升级。

7 月 17 日，广汽埃安泰国
智能工厂正式竣工投产。这是
继7月4日比亚迪泰国工厂竣工
后，中国车企在泰国投产的又
一家海外工厂。一个月内两家
中国车企在泰工厂竣工投产，
显示中国车企出海布局泰国的
热度。

销售数据也能说明这种热
度 。 据 泰 国 汽 车 协 会 统 计 ，
2023 年泰国电动汽车总登记量
约7.6万辆，占汽车登记总量的
12%，其中前四名均为中国品
牌，前十名内中国品牌占 8 个
席位。

在比亚迪泰国工厂的竣工
仪式上，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兼总裁王传福表示，泰
国纯电动车的渗透率从 2021 年
初的不到 1%大幅增长到如今的
12%。参考中国市场的发展经
验，当新能源汽车渗透率突破
10%的临界点，将迎来跨越式发
展。“我们深信泰国正迎来新能
源汽车的黄金发展期。”

中国电动汽车进入泰国市
场 ， 带 给 泰 国 消 费 者 更 多 选
择。在今年4月的曼谷国际车展
上，68 岁的泰国顾客肯若告诉
记者，他们家已经拥有了一辆
比亚迪汽车，他还计划在车展
上为儿子再购买一辆中国品牌
电动汽车，“中国电动汽车的创
意设计和智能驾驶技术令人大
开眼界，不断给泰国消费者带
来惊喜”。

中 国 车 企 在 泰 国 投 资 建
厂 ， 不 仅 加 快 了 自 身 海 外 布
局，同时也促进了泰国汽车产
业转型升级。泰国电动汽车协
会副会长素罗·桑尼曾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汽车制造
商利用其先进技术优势在泰设
立工厂，组建合资企业，受益
最大的就是泰国民众和泰国汽
车产业。

广汽埃安在泰国智能工厂
竣工投产仪式上，选择把首款
全 球 战 略 车 型 在 泰 国 工 厂 下
线，足以体现其对泰国市场的
重视。广汽集团董事长曾庆洪
表示，随着泰国工厂落成，广汽埃安不仅要在泰
国同步导入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还将通过打造

“灯塔工厂”智造体系，助力泰国本土新能源汽车
产能提升以及产业生态升级。

素罗认为，中国电动汽车布局泰国市场，一
方面让泰国消费者有了更多选择，另一方面也带
来先进技术，将助力泰国形成完整的电动汽车产
业链，同时还将促进当地就业。

泰国汽车学院战略部主任拉查妮达指出，中
国电动汽车领跑市场，不仅促进泰国原有汽车配
套企业与在泰设厂的中国车企间的产能合作，还
加速了电池、充电桩等供应链企业发展，助力泰
国形成完整的电动汽车产业链。

（据新华社电 记者高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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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贸发会议） 日前发布
《2024年数字经济报告》，重点分析了当前快速发展
的数字经济对环境和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强调要坚
持可持续发展，降低数字经济环境成本，让更多发
展中国家从中受益。报告呼吁国际社会合力促进数
字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报告指出，当前全球数字经济蓬勃发展。2010
年以来，智能手机年出货量增长了一倍多，2023年
达到12亿部。预计从2021年到2028年，5G网络信
号覆盖率将从 25%上升至 85%。到 2029年，物联网
设备数量将增至 390 亿部，是 2023 年的 2.5 倍。互
联网和智能终端的快速普及，带动了电子商务产业
持续增长。报告抽取了43个国家和地区 （约占全球
经济总量的 3/4） 的数据显示，2016 年—2022 年，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电子商务销售额增长近60%。

报告认为，数字技术和基础设施对原材料依赖
度高，越来越多的电子设备在生产和处置环节对环
境造成一定压力。从原料消耗来看，每生产一台 2
千克重的计算机需要消耗约 800千克的原材料；一
部智能手机从生产到处置，需要大约 70 公斤原材
料。这导致对数字技术和低碳技术至关重要的关键
矿产的需求飙升，预计到 2050 年，全球对石墨、
锂、钴等关键矿产的需求将增加5倍。

当前，全球电子废弃物的增长速度快于回收速

度。2010年—2022年，显示屏和小型信息技术设备
等电子废弃物增加了30%，达1050万吨，而2022年
此类电子废弃物的回收率仅为 24%。数据显示，发
达国家人均电子废弃物产生量为3.25千克，发展中
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人均电子废弃物产生量分别
为不足 1千克和 0.21千克。报告称，发达国家产生
的电子废弃物很大一部分被运往了发展中国家
处理。

报告建议各国政策制定者、行业领袖和消费者
采取积极行动，向循环、包容的数字经济转型，改
变“开采—制造—使用—废弃”的传统方式。关键
举措包括设计耐用性和可修复性高的产品，完善回
收和再利用系统，鼓励负责任的消费方式，支持可
持续的商业模式等。政府、企业、消费者和社会组
织应密切配合，用多元化的视角促进包容性解决方
案的实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这一报告客观反
映了数字经济面临的一些问题。他认为，当前许多
发展中国家在获取数字技术以满足自身发展方面仍
面临障碍，国际社会应促进数字经济朝着公正和可
持续方向发展，在缩小数字鸿沟的同时保护地球。
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说：“我们必须共同努
力，建立全面的全球治理框架，促进可持续数字实
践，增强发展中国家充分参与数字经济的能力。”

联合国贸发会议发布《2024年数字经济报告》呼吁——

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包容性发展
本报记者 刘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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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墨西哥尤卡坦州普罗格雷索港，人们在海滨沙滩上放风筝。 新华社/法新

墨西哥：五彩风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