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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与开发并举，完
善城市“绿肺”功能

在巴黎老城区和拉德芳斯新区

之间，郁郁葱葱的布洛涅森林公园

里游人如织。这片面积达8.5平方公

里的森林，享有巴黎“绿肺”之称，不

仅是市民休闲放松的好去处，同时

也是城市气候的有效调节器。走进

布洛涅森林，纵横交错的林荫小路、

多姿多彩的绿树红花、清新湿润的

空气，让人心旷神怡。司汤达、巴尔

扎克的小说中，梵高、马奈的绘画

里，都有布洛涅森林。

布洛涅森林公园负责人菲利

普·罗莱介绍说，布洛涅森林原为皇

家狩猎和娱乐场所，1852 年划归巴

黎市管辖并向公众开放。这片森林

和另一处的文森森林被称为巴黎的

两个“绿肺”，也是巴黎最大的两块

绿色空间。罗莱说：“园区根据树木

生长规律和自然生态法则，通过调

整横向结构和纵向层次，增加森林

的生态功能和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罗莱表示，改善城市绿色基础设

施旨在提升居民的生活质量，“‘绿

肺’让城市更健康”。城市森林的建

设要考虑到经济增长、社会包容和环

境保护三者的关系。“森林公园里不

仅有繁茂的树林、人工湖，还有体育

场、动物园等，形成一处集休闲、娱

乐和运动等功能的综合场所。”

巴黎市政府为保护现有的森林

资源作出不少努力。例如，市政府制

作“树木报告”以记录树木发展情

况，并为每一棵树建立档案和辨认

卡片。布洛涅森林是巴黎的森林旅

游胜地。为保持森林的完整性，修建

花园环道时，市政部门特意将通过

森林的隧道建于地下，形成了几条

与森林衔接的“城市绿廊”。

为充分发挥树木在城市中的

“碳汇”作用，巴黎市政府于2018年

推出“新气候计划”，倡议2020年前

在巴黎增加 2 万棵新树，城市森林

的规模在逐渐增大。如今，在布洛涅

森林和文森森林，生长着近30万棵

不同种类的树木。园区还进一步扩

大了草地的面积，使得森林和草地

交叉融合、互为一体，不仅实现了生

态系统的统一，也有利于景观同局

部环境的协调。

创新绿化方式，人人
都是“园丁”

在巴黎奥斯曼大道上的老佛爷

百货大楼屋顶上，有一座“空中花

园”。花园里种着 150 多种植物、蔬

菜和水果，占地约502平方米。这座

建立于2015年的“空中花园”，不仅

是年产数吨圣女果、覆盆子的“小型

农场”，更是巴黎绿色屋顶计划的重

要组成部分。

巴黎市政府分管绿地规划的项

目助理佩内洛普·高米特表示：“城

市森林不仅在于大片成块的区域绿

化，普通家庭的‘小花园’也能组成

城市的‘大森林’。在巴黎，我们能随

处看到形式多样、创意十足的绿化

方式，每一种形式都有它的价值。”

