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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
物尽其用，蔬果残余被

加工成新的菜肴

西兰花梗、胡萝卜头、卷心菜

芯、荷兰芹茎……人们在做饭时常

常丢弃的这些蔬果残余，被日本一

些企业精心加工成新的菜肴，得到

当地民众的广泛认可。

“一些蔬菜的皮、芯等部分被扔

掉非常可惜。如果加工得当，也可以

是难得的食材。”长期从事餐饮业的

广野美代子认为，农民辛苦种植出

来的蔬果应该被更充分地利用。广

野美代子在日本富士市开了一家餐

厅。她尝试将这些蔬果残余制成沙

拉酱，不仅供自己的餐厅使用，还对

外销售。南瓜瓤、白萝卜根部、菜花

叶……用这些蔬果残余加工成的蔬

菜汤口味鲜美，深受顾客的喜爱。

广野美代子的餐厅每天限量供

应 25 份套餐。每份套餐包含 10 到

12 种蔬菜，定价约为 1200 日元（约

合 77 元人民币）。这家餐厅在当地

小有名气，颇受顾客欢迎。“希望更

多人能充分利用好蔬菜、水果、粮食

等食材，让它们物尽其用，为保护生

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作贡献。”

广野美代子对笔者说。

在 爱 知 县 半 田 市 ，一 家 名 为

“味滋康”的调味料企业，也在尝试

将蔬果的所有部分进行充分加工，

制成美味的食品。这家企业有 200

多年历史了。味滋康公司研究发

现，玉米芯、甜菜皮等食物废弃部

分的某些营养成分含量，反而比食

物果实更高。例如，每 100 克玉米

芯的食物纤维量达 15.3 克，是玉米

粒的大约 3 倍。毛豆荚的食物纤维

量 也 是 毛 豆 的 约 2 倍。2019 年 3

月 ，味 滋 康 公 司 推 出 一 个 名 为

“ZENB”（日语“全部”的发音）的品

牌，开发出一系列可被全部吃掉的

食品。公司将玉米、胡萝卜、豌豆、

南瓜等食物连皮带肉地进行研磨

加工，再添加油盐等成分，推出了

蔬菜酱、食物棒等食品。目前，在50

多名科研人员的共同努力下，味滋

康公司已开发出了以甜菜、玉米、

彩椒、南瓜、枝豆、豌豆、胡萝卜等7

种食材为原料的蔬菜酱和食物棒。

“我们希望开发出更多种全蔬

菜产品，为解决人类今后可能面临

的食物短缺问题贡献力量。”味滋康

公司新事业开发负责人塚田恭明对

笔者说。据了解，爱知县碧南市的丸

繁制果公司还用土豆淀粉生产出

“可食用托盘”“可食用筷子”等环保

餐具，推出后大受欢迎。

变废为宝，生活垃圾可
转化为新的资源

1997年，日本政府发起了“环保

城事业”项目，呼吁各地政府因地制

宜建立工业园区，对产业废弃物进

行回收再利用。2002 年，富山市建

起了环保城，富山绿色食物循环株

式会社就是其中一家环保企业。该

企业专门回收超市、酒店、食品厂的

垃圾以及家庭里的生活垃圾，在对

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后，将剩余食物

残渣进行发酵，生成的沼气直接用

作燃料或用于发电。发酵残液与枯

枝、树叶和杂草等混合后，作为堆肥

提供给农户。

在这家企业的垃圾分类车间，一

名工人正操作挖掘机，将生活垃圾从

一个容器转移到另一个容器。另一

侧，一台机器正在对生活垃圾进行分

拣处理。富山绿色食物循环株式会社

总经理四津佳伸介绍道，尽管燃烧生

活垃圾也会产生热量，但是发酵需要

的能源更少，更加环保。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要让

垃圾变废为宝，需要大家一起努

力。”四津佳伸说。目前，这家只有

