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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摘到空运至中国只要一天
——探访澳大利亚“樱桃之都”

让残疾人共享足球的激情与荣耀
——德国体育赛事礼遇残疾人面面观

小小“污染舱”传递气候变化警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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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语播报·

多特蒙德，西格纳伊度纳公园球

场，欧洲著名的2万人“黄墙”球迷站

立区。30 岁的铁杆球迷帕斯卡尔从

头到脚“全副武装”，“黄黑军团”的

帽子、围巾、球衣、球鞋，一应俱全。

他和所有球迷一样摇旗助威，挥拳

加油。

和所有铁杆球迷不一样的是，他

时不时地要望望手语志愿者。志愿者

和所有安保人员一样，背向草坪，面

向看台，用手语播报现场信息，成为

“黄墙”中分享和传播快乐的“沉默

风景线”。

帕斯卡尔天生失聪，从小就看多

特比赛。像他这样的听力障碍人士，

德国还有8万多人，刚好可以坐满多

特主场。作为多特“聋人粉丝俱乐

部”的成员之一，他说：“我身体里流

淌的血不是红色的，是黄色和黑色

的。”

手语播报不只出现在赛场。笔者

在11月举行的拜仁慕尼黑会员年度

大会上，也看到主席台旁的手语播报

员身影。在长达 6 个小时的会议上，

手语播报成为听力障碍会员球迷的

福音。

·音频解说·

德乙德累斯顿虽然排名垫底，但

有一项服务享誉业内。在鲁道夫哈比

希体育场，盲人球迷可以带上专属耳

机，享受特地为他们准备的现场解

说。两位解说员安德烈和托马斯受过

专业训练，为盲人球迷解说了7年德

累斯顿主场比赛。

沃尔夫冈从 1967 年起就是德累

斯顿球迷，从前视力正常，后来逐渐

失明，这个过程非常痛苦。无意中，

他接触了盲人电台，自从听了安德烈

和托马斯的解说后，每个主场成为他

不容错过的节日。

从 2017 年起，向视力障碍的球

迷提供现场音频解说的服务覆盖到

德甲、德乙每个俱乐部。这项服务对

解说员要求很高，他们要擅长运用语

言还原现场画面和细节，准确细致地

把场景传递给听众，让盲人球迷同步

跟上比赛进程。

德国足球职业联盟每年都会对

这些解说员安排培训。2018年，联盟

基金会还与慈善组织共同成立针对

视力障碍球迷的解说报道中心。

·最好的视野和
残疾人官员·

在拜仁球迷克拉默看来，他在球

场的座位视野甚至比 VIP 包厢还要

好。作为拜仁轮椅球迷俱乐部的“残

疾人官员”，他是安联球场常客，看

到全场球迷跳起欢呼的那一刻，他也

兴奋地融入其中。

在安联球场动工建设前，拜仁就

咨询了轮椅球迷俱乐部代表的意见，

在球场流线设计和座席位置安排上，

让轮椅球迷进赛场更方便，以获得更

好的观赛体验。这样的预见性在德甲

也不多见。现在，拜仁轮椅球迷俱乐

部已经有900多个会员。

为了使联盟和俱乐部在残疾人

政策实施方面衔接顺畅，每个俱乐

部都会聘用“残疾人官员”，专门负

责残疾人球迷事务。这些官员大多

义务劳动。他们的工作包括向有需

要的人告知无障碍通道信息，安排

手语解说和提供“线上旅行指南”服

务等。残疾人官员每年 11 月中旬还

会在柏林召开大会，沟通工作，交流

心得。

·线上旅行指南和
球票优惠·

德国联邦残疾人球迷协会与慈

