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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绿色的、有希望的沙漠”

“中国的‘绿色奇迹’”。近日，巴基斯坦 ARY 新
闻频道网站刊文盛赞库布其的治沙成绩单。文章指出，
自 1988年起，中国企业与当地民众、政府通力合作开始
了防治荒漠化的工作。30 年后，库布其 1/3 的沙漠得到
绿化，第二产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文章还援引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的数据，称“库布其生态修复项目”在 50年
间创造了约18亿美元的价值。

库布其沙漠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高原脊线以北，黄河
“几”字弯里南岸。南非新闻网站“独立在线”曾这样描述治
理前的库布其沙漠：“中国的第七大沙漠库布其，曾因其恶
劣的环境条件以及当地居民一贫如洗的经济状况而被称
为‘死亡之海’。”

如今，这里的面貌大不相同。从“死亡之海”到
“希望之地”，库布其实现了从“沙逼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历史性转变。2016 年和 2017 年，美国 《国家地
理》摄影师乔治·斯坦梅茨曾两次到访库布其，他由衷感
叹，“沙漠往往意味着恶劣的环境、贫瘠的资源和贫穷的
民众，但中国的库布其沙漠不一样，这是一座绿色的、
有希望的沙漠。”通过这名摄影师的镜头，绿色库布其在
海外社交网站一经亮相，便“圈粉”众多海外网友。

美国 《时代》 周刊也关注到了库布其正在发生的巨
变：“人们已经种下固定流沙并防止沙丘侵占农田和村庄
的特殊植物。消失的牛羊成群已经重现，第二产业也在

迅猛发展，游客们正蜂拥而至。”
“库布其模式”现已成为中国的治沙名片，在国际社

会广受好评与肯定。希腊前总理安东尼斯·萨马拉斯表
示，库布其模式的系统性设计非常独特，成效卓著。联
合国环境规划署称赞库布其为“世界播撒绿色的生态创
新先锋”。

“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教科书”

2017年9月，库布其沙漠一名普通牧民巴布的故事登
上了罗马尼亚一家主流报纸。这篇题为 《库布其模式：
沙漠人民的新生活》的专题报道占据了报纸的一个整版，
讲述了库布其沙漠治理对巴布一家生活的巨大影响。文章
的作者表示，“我们只需要看看牧羊人巴布的故事，就可以
了解沙漠的转变对整个人类以及这个星球的意义”。

在惊叹库布其“绿色奇迹”的同时，国际社会对荒
漠化治理中蕴藏的“中国智慧”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纷纷探寻“库布其模式”的成功之道。

“库布其是全球荒漠化治理的教
科书。”结束在库布其的调研后，澳
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教授斯夸尔评
价说。在他看来，方法全面，即充
分利用沙漠的各种资源和环境提供
的发展机遇，这是“库布其模式”
成功的一大秘诀。

印度《商业标准报》评论部编辑
米希尔·夏尔马则表示，库布其的太
阳能光伏发电项目采用“板上发电、
板间种草、板下养羊”的模式，极具创
造力，期待未来印度的太阳能计划能
够借鉴库布其的经验。

南非新闻网站“独立在线”刊文
指出，库布其通过种植甘草带动相关
产业，进而提高了当地农牧民的生活
水平。同时，这种在沙漠恶劣环境下
也能茁壮成长的药用植物还能减缓
荒漠化的速度。

2017年第6届库布其国际沙漠论

坛举办期间，俄罗斯塔斯社刊发题为 《国际社会盛赞中
国库布其治沙模式》 的文章，认为“库布其模式”的核
心是政府政策性支持、企业产业化投资、农牧民市场化
参与以及生态持续化改善。

“世界生态环境保护领导者”

荒漠化被称为“地球的癌症”，是全球生态领域的难
点问题。荒漠化治理是一场攻坚战，更是一场持久战。

“库布其模式”的成功为根治“地球的癌症”开出了“中
国药方”。而今，不少外媒纷纷来到库布其，观察库布
其，从中找寻经验。

“在南苏丹，人们应对荒漠化通常的做法是从荒漠化
严重的地区搬迁出去，让那里的生态自然恢复，但是这
样的过程非常缓慢，而库布其治沙的做法是人们主动治
理，我要把中国的治沙经验带回去，让更多的人知道治
理沙漠还可以这样做。”南苏丹广博集团记者阿汤加在库
布其实地拍摄之后颇受启发。