12 名 员 工 的 企 业 每 年 可 以 处 理

1000 吨生活垃圾，生成 152 万立方

米的沼气，产生了可观的经济效益

和社会效益。

位于爱知县名古屋市的丰岛公

司是日本一家知名纺织品商社。最

近，他们用废弃蔬果提取的染料来

给衣物染色，在日本引起不小轰动。

据介绍，丰岛公司共利用约50种废

弃蔬果，甚至把咖啡店废弃的咖啡

渣、樱花花瓣等作为原料，共提取出

约500种不同的染料。

在丰岛公司的展览室内，摆放

着领结、领带、T 恤衫等各类衣物。

它们颜色鲜亮，质感舒适，都是用从

蔬菜中提取的染料进行染色的。据

介绍，每种蔬菜中都可以提取出丰

富的颜色，仅紫甘蓝一种蔬菜就可

以提取10种颜色，西红柿可以提取

6 种颜色。一件 T 恤衫只需要 10 克

废弃蔬菜提取的染料就可以染成。

这些环保商品成本较高、售价偏贵，

但很受消费者欢迎。

“去年，很多地方遭受台风灾

害，不少农民种的蔬菜不能再用于

销售，却可以用于提取染料。”丰岛

公司八部五课课长中村哲也对笔

者说，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

将会有更多类似蔬菜染料衣物的

产品出现。

群策群力，推动可持续
发展需要人人参与

近年来，可持续发展理念在日

本日益普及。日本政府近日决定，从

2020 年 7 月起，日本所有零售店不

再提供免费塑料购物袋。

栃木县宇都宫市政府与多个市

民团体联合制作日历，在日历的每

一页上介绍当地市民节约用电、循

环利用废弃能源、减少食品浪费等

小窍门，呼吁大家共同节约资源。东

京市练马区的一些农户最近开始尝

试在销售蔬菜时不使用任何塑料

包装。

学校在宣传可持续发展理念方

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以富山国际

大学附属高等学校为例，2017 年，

该校学生成立了一个“北陆富山蓝

色地球项目”，通过演出戏剧、举办

智力竞赛等活动，呼吁人们减少使

用塑料购物袋。学生们还把旧衣物

改造成环保购物袋，发给家人和朋

友使用。

爱知工业大学经营学部教授小

林富雄表示，日本社会各界出现很

多环保新动向。这一方面是因为人

们对可持续发展更加关注，环保意

识进一步增强，另一方面是因为日

本作为资源贫乏的国家，会更加重

视发展“不浪费的加工技术”。日本

未来在促进可持续发展方面将出现

更多尝试。

“推动可持续发展，不仅是政

府和企业的责任，还需要人人都来

参与、全社会群策群力。”富山国

际大学附属高等学校校长仓田延

邦说。 （《人民日报》 刘军国）

人工智能助力打击
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新华社伦敦 1 月 13 日电（记者

张家伟）英国南安普敦大学研究人员

领衔的团队新开发出一款基于人工

智能技术的软件，可以快速识别并分

析大量与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相关

的数据，从而帮助有关当局更高效地

打击这类非法行为。

据南安普敦大学 1 月 13 日发表

的消息，这款软件能够从大量论坛和

网上市场提取有关支付、野生动植物

物种以及位置数据，从而让调查人员

快速分析出可能进行中的相关非法

贸易。软件还能分辨出非法分子经常

使用的名称和关键词等重要线索。最

终，所有数据信息能够以图表等直观

的方式呈现在调查人员面前，方便他

们开展工作。

领衔这个项目的该校学者安妮

塔·拉沃尔尼亚说，互联网助推了

稀有野生动植物的非法贸易，很遗

憾当前防范这类非法贸易的资源

和培训还比较有限。“新开发的软

件有助于打击这类非法产业，惩治

不法分子。”

