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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点评

未来约90亿人需吃饭

“目前，全球有近 8亿人生活在饥饿中，其中
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地区占大多数。到 2050 年，
将有20亿人口加入这一行列。”中华能源基金委员
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何志平表示，人口增长带
来的粮食安全问题不容忽视。联合国粮农组织研
究显示，到 2050 年，世界将需要增加 60%的粮食
来供应 90亿人口。除此之外，全球气候变化、农
药过度使用、耕地数量减少等也为农业发展和粮
食安全带来巨大压力。

“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各国的共同追
求。”美国康奈尔大学可持续农业发展教授丽贝
卡·尼尔森表示，近年来全球在农业发展、减少饥
饿方面取得很大进展，但一些国家和地区也面临
着越来越多的问题。例如，过度使用农药和化肥
等造成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水体富营养化、
土地遭受污染等都使农业可持续发展面临挑战。

2015年9月，联合国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
议程》。“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是 《2030 年可持续
发展议程》的第2项目标。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国
家也不能掉队。”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主席弗
雷德里克·沙瓦表示，“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巨大
成就，特别是在提高单位土地产出方面成绩显
著。就每公顷土地的产量来看，非洲能达到每公
顷 8 吨就已经很不错了，而中国能达到 15 吨至 16

吨。这为非洲及世界农业发展提供了有益参考。”

分享才能“吃饱”“吃好”

“农业是发展和深化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领
域。中美两国农业合作起步最早、最有成效，也
是最有潜力的合作领域之一。”中国驻美大使馆农
业参赞韦正林这样说道。美国罗格斯大学教授卡
尔·普雷也指出，在农业技术研发上，中美两国有
很多相似相通之处。例如，美国的杂交玉米技术
领先全球，中国的杂交水稻技术也在造福世界。

“中国的玉米种植与生产技术也在不断进步。
基于氮肥高效品种和缓控释肥料，我们创新了

‘氮肥后移’管理技术，在中国吉林省玉米种植中
成功应用并获得高产。此外，另一个有效做法是
利用宽窄行密植技术，优化作物群体结构，提高
群体生产力。”中国吉林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吴兴宏
介绍说。

美国孟山都公司全球生物技术法规事务总监
安吉拉·卡乐表示，“多年来，我们致力于通过技
术创新改善种子质量，提高农作物产量和品质，
为更多农民创造经济效益。未来我们将加强技术
研发，关注环境变化，深化沟通合作，为世界提
供更多农业可持续发展产品和技术。”

“通过此次论坛，我们希望与各国、各界人士
一道，构建一个制度化、常态性的研讨交流机制
和国际化平台，提供中国农业创新变革的更多精

彩实践和案例，贡献更多中国智慧和解决方案。”
中国深圳市大生农业集团董事长兰华升表示。

“一带一路”带来机遇

实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进程中，“一带一路”
倡议受到了中外专家的广泛关注。何志平认为，

“一带一路”倡议旨在推动国际社会在农业、科
技、经济和全球治理等领域的进一步合作。未来
通过推广农业技术和成功经验，“一带一路”相关
各方将提高农业生产率，确保粮食安全，并最终
实现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贝弗莉·
西尔弗表示，“一带一路”倡议符合世界各国人民
的利益。在农业领域开展国际合作，将有助于各
国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提高农作物产量，改善
人们的生活质量。希望“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引
领新一轮变革，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国际智库席勒学会主席黑尔佳·策普—拉鲁什
则认为，在全球面临经济复苏缓慢、粮食危机、
难民问题等一系列挑战下，“一带一路”倡议正在
为世界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动力、新希望。“让我
们一起加入中国梦，振兴美国梦，共同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携手为全人类实现梦想而努力。”她
说。

题图为农业可持续发展论坛现场。王江传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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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用 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上 20%的人
口，其中谷物自给自足率达到 95%，十分了不
起！”近日，在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农业可持续发展
论坛上，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朱廷举的
发言引起与会者共鸣。该论坛由联合国经济与社会
事务部、中华能源基金委员会共同主办，中国深圳
市大生农业集团合办。各国常驻联合国代表、中美
两国农业领域专家学者以及企业界代表等150余人
汇聚一堂，探讨国际农业合作，为促进全球农业可
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近 日 ，阿
里巴巴无人超
市“淘咖啡”
亮相杭州，没
有收银员，无

需排长队、东西买完就能走。第一次进店
时，打开“手机淘宝”，扫一扫店门口的二
维码，获得一张电子入场券。通过闸机时
扫这张电子入场券，进入店内之后就可以
购物了，进到里面全程不用再掏手机。不
过这家超市只是试水，商用暂无时间表。