善机构共同发起“线上旅行指南”服

务项目，专门为残疾人提供球场无障

碍通道和无障碍设施信息，覆盖了德

甲、德乙和德丙三级联赛的所有球

场，并提供联系方式和预定球票等

服务。

实施这个项目后，球迷大大减少

自己做准备的时间，尤其对于去并不

熟悉的客场观战的球迷来说，既实用

又方便。德国足球职业联盟基金会为

了让更多人接触使用这个指南，还专

门制作了简化版，方便有学习阅读障

碍的人获得信息。

目前德乙排名第一的比勒菲尔

德俱乐部残疾人官员温克尔曼介绍

说，如果球场没有安排专门的残疾人

座席的话，他们看一场比赛要花 40

到 50 欧元，现在他们最少只需要 8

欧元，照顾他的随行人员免费。

（新华社 刘旸）

走进艺术家迈克尔·平斯基

设计的“污染舱”，仿佛进入了

含有多种污染物的大都市空气

环境中。这种体验并非纯粹展

现新感官艺术，隐含其中的是

一个无声警告：空气污染和气

候变化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实

实在在。

在马德里举行的联合国气

候变化大会上，这个犹如小型火

星基地的艺术品成为一个独特

存在。5个透明的圆顶空间彼此

相连，其中4个各代表一座大都

市，还有一个则模拟了挪威某地

的清洁空气环境。艺术家通过特

殊调配的香水和烟雾发生器来

模拟大城市中的污染空气，参观

者尽管觉得难受，但不会真的吸

入污染物。

大会主办方安排这样一个

艺术品让与会代表体验，是为不

断提醒他们：大量消耗化石能源

在导致地球不断升温的同时，也

带来空气污染，苦果不单是生活

在这些城市的居民承受，其危害

范围正不断扩大。

气候变化和发展国际中心

主任萨利穆尔·哈克告诉笔者，

在他的祖国孟加拉国，人们对

气候变化的认知度普遍很高，

“因为这就是发生在身边的事

实，他们无需听取联合国政府

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或其他

机构的报告就能明白，因为他

们能看到大量降雨，也能感受

到干旱和热浪，而这都是气候

变化带来的影响”。

不仅是极端天气事件，气

候变化对公共健康的影响也

不可忽视。世界卫生组织在大

会期间发布了一份有关全球

气候变化和健康问题的报告，

涉 及 100 多 个 国 家 。报 告 显

示，这些国家中近一半已经对

公共健康面临的气候风险进

行了评估，结果发现最常见的

气候敏感健康风险包括中暑

以及由极端天气事件引发的

伤害或死亡等。

这份报告预计，到 2050 年，

仅通过减少空气污染、实现《巴

黎协定》目标，就能在全世界每

年挽救约100万人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

塞说，“不仅仅我们的子孙后代

要为气候变化买单，现在的人们

也要付出健康代价”，为此“各国

必须为应对气候变化以及保护

现在和未来的健康投入所需的

资源，这是道义上的当务之急”。

面对切实的风险，人们需要

改变，从自己做起，降低对化石

能源的依赖。还有一些研究显

示，牲畜养殖也会带来大量温

室气体排放。如果我们形成更

健康的饮食习惯，改变肉类为

主的膳食结构，也会减少对牲

畜养殖的需求，进而减少相关

排放。

哈克说：“人们需要更好地

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习惯是对

气候变化起到助推还是减缓作

用。我们需要让更多人，从孩

子到成年人，更好地了解这个

问题。”