2019年乌克兰
谷物产量再创纪录

新华社基辅 1 月 13 日电（记者

李东旭）乌克兰经济发展、贸易和农

业部1月13日发表报告说，初步统计

显 示 ，2019 年 乌 克 兰 谷 物 产 量 达

7500 万 吨 ，打 破 2018 年 纪 录 ，创

1991年乌克兰独立以来新高。

乌克兰经济发展、贸易和农业部副

部长塔拉斯·维索茨基在这份报告中

说，乌克兰谷物产量完全能够满足国内

需求，谷物丰收将有助于扩大出口。

报告说，在 2019 年 8 月至 2020

年 7月的农业销售年度中，乌克兰计

划出口谷物5400万吨。

近年来乌克兰谷物连获丰收，

2017 年和 2018 年谷物产量分别为

6130 万吨和 7010 万吨。在 2018 年 8

月至2019年 7月的农业销售年度中，

乌克兰出口谷物 4970 万吨，创 1991

年以来最高纪录。

乌克兰有“欧洲粮仓”之称，是世

界第三大粮食出口国，粮食出口也是

乌克兰外汇重要来源之一。

古巴
举行国际美食研讨会

新华社哈瓦那 1 月 12 日电（记

者 林朝晖）1 月 9日至 11 日，古巴国

际美食研讨会在古巴首都哈瓦那举

行，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

总理曼努埃尔·马雷罗、文化部长阿

尔皮迪奥·阿隆索等政府官员出席

了会议。

这一国际美食研讨会名为“古巴

味道”，由迪亚斯-卡内尔夫人利斯·

奎斯塔·佩拉萨担任组委会主席。研

讨会于 2019 年第一次举行，今年是

第二届。来自古巴、墨西哥、意大利、

美国和西班牙的代表参加了今年的

研讨会。

奎斯塔在研讨会上说：“古巴致

力于发展旅游业，除了美丽的海滩和

保存完好的历史遗迹之外，由于数百

年来各种文化的融合，古巴还拥有丰

富的传统美食。”

出席研讨会的古巴美食与旅游

业协会主席荷尔霍·孟德斯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说：“没有精美的食物就没

有旅游业，因此我们必须提高烹饪

水平，让美食吸引更多游客。”

2020 年伊始，中国眼科医疗队

再次来到马尔代夫、中马眼科中心

开业的消息，传遍马尔代夫各岛礁。

首都马累附近的胡鲁马累医院的中

马眼科中心，成为当地眼疾患者的

“希望之地”。

73 岁的阿卜杜拉·侯赛因 5 年

前做了左眼白内障手术，没有多大

改善，右眼视力也越来越差，老人对

康复早已失去希望。得知医术精湛

的中国医生时隔 2 年又回来了，侯

赛因的儿女们迫不及待地把父亲送

到医院。

眼科中心护士对笔者说，侯赛因

刚来时，“右眼除了能看到光，什么都

看不到”。10分钟的手术后，他睁开

眼睛，竟然“奇迹般地”看清了向他挥

手微笑的医生。侯赛因第二天回到医

院复查，右眼视力恢复到0.2，左眼经

过激光治疗后视力提高到0.5。侯赛

因仔细端详着中国医生和护士的脸，

情不自禁地竖起大拇指。

旅游度假胜地马尔代夫距离赤

道近、紫外线强，白内障患者比例较

高。由于眼科医生不足，设备短缺，

交通不便，白内障患者往往得不到

及时治疗。

1月6日至12日，中国医生为约

571 名患者做眼科检查，完成 80 台

眼科手术，涉及白内障、眼表、玻璃

体、外眼和激光治疗等。笔者看到，

大多数患者前来就诊时眉头紧锁，

离开时则面带微笑，很多患者或家

属用手机与医护人员拍照合影。

白内障患者阿卜杜拉·阿里坐

了7小时的船，从114公里外的家里

赶来。2年前，广东中山大学中山眼

科中心附属眼科医院副院长陈伟蓉

带领一支中国医疗队在胡鲁马累开

展“光明行”活动，陈伟蓉为阿里做

了左眼白内障手术，很成功。他一直

期待有一天给右眼也做个白内障手

术。“听说中国医生来了，我和岛上

的两个朋友一起赶到这里。让我惊

讶的是，这次给我做手术的恰好是

陈医生。”