其实，无人超市的出现，并不只是最
近的事。2016 年初，瑞典就出现了通过手
机扫描二维码进门，且手机绑定信用卡支
付的无人便利店Nraffr。这几天刷屏的杭州
无人超市，采用的是视觉传感器、压力传
感器以及物联网支付等技术。其中关键就
在于为每件商品添加了RFID标签 （俗称电
子标签），它通过射频信号自动识别目标对
象并获取相关数据，识别工作无须人工干
预，可工作于各种恶劣环境。目前在一些
图书馆和线下商店的磁扣中，也会用到类
似的技术。可以说，这是一种相对成熟且
廉价的解决方案。

不过，这种RFID标签本身也存在无法
克服的问题。比如，无法识别玻璃等特殊
材质的商品。如果标签被紧紧捏住，则将
不被识别到。因此要满足未来落地的无人
超市，恐怕还有一定的距离。

但随着技术的改进，这些细节上的问
题相信会逐步地解决。更为关键的问题在
于，这种无人超市，是否会是线下零售的
新方式或新趋势呢？

从商业角度上看，无人超市瞄准的应
该是节省人力、提高购物体验，以及可以
大规模复制、规模化的目标。比如，日本
推出的无人便利店计划，就是因为日本的人力成本实在太高
了。中国的零售行业，未来也势必面临同样的问题。

但从服务的角度来看，零售店的营收，是否只需考虑人力
成本单一因素？恐怕不是。某投资机构的投资人就以7-11为例
做了一个成本分析。7-11是全世界最大的便利店，但它的人工
成本只占整个营收的1.8%，即使加上租金，也不到5%。而要不
影响用户体验，无人超市所采用的技术、管理方面的成本其实
非常高。除非进行大规模的复制、使用，否则降成本很难。另
外，无人店对人流量、用户人群以及产品结构都有一定的要
求，这些都构成了无人超市的门槛。

线下消费在新技术的促进下，不断涌现出新的商业模式与
商业场景，但这种无人超市是否会成为新趋势，是否会代替传
统的零售模式，则有待时间检验。不过，在这个智能时代，或
许一切都充满了可能。 （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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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从陕西宝鸡到甘肃兰州的宝兰高铁正
式通车运营。宝兰高铁的通车打通了中国高铁横
贯东西的“最后一公里”。宝兰高铁与已开通运营
的徐兰高铁西宝段、兰新高铁连通，将中国西北
地区全面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

这条高铁开通之后，兰州至“北上广”三地9
至 11小时“交通圈”初步形成。如果你是一名从
上海出发的“吃货”，早上你可能还在吃上海小笼
包，中午可以吃上西安羊肉泡馍，晚上就可以吃
上兰州牛肉面。

中国高铁大贯通

宝兰高铁也就是陕西宝鸡至甘肃兰州高速铁
路。这条高铁线路于2012年年底开工建设，今年3
月开始分段联调联试。

这条高铁线路全长401公里，自陕西省宝鸡市
引出后，经甘肃省的天水市、秦安县、通渭县、
定西市至兰州市，全线设宝鸡南、天水南、秦
安、通渭、定西北、兰州西等8个车站，运营时速
250公里。

这条高铁有多重要？宝鸡至兰州高速铁路是
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速铁路主
通道中陆桥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横贯西北地
区与中、东部地区的铁路客运主通道。宝兰高铁
与已开通运营的徐兰高铁西宝段、兰新高铁连
通，将中国西北地区全面融入全国高速铁路网。

宝兰高铁打通了中国高铁横贯东西的“最后一
公里”，使甘、青、新三省区融入“四纵四横”全国路

网布局，实现了与中东部地区的大贯通、大贯联。

一日行遍南北东

单从交通便利来说，宝兰高铁通车之前，从
宝鸡乘坐火车到兰州最快要用时 5 小时 28 分，而
最慢的一趟车用时8小时11分，其他车次用时在7
个小时左右。而宝兰高铁开通后，从宝鸡出发仅
需两小时左右就可以到兰州。

宝兰高铁的开通，兰州西至西安北全程运行时
间约为 3个小时左右，兰州西至西宁全程运行时间
约为 1 小时，这将带动这三个省会城市实现“同城
化”。

此外，宝兰高铁西安北至嘉峪关南全程运行
时间约为 8小时，每天 7：00—22：00时间段内基
本实现了“公交化”发车，密度最大
时，间隔只有半个小时。如果你是一
名“驴友”，早上你可能还在游览古都
西安，下午就可以领略嘉峪关的大漠
风光。