（新华社 张家伟 任珂 冯俊伟）

每到年末，人口一万左右、

距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一个多

小时车程的扬镇总会一改往日

宁静，几十个种植园里到处是采

摘、冷却、装箱的忙碌景象。这是

因为樱桃的丰收季同时也是一

年一度的“国家樱桃节”到了。

12 月 6日到 8日，扬镇喜迎

第70个“国家樱桃节”。期间，游

客不仅能采摘樱桃和购买樱桃

酱、樱桃冰激凌、樱桃酒等加工

产品，还能观赏到吃樱桃馅饼、

吐樱桃核等趣味大赛。如今，樱

桃节的影响范围越来越广，包括

堪培拉在内的周边地区乃至全

澳的游客都慕名而来，樱桃节游

客累计人数预计在 1.5 万左右，

已超过全镇人口。

英格拉姆告诉笔者，扬镇的

樱桃产业已有约150年的历史。

早在 19世纪 70 年代，从欧洲来

到这里的一些移民就开始种植

樱桃。由于气候、土壤、光照等自

然条件适宜，居民发现当地种出

来的樱桃果实饱满香甜，就逐渐

将其传承为家族产业。随着种植

技术的发展，扬镇的樱桃产业如

今已实现年产量4000吨。去年，

这里的樱桃开始出口中国市

场。“（进入）中国市场是非常好

的机遇。随着堪培拉机场有了国

际航班，运输越来越方便。为节

省运输（转机）时间，我们在悉

尼、墨尔本的机场修建了配套设

施，使出口更便捷，确保到达中

国市场的樱桃最优质。当然这也

在推动扬镇经济发展。”他说。

扬镇最大的樱桃园负责人

马修·巴蒂尼奇说，他作为家族

产业的第五代继承人，有幸看到

种植园规模发展到占地 800 公

顷、年产1000吨，并且还从去年

开始进入中国市场。

“这里的樱桃果肉紧实、香

甜多汁，我觉得中国消费者会喜

欢它们。”巴蒂尼奇说。去年，巴

蒂尼奇的樱桃园有四分之一的

樱桃出口中国市场。

展望未来，巴蒂尼奇充满希

望地说，他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将

家族企业继承下去，成为第六代

经营者。同时，他还希望出口更

多的樱桃到中国，“让中国消费

者品尝到来自扬镇高品质的新

鲜樱桃”。

（新华社 岳东兴 白旭）

多年来，瑞典被公

认为世界上最具竞争

力和全球化程度最高

的经济体之一，拥有现

代、开放和以商业为导

向的国际营商环境。在

世界银行近日发布的

《2020 营商环境报告》

中，瑞典在全球 190 个

经济体营商环境排名

中位列第十，在获得电

力、登记财产、跨境贸

易和办理破产等衡量

营商环境便利度的分

项领域表现尤其突出。

凭借高素质劳动

力、成熟的消费者、便

捷的业务流程以及开

放而稳定的经济，瑞典

得以长期保持营商环

境稳定优化。领先的创

新研发、进入北欧市场

的快速通道以及一流

的基础设施，确保了瑞

典持续对全球企业保

持吸引力。

瑞典是全球最具

创新能力的国家之一，

人均拥有发明专利和

专利申请位居世界前

列。坐拥众多发明的瑞

典并未一直沉醉在其

如利乐无菌包装、三点式安全带等享

誉世界的各种专利成果中，而是以开

放的态度不断促进各行各业创新，并

将创新运用到实际生产中，成为全球

领先的产品供应商。据瑞典贸易与投

资委员会介绍，近年来，瑞典尤其重

视跨学科能力建设，使得研发新成果

不断涌现。对高等教育和基础研究的

持续大量投入，已使瑞典在研发领域

在欧洲国家中占据重要地位，私营部

门与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密切合作产

生协同效应，带来多赢效果。外国投

资者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从瑞典受益，

包括产业集群和科研所得，特别是在

清洁技术、生命科学和材料以及汽车

行业等领域。

瑞典经济外向型特征十分突出，

瑞典政府始终奉行自由贸易政策，强

调公平竞争。由于瑞典国内市场小，

瑞典企业普遍自创立之初即面向国

际 市 场 ，众 多 知 名 跨 国 企 业 应 运

而生。

瑞典是全球最大单一市场之一

欧盟的成员国。在采用新技术方面，

瑞典也通常被视为先行者。许多国际

公司选择先立足瑞典，再辐射整个北

欧市场，尤其是在清洁技术产品和解

决方案等领域。

此外，瑞典拥有一流的基础设

施，公路、铁路、水路、港口和机场网

络遍布全国。基础设施的高效和可靠

性也增加了瑞典对外资的吸引力。

（新华社 和苗）

印度发现新型分子
可对抗“超级细菌”

新华社新德里12月 9日电 据《印度

教徒报》近日报道，印度研究人员发现一

种可对抗“超级细菌”的新型分子，有望

治疗败血症、腹泻等多种疾病。相关研究

结果已发表在英国《抗菌化学疗法杂

志》上。

印度理工学院鲁尔基分校等机构的

研究人员在一个包含 10956 种化合物的

小分子库中，发现了这种名为 IITR06144

的分子，属于硝基呋喃类抗生素。

“超级细菌”指那些对多种抗生素具

有耐药性的细菌。研究发现，这种新型分

子对大肠杆菌、鲍曼不动杆菌、肺炎杆

菌、结核分枝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和梭

状芽孢杆菌等表现出广谱杀菌活性。在

动物实验中，与呋喃妥因和呋喃唑酮等

同类药物相比，该分子能在更低的浓度

下杀灭“超级细菌”。

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分子通过破坏

细菌的DNA（脱氧核糖核酸）和抑制细胞

分裂来杀死细菌。生物膜可帮助细菌保

护自己免受抗生素的作用。这种分子不

仅抑制生物膜的形成，还能有效破坏已

形成的生物膜，比呋喃妥因和呋喃唑酮

等同类药物对生物膜的破坏能力更强。

研究小组指出，和其他硝基呋喃类抗

生素一样，这种分子是一种前药。细菌不

太可能对前药产生耐药性，因为前药只有

在进入细菌后才会变得活跃。由前药形成

的活性成分是有效的和短暂的，因此不会

给细菌足够的时间来产生耐药性。

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
增速趋缓

新华社巴黎 12 月 4 日电（记者

陈晨）国际非政府组织“全球碳计划”