这次陈伟蓉带领的团队不仅给

患者做眼科手术，更重要的使命是

在马尔代夫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

——建立眼科中心。

“在胡鲁马累医院建立眼科中

心是中马两国政府经过认真考察和

研究后的决定。根据规划，这个中国

政府援建项目由中山大学中山眼科

中心承担，未来中马眼科合作将以

这个现代化的眼科中心作为平台，

不仅看病，还将培训医护人员。”陈

伟蓉告诉笔者。

陈伟蓉表示，援建一个眼科医

院和做一次“光明行”活动有着天壤

之别，这标志着我国援外医疗模式

从单纯派出医疗队向建小型专科医

院、培训当地医务人员，长期为当地

百姓服务的模式转变。

作为中马眼科中心项目负责

人，陈伟蓉一年来历尽艰辛，从眼科

中心前期的场地选址、医疗物资招

标，再到眼科精密仪器设备的调试

安装、各类医疗物资及药品通关，陈

伟蓉都需要过问，与马方沟通协调。

在眼科中心，笔者听到最多的

话是“感谢中国”。马尔代夫卫生部

国务部长沙阿·马希尔观摩中国医

生临床手术后说，建立眼科中心是

一个具有长远目光的重要举措，感

谢中方支持。胡鲁马累医院医疗总

监易卜拉欣对笔者说，与以前的“光

明行”不同，这次中国医生不仅看

病，还负责培训医护人员。

连日来，中国医生工作的手术

室成为当地医护人员观摩和培训的

场所。手术之余，中国医护人员耐心

讲解手术需要注意的关键环节以及

各种精密仪器操作规程。在手术室

工作的护士瓦法说：“中国医生医术

精湛，护士给我们传授了许多有益

的经验，工程师则不停地指导我们

如何使用各种器械。”

中国医生也成为马尔代夫人在

社交媒体上的话题。网民纳西姆

说，从来没有看到过其他国家政府

向马尔代夫提供这种高质量医疗

服务。网民沙阿说，“希望中国的眼

科中心能够保持高水平，并一直留

在这里”。

针对当地人的期望，陈伟蓉表

示，建立眼科中心是中马两国政府

共同推动的一项心系民生、惠及百

姓的民心工程，关系到两国人民的

友好往来，中国医生一定竭尽全力

为马尔代夫人民服务，培训当地医

务人员，真正打造出一支不走的眼

科医疗队。

（新华社 唐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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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国首都曼谷以北约 450 公里

处，有一座名为素可泰的古城。这里被

誉为泰国“民族文化之根”，泰国民众

的生活习惯和很多建筑风格都可以从

素可泰古城找到源头。古城曾一度被

废弃，历经30多年修复后，如今已成

为泰国日益受欢迎的旅游胜地。素可

泰古城的重生，见证了泰国对历史文

化保护的重视，也为当代留下了可资

利用的宝贵旅游资源。

素可泰孕育了泰国的传
统文化

午后阳光正烈，素可泰历史公

园内的一棵巨大榕树下，来自甘烹

碧府空兰维塔亚学校的近百名学生

正在上着一堂户外历史课。

“同学们，矗立在你们面前的玛

哈泰寺由素可泰王朝开国君主室

利·膺沙罗铁建造，这些巨大石柱都

是当年宏伟建筑的遗迹。”伴随着历

史老师拉差农绘声绘色的讲解，孩

子们仔细观察眼前的景象，不时低

头做着笔记。

素可泰王国大约建立于公元

1238 年，被认为是泰国历史上第一

个王朝。1283年，素可泰三世王受古

高棉语和孟人语的启发，创造了泰

语文字，现代泰文字就是在此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此外，今天泰国所保

留的宗教信仰、宫殿寺庙的建筑风

格、民族服装和饮食习惯等均可在

素可泰时期找到源头。正因如此，素

可泰王朝被视为泰国传统文化的

摇篮。

“像这样的学生团体，我们每周

要接待好几次。每月都至少有来自

泰国各地的 2000 多名学生前来参

观。”素可泰历史公园售票处负责人

瓦拉蓬说，公园对学生免收门票。

“素可泰孕育了泰国的传统文化。这

段历史是每个泰国学生的必修课。

相比于门票收入，让孩子们接受生

动的历史教育更加重要。这也是政

府修复素可泰古城、建造素可泰历

史公园的主要原因之一”。

空兰维塔亚学校的高一学生平

拉达说，在素可泰历史公园内上课，

亲眼看到平时出现在教科书上的古

代建筑，这种感觉非常奇妙。“素可

泰古城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书，来到

古城，整个人仿佛置身历史之中。”