2015年，法国政府出台新规，要

求所有新建商业建筑必须使用绿色

或光伏屋顶，并计划到2020年巴黎

市区墙壁和屋顶的植被总面积达到

100公顷。在高米特看来，为建筑铺

绿顶、穿绿色外套，既不占用额外空

间，还增加了城市的绿化面积，又能

涵养雨水、调节气温。“绿色屋顶的

使用年限比传统屋顶长2到3倍，还

能起到缓和城市热岛效应、减少空

气污染、为鸟类提供城市栖息地等

作用。”高米特补充说。

2016 年底，巴黎市政府通过法

规，允许市民根据自己的创意增加

绿色植被。凭政府颁发的“植物培育

许可证”，市民可以在屋顶上培育植

物、在建筑外墙上增加垂直绿化空

间、在街道边增设花坛，甚至可以在

城市空闲土地上种植蔬菜瓜果。申

请成功后，市民可以获得装有用于

绿化的土壤和种子的工具包，还能

得到园艺工作者的专业指导。截至

目前，政府与市民共同完成了 1300

多个绿化项目。热爱园艺的巴黎人，

充分利用垂直绿化、屋顶绿化等方

式为城市增加“绿意”。

巴黎市政府日前宣布，将在

2020 年底之前新建 4 座“城市森

林”，横跨巴黎市政厅、歌剧院、里昂

火车站、塞纳河畔 4 处巴黎标志性

地点。此外，政府还将对埃菲尔铁塔

周边进行改造，使之成为散步休闲

的大花园。政府希望到 2030 年，让

绿植覆盖巴黎50%的城市空间。

全民参与规划，让城
市拥抱森林

法国西部城市南特，曾是近现代

法国重要的造船基地。在造船业没

落，港口功能消退后，曾经被工业污

染的痕迹却久未散去。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南特加快了城市森林建设的

步伐，努力实现城市的“绿色转型”。

南特市森林和生物多样性项目

部主任克拉丽丝·帕亚尔说，南特西

北部的谢兹纳森林原本是一片废弃

的农田。在建造时，政府利用已有的

草地景观，采用乔木、灌木、草本植

物相结合的种植方法，重新引进水

面、湿地，增加野生动物的栖息环

境。如今，这片勃勃生长的森林已成

为附近居民休闲娱乐的好去处，也

为城市空气质量改善、创建绿色南

特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些年，南特的绿化面积有了大

幅增长。人均绿地面积为37平方米，

每隔300米便有一个绿色休息区，每

个生活小区附近500米之内就有一

个公园。“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变离不

开市民的广泛参与。”帕亚尔说。

帕亚尔介绍，南特政府设有专门

机构负责向公众展示城市森林方案

进展，并接受咨询，所有参与者共同

商讨和确定下一阶段方案。“我们用

颜色的深浅来表示地块发展的可能

性，颜色越深代表执行的可能性越

大，我们也会综合各种因素和市民的

意见，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调整。”帕

亚尔认为，公众的广泛参与为城市森

林规划和建设丰富了思路。

“20—50 年是一棵小树长大所

需的时间，也是我们的项目发展壮

大、开花结果所需的时间。城市森林

是一个长期项目，需要我们从现在

开始行动。”帕亚尔相信，只要脚踏

实地去做，城市的绿色生态空间就

会越来越多，越来越美。

建设城市森林是法国城市可持

续发展规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越来

越多的法国城市在考虑将更多的城

市空间纳入城市森林计划。无论是

里昂市政府旨在进一步扩大绿化面

积的“垂直森林与生物多样性”计

划，还是翁热市为楼房装点绿植的

计划，得益于良好规划和市民的广

泛参与，城市森林建设不仅为城市

“降温”，同时也打造了更美好宜居

的生活环境。 （据《人民日报》）

“‘绿肺’让城市更健康”
——法国多地注重城市绿色基础设施建设

近几个月以来，包括柬埔寨、

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在

内的多个东南亚国家纷纷收紧对

“洋垃圾”的进口限制，先后多批