埃及 《消息报》 记者霍桑则抛出一个更为直击根源
的问题：“我们好奇的是，库布其沙漠治理 30 年，这样
漫长的过程是因何得以持续的？”答案其实并不难找。

正如不少外媒所认为的，库布其沙漠治理的巨大成
就得益于中国对绿色发展理念一以贯之的坚持。从黄沙
漫卷到绿意葱茏，库布其已然成为“美丽中国”建设的
一个生动缩影。

今年3月，美国世界政治评论网站刊文称，中国国务
院组建生态环境部，体现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明显意
愿。拉美社也在一篇题为 《中国的环境保卫战愈演愈
烈》的文章中指出，“中国政府正在加快建设生态文明体
系，这是一场名为‘美丽中国’的战役”。拉美社还注意
到：“在建设‘美丽中国’的同时，中国政府还将其与应
对气候变化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全球目标相结合。”

“当华盛顿放弃其国际承诺时，库布其的变化进一步
提高了中国作为世界生态环境保护领导者的信用度。”巴
基斯坦ARY新闻频道网站直言，这是库布其沙漠治理的
另一层意义。美国石英财经网同样认为，“中国在生态环
境事业上的努力不仅在国内得到回报，并在全球范围内
树立了榜样，使其在世界舞台上得到更多尊重。”

外媒点赞“库布其模式”

中国“绿色奇迹”惊艳世界
本报记者 严 瑜 李嘉宝

国 际 论 道

盛夏8月，内蒙古自治区库布其国
家沙漠公园内绿意盎然，树影婆娑。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寸草不生、风蚀
沙埋。经过几十年的科学治理，春风
度过库布其，不毛之地成为全球防治
沙漠化的典范，也成为世界观察“美
丽中国”的最佳窗口。

图为库布其沙漠中的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图为库布其沙漠中的七星湖沙漠生态旅游区。 新华社记者 彭 源摄

图为技术人员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库布其沙漠示范甘草平
移法。 新华社记者 邹 予摄

图为技术人员在位于内蒙古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的库布其沙漠示范甘草平
移法。 新华社记者 邹 予摄

海 外 声 音

中国10城入围全球宜居100城
据英国《经济学人》近日公布的2018年全球宜居城巿

排名，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第一次打败全球最宜居城市澳大
利亚墨尔本荣登榜首，中国有10座城市进入前100名。

《经济学人》表示，维也纳和墨尔本在健康医疗、教
育及基建方面都拿下100分满分，但由于今年维也纳受恐
怖威胁减少，加上低犯罪率，最终其以稳定性的满分夺
冠，澳大利亚墨尔本只能屈居第二名。其他进入前10名
的宜居城市依次为大阪、卡尔加里、悉尼、温哥华、多
伦多、东京、哥本哈根和阿德莱德。

在该排行榜前 100 名，中国入围的宜居城市有香港
（35）、台北（58）、苏州（74）、北京（75）、天津（77）、上海
（81）、深圳（82）、大连（90）、广州（95）和青岛（97）。

据悉，宜居城市排名的调查涵盖全球140个城市，评估
范围包括文化与环境、教育、基建、健康医疗及稳定性。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

孔子学院数量在非洲快速增长
作为提升中国文化影响战略的重要一部分，政府资

助的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公共机构正在全球越来越多
的地方出现。据国际咨询机构统计，自2004年以来，非
洲的孔子学院数量从0发展至48所。

中国孔子学院仿照法国文化中心、德国歌德学院以
及英国文化协会而设，而西方国家的该类机构早在19世
纪末20世纪初就已进入非洲。与西方国家相比，尽管中
国进入该领域晚了100多年，但若论海外文化机构数量，
中国目前仅次于法国，位居全球第二。

加纳海岸角大学孔子学院当地负责人伊斯马尔·曼沙
赫博士表示，受益于孔子学院教授的中文课程，很多加
纳年轻人在与中国人交流乃至未来职业选择的过程中都
占据明显优势。“目前，孔子学院正越来越受当地百姓欢
迎，每学期在该学院接受语言培训的学生多达2000人。”
曼沙赫博士说道。

——据美国石英财经网站报道

图为赞比亚卢萨卡孔子学院。
（来源：美国石英财经网站）

中国推动家庭垃圾回收
配备人工智能技术的分类垃圾箱、新的立法、对公

民进行教育培训以及对违规人员进行罚款……中国正在
采取各项措施推动家庭垃圾回收。

中国全球环境研究所一名负责人表示，中国年轻人
正逐渐加入到环境话题中去，他们采取行动的兴趣也正
在提升。

中国对家庭垃圾制定的目标是，到 2020 年，35%的
城市家庭垃圾都要实现回收利用。

目前，欧盟范围内 45%的城市垃圾都已实现回收利
用。欧盟成员国商定，到2025年，城市垃圾的回收比例
至少要达到55%。

2013年，上海市推行了“绿色账户”激励机制，鼓
励居民将垃圾分类。目前，“绿色账户”已覆盖上海近
380万户家庭。居民可通过将垃圾正确分类投放来获得积
分，还可用积分兑换日用品，如牛奶、香皂、牙膏、电
话卡和公共服务等。