4日发布报告说，研究显示，全球二氧

化碳排放量增速趋缓。但参与研究的

专家指出，目前的气候和能源政策太

弱，还不足以扭转全球排放总量不断

增加的趋势。

这份报告由“全球碳计划”主导，

多国研究人员合作完成。报告发布在

英国《自然·气候变化》、英国《环境研

究通讯》以及德国《地球系统科学数

据》网络版上。

报告显示，21 世纪初，全球二氧

化碳排放量每年增加超过 3%，2010

年以来增加趋势有所放缓，增长率保

持在年均 0.9%。2019 年全球二氧化

碳 排 放 量 预 计 增 幅 为 0.6% ，低 于

2017 年 的 1.5% ，以 及 2018 年 的

2.1%，增速趋缓。

从总量上来看，2019 年，全球化

石燃料使用以及工业活动产生的二

氧化碳排放量达到约 368亿吨，创下

历史新高。而今年土地利用变化导致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约达 60 亿吨，主

要原因是在亚马孙流域及印度尼西

亚发生的森林大火。综合各项因素，

今年因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

放总量预计达431亿吨。

排放物增加导致大气中二氧化

碳浓度增加，报告预计今年空气中二

氧化碳的平均浓度将达到 410ppm

（ppm为百万分之一）。参与研究的英

国东英吉利大学教授科琳娜·勒凯雷

认为，目前的气候和能源政策太弱，

还不足以扭转全球排放总量不断增

加的趋势。政策在部署太阳能、风能

和电动车等低碳技术方面取得了不

同程度的成功，但这些往往只能满足

增加的能源需求，而不是取代排放二

氧化碳。人们还需要更有力的政策来

逐步淘汰化石燃料的使用。

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主题国际巡展
在马耳他举行

新华社瓦莱塔12月 7日电（记者 袁
韵）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主

题国际巡展 7日在位于马耳他首都瓦莱

塔的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开幕。

该展览分为“中国人民站起来”“改革

开放春天里”“砥砺奋进新时代”三部分，

共展出图片159张。

中国驻马耳他大使姜江在开幕式上

说，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

人民勠力同心，开拓进取，开辟了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

展成就，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

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

“观看今天的展览，仿佛进入一条时

空隧道，再次走过新中国发展变迁的辉

煌历程，重温每一位中国人的时代记忆，

令人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姜江说。

来自德国的斯特凡·罗科斯 40 年前

曾访问过中国，并拍摄了很多照片。他在

观展后表示，这些图片传递的信息量很

大，它们展现了中国人民参与中国经济

建设的情况。

据介绍，这一展览由中国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主办、马耳他中国文化中心承办，

将持续至2020年1月10日。

新华社东京 12 月 9 日电
日本东京大学和软银公司日前

宣布，双方已签署协议，共同

打造世界顶尖的人工智能研究

所，软 银 将 在 今 后 10 年 为 此

投资 200 亿日元（约合 1.84 亿

美元）。

东京大学和软银公司联合

发布的新闻公报说，这个新机构

名为“超越人工智能研究所”，预

计于 2020 财年（2020 年 4 月至

2021 年 3 月）成立，将从东京大

学以及世界各地有实力的大学

招揽约150名研究人员。

新研究所将开展基础研究

和应用研究。基础研究部门位

于东京大学本乡校区，应用研

究部门设在软银公司总部即将

入驻的、位于东京竹芝的新办

公大楼。一方面，该机构将研发

人工智能基础技术，并探索这

些技术与其他学术领域的融

合；另一方面，该机构将探索如

何应用人工智能解决社会和产

业课题。

软银公司牵头成立的千亿

美元级投资基金“愿景基金”在

世界范围内投资有潜力的人工

智能企业，但此前在日本国内

没有该领域的投资对象。东京

大学和软银公司在公报中表

示，希望通过成立新研究所促

进日本人工智能研究及相关产

业发展。

全球著名科技文献出版商

爱思唯尔公司的数据显示，2013

年至 2018 年，全球大学和研究

机构发表的人工智能相关论文

数 量 排 名 中 ，东 京 大 学 排 第

25位。

日本东大和软银携手打造人工智能研究所

在很多德国城

市的角落里，都可

以感受到社会对残

疾人的礼遇：残疾

人专用车位、残疾

人专用电梯、公交

和地铁车厢里的轮

椅专区等等。足球

联赛也不例外，残

疾人球迷得到的温

情关怀不只停留在

12 月 3 日的国际残

疾人日，而是贯穿

整个赛季。

“从这里采摘的樱桃 24 小时内就能运到中国市场，这才能保
证最新鲜的口感。”澳大利亚“樱桃之都”扬镇所在的希尔托普市
市长布赖恩·英格拉姆日前接受采访时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