从更大的范围来说，随着宝兰高
铁的开通，兰州至“北上广”三地9至
11小时“交通圈”也初步形成。

耐高耐寒又抗风

7 月 6 日上午，一组 CRH5G 型技
术提升动车组抵达西安铁路局西安北
动车所，这也是该型号动车组在中国

的首次亮相。这一新车型主要服务于宝兰高铁开
通后西安局加开的各次高铁列车。

CRH5G型技术提升动车组是专门针对兰新线
特点，以更好适应高寒高温高湿高原和强风沙强
紫外线运营条件而研制生产的全天候动车组，设
计运行时速为250公里。

这一新车型中，整车 9 项关键技术及 10 项配
套技术的自主化率、国产化率达到90%以上，是具
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耐高寒抗防风沙动车组。
通过种种改进措施，可使该型动车组在零下 40℃
的高寒条件下正常运营，具有抗风、沙、雨、
雪、雾、紫外线等恶劣天气的能力。

（据中国新闻网）

宝兰高铁通车运营

中国高铁实现“横贯东西”

7 月 11 日，2017 中国·
昆明郑和国际文化旅游节在
郑和故里云南省昆明市晋宁
区开幕。

图为演员在开幕式上表
演 节 目 《扬 帆 起 航》。

新华社记者 陈海宁摄

郑和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幕郑和国际文化郑和国际文化旅游节开幕

东夷小镇原是山东省日照市秦楼街道董家滩村一个传统小渔
村。2012年，当地政府按照“拆一片旧村，带一片产业，富一方百
姓”的思路，规划建设东夷小镇，建成村民回迁安置楼，以及7万平
方米的渔文化主题岛和民俗文化体验岛，打造成特色旅游小镇。

图为山东省日照市东夷小镇一期建设全貌俯瞰图。
新华社记者 范长国摄

山东：小渔村变身特色旅游镇

据新华社北京 7 月 11 日电
（记者白瀛） 国家话剧院新创话剧
《兰陵王》 11 日晚在国话剧场首
演。在中国话剧诞生 110 周年之
际，该剧通过深层次的民族情感和
道德哲思，力求进一步探索中国话
剧的民族化。

该剧导演、国家话剧院副院长
王晓鹰在剧中大量运用了戏曲、傩
戏等民族元素，让演出更具趣味
性。王晓鹰说，在中国话剧诞生
110周年之际，作为舶来品的话剧

“民族化”探索绝不应是用简单的

戏曲形式作为色彩和装饰来讲中国
故事，而是运用具有现代舞台艺术
品格的跨文化呈现，在“中国意象
现代表达”的探索创新上不断走向
深入。

本剧在舞台效果上突破了写实
模式，具有魔幻色彩和象征性。剧
中音乐气质也侧重民族与现代相
融，其中加入了西凉乐龟兹乐的元
素，仿佛将观众带领到幽暗冰冷的
宫闱，或是刀光剑影的战场，外化
人物情感，烘托舞台气氛，表现生
命的复杂与艰难。

国家话剧院《兰陵王》首演国家话剧院《兰陵王》首演

唐振江摄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乌鲁木齐7月 12日
电（记者刘杰） 随着新疆旅游旺季
的到来，作为游客集散地的乌鲁木
齐市在确保食品安全方面推出系列
举措。为了让消费者吃得安全放
心，全市推出“明厨亮灶”工程，部
分餐饮企业在大厅屏幕“直播”厨
房，全面显示洗菜、烹饪、餐具清
洗消毒等各个环节。

乌鲁木齐二道桥民族歌舞大
剧院餐厅可以同时容纳 800 人就
餐，后堂里设置了8个摄像头，覆
盖所有操作区和出品区。二道桥
大剧院相关负责人表示，大剧院

吧台以及所有的包厢内也都安装
了显示屏，让消费者看到菜肴制
作的全过程，全力打造让顾客放
心的厨卫环境。

据乌鲁木齐市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介绍，去年乌鲁木齐提出“透
明厨房”工程试点，要求大中型餐
饮企业采用透明玻璃幕墙、隔断矮
墙或参观窗口、视频显示等方式，公
开展示进货查验、后厨加工、凉菜制
作、清洗消毒等重点区域和环节，主
动接受公众监督。今年以来，该工程
在全市各级餐饮企业逐步推进，受
到消费者欢迎。

乌鲁木齐：餐饮业打造“透明厨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