新一代垃圾箱已开始投放使用。这些垃圾箱配备面
部识别、监视和垃圾分析等技术，还配置可在垃圾装满
时发出提示信号的传感器。

——据埃菲社报道

图为浙江省义乌市社区工作人员在指导居民操作智
能垃圾分类回收机。 (龚献明/人民图片)

图为香港城市景色。 （来源：视觉中国）

专 家
解 读

2018 年 5 月 9
日，李克强同日
本首相安倍晋三
举行会谈。图为
会谈前，安倍晋
三在迎宾馆广场
为李克强举行隆
重欢迎仪式。

新 华 社 记 者
庞兴雷摄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

中 日 两 国 需 相 向 而 行
■受访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高 洪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今年恰逢中日
和平友好条约签署 40周年，同时也是中国
走上改革开放道路 40周年的节点。中日以
经济为纽带，联系日益深化，正在迎来进
入合作时代的好时机。

日本 《读卖新闻》 报道，在中国加速
崛起的过程中，中日国际地位发生了变
化。构建稳定关系的重要性也进一步增
加。在双边关系的节点之年，必须谋求建
立互信。为了实现中日已经形成共识的

“战略互惠”，除了双边议题之外，还要在
一些国际性问题上积累务实合作。借中国
主导的广域经济圈构想“一带一路”推动

合作或将成为实现战略互惠的试金石。
美国 《外交官杂志》 刊文称，2018 年

是中日签署“和平友好条约”40 周年，两
国似乎都有意利用周年纪念来实现和解。
在谈到双边关系朝着积极方向转变时，中
日领导人都深表同意。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刊文称，1978年
条约缔结40周年这一事实本身就很重要，这
足以成为北京与东京梳理整个双边关系、促
进其基于实用主义的发展的充分理由。因为
正是两国领导人从实用主义出发，才让及时

“破冰”并成功开展经贸合作成为可能，尽
管仍在一些政治问题上存在分歧。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 的签订对中
日关系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条约用
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中日两国关系发展
的基本原则与方向，为中日关系沿着
和平友好的轨道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法
律基础。

正值条约签订 40 周年，两国关系
发展迎来一次重要契机。重温条约精
神，回到中日关系的“原点”，将有助
于为中日关系解困，克服政治、经
济、社会交往中的各种障碍，推动双
边关系进一步发展。

2017 年 5 月开始，中日关系出现了
缓和迹象。今年春天，中国总理李克强
又成功访问日本，中日开始朝着确保两
国关系不脱离正常轨道、行稳致远的方
向在发展，出现中日关系改善的良好势
头。

中日关系改善，既源于国际形势
的变化，同时又是双方外交政策调整
的结果。一方面，美国推行单边主义
政策，特朗普发动对多国的贸易战，
造成世界范围内的紧张局势。这是中
日两国关系改善的客观环境。一方
面，中日关系改善的关键因素仍是中
日两国对外政策的调整，尤其是日本
外交政策的调整。安倍政府对华政策
的转变，在中日两国关系改善中起了
主导作用。

当前，中日关系总体平稳。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历史认识问
题上，日本社会舆论中仍存在一些不

和谐之音。日本某些媒体甚至是某
些政府部门，在中国的南海政策等
海 洋 政 策 上 仍 存 在 不 适 当 的 言 论 ，
试 图 通 过 炒 作 南 海 问 题 给 中 国 施
压。这些个别的不和谐之音与从去
年春天以来两国关系改善的总体趋
势是相悖的。

中日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需要日本
政府的诚意与切实行动。政治方面，
日 本 政 府 应 该 讲 信 用 ， 少 玩 “ 花
招”；经济方面，日本则应该通过切
实的经济举措来推动两国经贸发展；
社会文化方面，应扩大中日民间交
往，推动人文交流。国之交在于民相
亲，民间交往将有助于中日真正实现
和解。

日本应该拿出真心诚意，与中国
相向而行，从大局出发，切实推动两
国关系朝着和平友好的方向发展。目
前来看，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大体上
符合中日关系改善的大趋势，但仍需

“不开倒车，不走回头路”，保持政策
的持久性与稳定性。

中日关系对东亚地区的稳定发展
意义重大。作为东亚地区的大国，中
日稳则东亚稳，中日繁荣发展，东亚
则有光明未来。中日友好则关系到整
个东亚地区人民的福祉。

不后退，不动摇，与中国相向而
行，共同面对问题，共商解决办法，
中日两国关系的前途就会一片光明。

(王 晴采访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