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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国治沙固沙技术 见证沙漠光伏产业发展

素有“天下黄河富宁夏，首富中卫”美誉的中卫市，地处
腾格里沙漠东南边缘，因气候干旱少雨，年均蒸发量是降雨量
的 10 倍多，曾长期处于荒漠化威胁中。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因
包兰铁路修建与安全通行需要，中卫人民开始艰苦卓绝的探索，
最终摸索总结出“以固为主、固阻结合”的“五带一体”治沙
模式。经过 60 余年努力，腾格里沙漠已后退 25 公里，包兰铁路
安全运营得到有力保障。

在占地 2.8 万亩的中卫市腾格里沙漠新能源基地，外媒记者
一边了解防风治沙理念，一边在中卫市国有林业总场总工程师
唐希明的指导下脚踩铁锹，体验扎草方格。埃塞俄比亚芳纳广
播公司制作人阿费沃尔克·埃亚犹·杰马列在体验结束后得到
了“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纪念印章。他说：“今天，我了解了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这句话的含义，这让我永生难忘。埃塞
俄比亚也有一些沙漠地区，我们可以向中国学习治沙经验。”

除此之外，外媒记者还走进基地观测平台，对板上发电、
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进行深入了解。他们对中国光伏产业表现
出极大兴趣，不断提问了解基地运营情况。据龙源宁夏公司中
卫维保中心主任工程师潘战国介绍，该基地是中国最大“沙戈
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是国家千万千瓦级“沙戈荒”基地中首
个备案、开工、投产的项目，基地规划新能源总装机容量 1300
万千瓦，一期项目发电量为每年 18 亿千瓦时，可满足 150 万个
家庭一年的用电量。

肯尼亚 《人民报》 记者罗林斯·奥蒂诺·欧迪霍说，在肯
尼亚的加里萨县有一家由中国承建的光伏电站，发电量可达 35
兆瓦。“我在这里看到的巨大规模的光伏板，其他非洲国家也可
以效仿。”他表示，希望中国能源企业在肯尼亚北部地区进行更
多光伏项目投资。

索马里国家通讯社编辑卡达尔·阿韦斯·哈桑说，通过采
用先进科技，中国不仅确保了自身能源的可持续性，还为新能
源推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树立了典范。

滑沙越野乘筏漂游 体验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

随着治沙工作推进，位于中卫市的沙坡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逐渐成为全球瞩目的生态旅游典范。这里不仅汇聚了沙漠、黄
河、高山、绿洲等景观，更凭借非物质文化遗产羊皮筏子、沙漠
乘驼、滑沙、飞索、沙漠冲浪车等热门项目，吸引来自世界各地
的游客。

“坦桑尼亚没有沙漠，乘坐沙漠冲浪车对我来说是一个全新
的体验。”坦桑尼亚国家电视台主播坎基·姆瓦伊戈莫勒说。

“我们拥有丰富的沙漠资源，就像这里一样，但没有充分利
用。”尼日利亚 《外交官特刊》 外事记者负责人拉斐尔·奥尼表

示，“我们需要向中国人学习，将自然环境转变为一个人们乐于
居住的宜居之地。”

记录引黄灌溉成果 盼加强合作促本国生产

宁夏地理风貌多样，从一望无际的腾格里沙漠到连绵起伏
的贺兰山，再到蜿蜒曲折的黄河，全境地势南高北低，落差近
1000 米，而黄河经过的宁夏平原，自然落差仅约 200 米，具有得
天独厚的引水灌溉条件。经过开发，宁夏平原早已发展成为农
业发展的理想绿洲，并孕育出天人合一的黄河文化。目前，宁
夏引黄灌溉区面积约 8600 平方公里，总灌溉面积达到 828万亩。

“九渠之首”青铜峡是宁夏引黄古灌区渠系最发达的地区，
外媒记者们在青铜峡水利枢纽工程旁争相合影留念。加纳广播
公司记者萨缪尔·阿亚马对农田引黄河水种植水稻的情况进行
了细致的记录。“我想回去制作一个深度报道在电视台播出，加
纳需要这些灌溉设施，它有可能将单一季节的农业生产转变为
全年耕作，这将极大地帮助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大大降低失业
率，同时提高农场的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计。”萨缪尔·阿亚
马说，“我们想要通过合作获得支持，加强加纳的农业生产。”

南非 《每日新闻》 主编阿扬达·姆得卢利对中国和南非的
合作充满期待。他说：“中国拥有世界一流的技术，尤其在开发
灌溉水利系统以及如何保护水源方面，南非应向中国学习，我
认为双方可以开展重要合作。”