次退回来自美国、加拿大等发达

国家装有废品的集装箱，用实际

行动表态，不愿充当发达国家的

“垃圾场”。

7 月 18 日，柬埔寨政府在该国

西哈努克港截获了 83 个集装箱的

塑料废品，经查它们来自美国和加

拿大。柬埔寨政府环境部表示，必须

让这些废品“从哪里来回哪里去”，

同时要追究相关进口企业的责任。

首相洪森此前曾声明，柬埔寨不允

许进口任何类型的废品进行再加工

处理。

5 月 31 日，经过菲律宾数年的

交涉及抗议，69个装载着垃圾的集

装箱终于被运出菲北部苏比克湾自

由港，驶向其源头地加拿大。为了让

这批垃圾“物归原主”，菲律宾政府

可谓费尽周折，甚至不惜与加拿大

方面打“外交战”，曾因为此事召回

包括大使在内的多名菲驻加拿大外

交官。

今年 5月，马来西亚宣布把450

吨进口垃圾送回加拿大、日本、美国

等地。马来西亚能源、科技、气候变

化与环境部长杨美盈表示，马来西

亚敦促发达国家重新审视其塑料废

品处理方式，停止把这些垃圾运往

发展中国家。

她说，一些发达国家的做法很

虚伪，表面上声称自己国家的垃圾

回收再利用率很高，但实际上偷偷

运往发展中国家的这部分虽被计算

为回收再利用，但最终究竟如何处

理、处理方式是否环保并未被纳入

考量。

“在垃圾回收处理问题上，（发

达国家）在国内对纳税人含糊其

辞，对外则把垃圾倾倒在我们国

家，这既不公平也不文明。”杨美盈

对笔者说。

东南亚国家中，印尼、泰国等国

也纷纷对“洋垃圾”说不。印尼环境

保护联盟负责人普普特·普特拉说，

印尼政府已决定把 5集装箱垃圾退

回到美国，这是非常正确的做法。普

特拉呼吁政府立场坚定地抵制“洋

垃圾”，并严惩那些参与垃圾进口的

公司或组织。

一些饱受诟病的发达国家在

垃圾处理问题上总爱“甩锅”，把

自 家 产 生 的 废 弃 物 运 往 别 国 处

理。这当中有多重原因，一个重要

因 素 是 发 达 国 家 垃 圾 产 生 量 巨

大，人均垃圾产生量远远高于发

展中国家。

全球风险与战略评估公司维里

斯克-梅普尔克罗夫特本月公布的

一项最新调查显示，美国人口约占

世界人口4%，其城市固体垃圾产生

总量却占全球12%。相较之下，中国

和 印 度 总 人 口 约 占 世 界 人 口 的

36%，而两国产生的城市固体垃圾

总量只占全球约27%。

其次，出于处理成本、环境压力

等因素考虑，一些发达国家也更倾

向于将本国产生的垃圾出口到发展

中国家，而不是在本国处理。然而，

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普遍提高，这

种做法正变得行不通，多个东南亚

国家拒绝来自发达国家垃圾的做法

印证了这一点。

越来越多发展中国家采取强硬

立场，使得发达国家转移垃圾的自

私行为不断受到遏制。实际上，早在

上世纪 80年代末，国际社会就制定

了以保护发展中国家环境利益为宗

旨的《巴塞尔公约》。公约充分确认，

各国有权禁止外国危险废物和其他

废物进入本国领土。

今年 5 月修订后的《巴塞尔公

约》把塑料垃圾这类重要污染物也

纳入进出口限制对象，这就意味着

发达国家“偷偷”向发展中国家出

口塑料垃圾转嫁污染的做法将难

以得逞。

对于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发

展中国家来说，要彻底将“洋垃圾”

拒之门外，还需要建立严格的管控

制度。印尼环境保护联盟负责人普

特拉就此表示，中国禁止进口“洋垃

圾”勇气可嘉，东南亚国家也应对此

建立严格的限制措施。

中国海关总署去年开展了“蓝

天2018”专项行动，实施5轮强有力

的、专门针对固体废物走私的打击

行动，取得非常大的威慑效果。今年

的“蓝天 2019”专项行动，仍将继续

坚决打击“洋垃圾”走私。

马来西亚自然协会主席艾哈迈

德·伊斯梅尔教授则认为，为了更有

效地阻挡“洋垃圾”，东盟国家可以

共同应对，在地区层面建立起限制

机制，如此才能防止本地区沦为发

达国家的“垃圾场”。

（新华社 邰背平 林昊 毛鹏飞）

东南亚拒做发达国家“垃圾场”

2019国际合唱联盟
世界合唱博览会
在葡萄牙开幕

新华社里斯本7月28日电（记者

赵丹亮）2019国际合唱联盟世界合唱

博览会当地时间7月28日晚在葡萄牙

首都里斯本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的主

题是“为更加美好的世界而歌唱”。

在开幕式上，来自中国、加拿大、印

度尼西亚、匈牙利、德国、以色列、墨西

哥等十几个国家的合唱团带来了精彩

的表演，演员们的倾情演出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国际合唱联盟主席郭

立明女士介绍，今年的博览会特意邀请

了6个少年合唱团，希望以其美妙的童

声为观众带来前所未有的艺术感受，以

此来促进多元文化之间的交流，加深世

界各国人民之间的了解。

来自中国内蒙古的 A-minor 组

合以一曲阿卡贝拉（无伴奏合唱）版

《天边》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压

轴出场的深圳高级中学百合少年合

唱团奉献了《依香》合唱表演。团员们

清澈悠扬的歌声和具有浓郁中国特

色的合乐为观众送上了独特的视觉

和听觉体验。

本次世界合唱博览会将举办合

唱教育、合唱表演、合唱展览三大板

块 10 个大项的近百场活动。来自 50

多个国家的 500 多名合唱团员将参

加博览会期间的演唱活动。

世卫组织
敦促各国为消除肝炎
加大资金投入

新华社日内瓦 7月 28 日电 7 月

28日是世界肝炎日。世界卫生组织今

年呼吁各国“为消除肝炎投资”。该机

构称，随着近年来病毒性肝炎诊断和

治疗成本的不断降低，各国应抓住机

会为消除肝炎加大资金投入。

据世卫组织在新一期英国《柳叶

刀·全球卫生》杂志上发表的一项最

新研究报告，如果每年为 67 个低收

入和中等收入国家消除肝炎工作投

资 60亿美元，到 2030 年总共可以避

免450万人过早死亡。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说：“今

天，高达80%的肝炎患者无法获得所

需的预防、检测和治疗服务。世界肝

炎日之际，我们呼吁各国将肝炎防治

服务纳入医疗保险计划，并将其作为

全民健康覆盖的一项内容。”