采枸杞庆丰收 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在宁夏，外媒记者们通过采枸杞、访古村、庆丰收，切身
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在“中国枸杞之乡”中宁县枸杞种植基地，外媒记者采摘
枸杞鲜果，走进智能加工中心，品尝枸杞深加工产品，并希望
将这份新奇、独特的味道带回家乡。“在我来到宁夏之前，我并
不知道枸杞是什么。今天我尝到了枸杞鲜果，它们真的很甜。”

《斐济太阳报》 编辑塔布提·普拉萨德说，他在离开枸杞种植基
地时，买了不少枸杞产品。

在中卫市中宁县的黄羊古落，外媒记者舞动黄羊钱鞭，挥
动长杆打枣，体验中国农民丰收节。“我喜欢这种形式的舞蹈，
步伐统一，表现出了与众不同的活力。”津巴布韦国家电视台电
台总经理乔纳森·提纳沃·马瑞瓦强调黄羊钱鞭这类非物质文
化遗产的重要性，“它历史悠久，流传至今，也将延续到未来。
它让这种蓬勃的生命力一直存在于孩子们的记忆里。”

在本次“走读中国”宁夏线活动结束时，中国公共外交协
会副会长王东华对外媒记者表示：“你们在中国待过一段时间之
后，也许会对中国形成自己的看法。希望大家充分利用在中国
的这段时间，尽可能多地去发现，并向你们国家的人民展示一
个真实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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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传统与创新的结合令我惊叹。访问宁夏是
一次难忘的经历。希望中国和太平洋岛国，特别
是瓦努阿图之间的纽带越来越牢固。”瓦努阿图
《每日邮报》记者尼古拉斯·穆威说。

近日，由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和环球网联合主

办的2024“走读中国”国际媒体交流活动举行。来
自肯尼亚、南非、坦桑尼亚、尼日利亚、斐济等14
个国家的记者走进宁夏，深入银川、吴忠、中卫3座
城市，通过实地参访交流，亲眼见证 “塞上江南”
的生态保护成果，亲身感受黄河文化孕育出的中
华民族坚韧不拔的毅力以及创造力。

在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
心水污染控制实验室主任魏源送办
公室的抽屉中，珍藏着一封特别的感
谢信：牛皮纸信封上印有辗转多地的
邮戳，密密麻麻的斯里兰卡僧伽罗语
字母后，附有全体村民的亲笔签名和
手印。信中写道：“尼迪亚村民衷心
感谢魏源送教授的帮助，我们终于喝
上了放心可口的饮用水……”

魏源送与斯里兰卡的结缘要从
2013 年 8 月说起。一天，他收到了一
封来自斯里兰卡的求助邮件。发件
人韦勒戈德博士曾参加过中国科学
院“水与卫生”援外培训班，他询问是
否能基于课上讲授的水处理技术进
行合作，以解决与斯里兰卡饮用水相
关的慢性肾病（CKDu）问题。

当时数据显示，自 1990 年以来，
斯里兰卡 CKDu 患者高达 4 万余人。
世界卫生组织初步研究表明，该病与
当 地 百 姓 饮 用 的 地 下 水 水 质 高 度
相关。

这一重大民生问题从此闯入了
中国科学家的视野。2014 年 8 月 ，
魏源送第一次踏上了斯里兰卡的土
地，开始了“摸爬滚打”的调研历
程：他和韦勒戈德一起租车、找路，
每天颠簸数小时到达病区考察；挨
家挨户走访、召集村民询问病情，
很多时候还遭到冷遇，一天下来甚
至喝不上一杯水；想要实地采样却
被不明就里的村民阻拦，费尽口舌
却只落得满身蚊子包……

“之前也有一些国家的人在这里
考察，当时许多当地人以为中国人
和其他国家一样，只是为了写写文
章、发发论文才来，不是为了真正
帮助他们。”魏源送说。

经过前期调研和中斯双方沟通
协调，2015 年 3 月，中科院与斯里
兰卡城市发展与供排水部 （注：现
为供排水部） 签署了合作备忘录，
正式决定开展 CKDu 追因与饮用水
安全保障研究合作。此后，魏源送
频繁往返于两国，与更多中国科学
家们一道，在斯开展了一系列真诚、
扎实的研究合作。

“我们的主要合作方斯里兰卡供
排水部换了 9 任常务秘书，每换一位
常秘我就来一次。如今，我们不仅得到了各级官员的肯定，
也在民间收获了很多情谊。”魏源送说。

2017 年 9 月起，中科院采用纳滤、电渗析等技术，通过联
合研究和企业捐赠等方式在斯里兰卡 CKDu 病区建设了 4 处
饮用水示范工程，为当地 5000 余名村民和 1300 余名小学生
提供了安全饮用水。2017 年 11 月，中斯水中心项目奠基；
2021 年 10 月，中国商务部援建的中斯水中心科研综合大楼
正式启用；截至目前，该中心已获得斯里兰卡多个相关部委
的政策或资金支持，双方签署了 6 份政府级、研究所级双边合
作备忘录，建立了 1个国家级和 1个院级合作平台。