世卫组织称，目前全球总共有3.25

亿乙型肝炎或丙型肝炎患者，其中大多

数人无法获得检测和治疗服务。

世卫组织全球肝炎战略的目标

是，在2016年至2030年期间，新发肝

炎感染病例减少90%，死亡病例减少

65%。但在194个世卫组织成员中，目

前只有 124 个制定了消除肝炎相关

计划。世卫组织因此呼吁各国，将消

除肝炎纳入全民健康覆盖计划，核算

相关费用、编制预算并提供资金。

新华社兰州 7 月 28 日电（梁
军 柳泽兴）“法治是人类社会的共

同追求，法治环境是各国、各地区

间经贸往来的基本保障，加快法

治体系构建、深化国际司法合作

是推进‘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共同

发展繁荣的必然要求。”在第二届

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法治合作高端

论坛开幕式上，甘肃省法学会秘

书长薛峰说。

近日，来自中国、马来西亚、

芬兰等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法

学专家和教授齐聚兰州，就“一

带一路”倡议实施中的法治合作

与法学国际化人才培养进行交

流探讨。

亚太法律协会“一带一路”委

员会联合主席梁柏林表示，中国企

业“走出去”必须做好准备以应对

争端。他说：“调解是解决‘一带一

路’沿线各国争端的最佳方式。采

用仲裁裁决来执行调解和解协议

是可取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长杨灿明

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刺激了中国

以及沿线国家对国际化专业法治

人才的需求，拓宽了法学国际化人

才的施展舞台。但是，在涉及资本

准入、劳动保障、环保及外汇管理

等方面的需求中，中国本土法律人

才的作用仍非常有限。

“需要通过国际化的法学教

育，有针对性地培养熟悉‘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法律制度，能够熟练

应对相关业务的高端本土法律人

才。”杨灿明说。

新华社北京 7月 29日电 一支

国际科研团队最近在秘鲁亚马孙

丛林发现了距今约 1800 万年的一

种迷你猴的牙齿化石。该化石的发

现有助于填补美洲猴子进化研究

中的空白。

研究团队在最新一期英国《人

类进化杂志》上发表论文称，他们发

现的化石是猴子的一颗上颌磨牙化

石，大小只有大头针帽的两倍左右。

根据牙齿的大小和形状，研究人

员认为，这种猴子可能以富含能量的

水果和昆虫为食，体重不到半磅（约

合226克）。如今类似大小的迷你猴

只有亚马孙丛林中的一种侏儒狨猴，

身长只有约12厘米，且十分罕见。

这次发现的化石目前保存在秘

鲁皮乌拉大学古生物研究所。论文

第一作者、美国杜克大学进化人类

学教授理查德·凯说，新发现的化

石距今约 1700 万年至 1900 万年，

符合研究人员此前推断的美洲猴

子种类出现多样化的时间和地点。

此前研究认为，大约 4000 万

年前猴子从非洲来到了南美洲，

此后逐渐进化成人们已知的 150

多个美洲猴子种类，其中大部分

都生活在亚马孙热带雨林中。然

而，由于很少发现距今约 1300 万

年至 3100 万年期间的猴子化石，

对这段时间的进化过程研究依然

存在不少谜团。

波罗的海变暖
致蓝绿藻大量繁殖

新华社赫尔辛基7月28日电（记

者 李骥志）芬兰环境研究所日前发布

消息说，近几十年来波罗的海变暖加

快，致使蓝绿藻大量繁殖，海域缺氧

面积扩大。

芬兰环境研究所援引区域性合

作组织波罗的海海上环境保护委员

会的统计数据称，在过去的 100 年

间，波罗的海水温平均每 10 年升高

0.3摄氏度，但近30年间升温加速，平

均每10年上升0.59摄氏度。

特别是2018年夏季异常炎热，波

罗的海年均表面温度达到历史最高

水平。最高水温一度达到27摄氏度，

于去年7月在波罗的海海面测得。

过去40年间芬兰湾、奥兰海等都

监测到蓝绿藻数量大幅增加。另外，

20世纪以来，波罗的海的缺氧海床范

围扩大了10倍。

芬兰环境研究所解释说，温度较

高的海水含氧量较低。在缺氧条件下，

大量的磷从海底沉积物中释放出来，

促使蓝绿色的藻类大量繁殖，而缺氧

海域的扩大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导致的

富营养化污染和气候变暖造成的。

芬兰环境研究所认为，为遏制海

水变暖，在芬兰重中之重是减少农业

生产中富营养成分的释放。此外，还

要制定政策性措施来管理消费行为，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减少排放的最

简单方法是减少肉类消费，多吃蔬菜

和本地野生鱼类。

新华社伦敦 7
月 28日电（记者 张
家伟）英国帝国理工

学院发布一项新研

究说，研究人员通过

手术将一种可无线

充电的小型电极装

置植入残肢，让截肢

人士能更灵活、高效

地控制义肢，这有助

于提升他们的日常

生活质量。

目前技术较好

的义肢已能通过电

极检测出残肢的肌

肉运动，并将它转

化成信号来控制不

同的动作。不过这

种方式易受到多种

因素干扰，包括出汗、剧烈运动等。

奥地利维也纳医科大学、英国

帝国理工学院等机构科研人员合

作开发了一种新方法来解决相关

问题。他们将小型电极装置植入截

肢人士的残肢中，并将这些电极与

残肢的神经和肌肉连接，随后再把

义肢装上。

据团队刊登在美国《科学·机器人

学》杂志上的报告介绍，手术后的两年

时间里，病患发现他们能够更自如地

控制义肢，操控精度也提高不少。

研究人员发现距今约1800万年的迷你猴牙化石
新
技
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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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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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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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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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专家齐聚兰州共商“一带一路”法治国际人才培养

信 息 短 波

时值盛夏，从高空

俯瞰巴黎，茫茫绿色尽

收眼底。尤其是绿植环

绕或铺顶的建筑，成为

巴黎的一道亮丽风景

线。近年来，法国多个

城市通过增加森林面

积、保护森林资源、创

新绿化方式等有效手

段，调动社会各方力量

积 极 参 与 ，努 力 打 造

“城市森林”，让城市更

加美丽、宜居、可持续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