水合作项目也在源源不断培养本土科技人才。中斯水
中心累计已为当地培养了 30 余名医护人员、20 余名肾病调
查人员、20 余名水务人才和 30 余名硕博研究生。魏源送课
题组两篇中斯合作的 CKDu 相关研究论文分别在 2023 和
2024 年获得了斯里兰卡总统科学奖。

“当地百姓现在最信任的就是中国科学家，很多人一见
到他们就会鞠躬道谢。还有许多患肾病的村民说，因为中
国科学家的帮助，自己已经好几年不用再去医院了。”中斯
水中心培养的博士生蒂图斯·库雷说。

今年 7 月，在中斯水中心科研综合大楼里，第九届中斯
联合研讨会召开。今年研讨会的讨论内容从水科技合作扩
大至气候变化、海洋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参与人员也
从中斯两国科学家扩展到包括美国、加拿大、马尔代夫等
近十个国家的专家学者。

魏源送感慨道，在 11 年时间里，在中国科学家们的真
诚努力下，一封邮件化作一个个具象的合作，给斯里兰卡
民众带来了切实的健康福祉。

“这是我第 31 次来到斯里兰卡，我们已经打好了从 0 到
1 的基础，今后的合作一定会从 1 到无穷。中国已经实现了
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大转变，我们希望用
科技合作为斯里兰卡人民带来更多福祉，让这一项目成为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典范。”魏源送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陈冬书、伍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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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 189 届慕尼黑啤酒节在
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举办。今年的啤
酒节继续秉持传统与创新相结合的理
念，吸引了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本届啤酒节一开幕便迎来开门红，
首个周末就吸引了上百万名游客。开
幕当天中午，身着巴伐利亚传统服装
的人群涌动在慕尼黑市中心的街道上，
游客们步履匆匆地赶往啤酒节举办地
特蕾西娅大草坪。

开幕式是啤酒节的重头戏。按照
传统，每年都由慕尼黑市长敲开第一
桶啤酒来象征啤酒节开幕。今年，慕

尼黑市长迪特尔·赖特尔身着传统巴
伐利亚服装，手持木锤，在全场欢呼
声中，重重敲向一个巨大的木桶。随
后，新鲜的啤酒源源不断地流入巨大
的酒杯中，现场民众高举酒杯，共同
庆祝这一盛大的节日。

今年啤酒节上，游客们除了可以
在慕尼黑当地酿酒厂搭建的帐篷里品
尝到各式啤酒外，还可以欣赏到现场
音乐表演。活动现场还搭建了众多不
同主题的游乐设施，吸引了大量游客。
不少游客脖子上挂着巴伐利亚特色心
形姜饼。一名姜饼销售人员介绍，这

也是啤酒节的一项传统，姜饼上写有
各式祝福话语，许多人会将其作为礼
物送给爱人或亲人。

慕尼黑市民约翰·库珀说，每年
来参加啤酒节已成为自己的一种习惯。

“天气好，氛围也好，人们都很友善，
一切都轻松愉快，这让我很高兴。世
界各地的人都来到这里，一同庆祝这
个节日，这是啤酒节的最大魅力。”

始于 1810 年的慕尼黑啤酒节是德
国最著名的民俗节庆活动之一，如今
每年会吸引来自世界各地的约 600 万
名游客。主办方表示，希望通过花车
巡游、广场音乐会等方式，将这一富
有悠久历史的传统节日不断延续，并
努力让来自全球的游客都能和当地市
民一起，共同沉浸在啤酒节充满传统
魅力的愉悦氛围中。

“这是一个慕尼黑的节日，但我们
仍然欢迎来自世界各国的客人，特别
是来自中国的客人。”慕尼黑市经济劳
动局局长、慕尼黑啤酒节负责人克莱
门斯·鲍姆格特纳表示，一座城市活
力的维系不能只靠当地居民，还需要
外来游客的支持，而啤酒节正是吸引
民众“所需的磁铁”。

（据新华社电 记者李超、贾金明、
李函林）

感受慕尼黑啤酒节的开放包容与传统魅力

图
为
慕
尼
黑
啤
酒
节
开
幕
大
游
行
现
场
。 

               

新
华
社
记
者  

任
鹏
飞
摄

环 球 热 点

图为肯尼亚记者学习黄羊钱鞭舞。            刘  健摄 图为尼日利亚记者在枸杞庄园采摘鲜枸杞。   刘  健摄

环 球

掠 影

南瓜称重大赛
近日，美国马萨诸塞州托普斯菲尔德举行一年一度的新英格兰地区南瓜称重大赛。

图为人们在托普斯菲尔德观看南瓜称重大赛。                       新华社/法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