维护工作需要持续完成

自 15 世纪以来，素可泰城历经

风雨沧桑，建筑严重受损。1953 年，

泰国政府决定对破败不堪的素可泰

古城进行清理、勘测、挖掘工作，并

修建通往古城的公路。

占地70多平方公里的素可泰古

城区域包含了城墙内的宫殿、王室

寺庙，以及城墙外同样具有考古和

艺术价值的众多遗址。泰国国家旅

游局素可泰府办事处负责人阿披瓦

说，由于古城墙内外分布着大量的

古建筑，修复范围非常大，前期的清

理、勘测工作相当复杂。此外，当时

在古建筑周围居住着 5万多当地百

姓，民众重新安置工作也是一大难

题。同时，文物建筑修复需要充分的

科研和技术支撑。由于一直得不到

稳定保障，修复工作进展缓慢。

1978 年，泰国政府和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开展合作，以加速素可泰

古城的修复工作，并在此基础上建

设历史公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

供了专业的知识理念和技术手段，

由泰国政府敲定并落实总体的修复

方案。为应对泰国雨季气候和潮湿

环境，修复团队采用了为古建筑涂

抹防潮防腐的硅化学物的方法。对

于缺失的砖石构件，文物专家们也

按照原始构件的配料素材比例细心

调制新的构件配料，力求做到“修旧

如旧”。

1988 年，修复后的古城以素可

泰历史公园的崭新面貌向公众开

放，园内约有 190 处历史遗迹得到

了留存和修缮保护，包括王宫、寺

庙、佛塔、石碑、塑像等。1991年，素

可泰古城遗迹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文物修复专家披勇介绍说，文物

修复团队共由7人组成。他们的主要

工作是负责监测园内建筑的“健康”

状况，及时处理风吹雨淋对文物造成

的破坏。披勇说，“素可泰古城修复历

经 30多年，前辈们完成了最艰难的

修复。我们更应该做好当前的维护工

作。”他表示，素可泰历史公园的开

放，标志着素可泰古城主要修复工作

的完成。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遗址

得到了有效的保护，让泰国人留住了

“民族文化之根”。

素可泰旅游业潜力巨大

修复后的素可泰古城一直是泰

国民众热衷的游览之地，全年游客

络绎不绝。来自曼谷的游客拉达纳

说，泰国的文字、建筑、服饰都可溯

源至素可泰，泰国人来此“寻根”，希

望“看看泰国最初始的模样”。

据素可泰历史公园园长塔妲介

绍，目前每日入园的游客在 1200至

2000 人之间。与泰国很多热门景点

不同，来这里的游客以泰国本地民

众为主。很多泰国游客来到这里，主

要出于对素可泰文化和历史怀有特

殊的感情。

除了古城的文化意义，历史悠

久的素可泰府本身也拥有十分丰富

的旅游资源。近年来，素可泰历史公

园每年都会在水灯节期间举行灯光

秀和烟火表演，吸引了泰国年轻游

客和国际游客。与此同时，素可泰府

重拾赛龙舟、骑象比赛等传统习俗，

促进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去年前 10 个月，素可泰府吸引

游 客 近 105 万 人 次 ，同 比 增 长

4.67%，旅游收入超 30 亿泰铢（1 元

人民币约合 4.3 泰铢），同比增长

8.47%。阿披瓦表示，尽管素可泰游

客数量和旅游收入比不上曼谷、普

吉、清迈等旅游热点地区，但作为

“泰国文化发源地”，素可泰的旅游

业一直处于上升阶段，潜力巨大。

“泰国政府正在采取各种举措，希望

扩大素可泰的国际知名度，让更多

国际游客也来素可泰看看泰国最初

的模样。”阿披瓦说。

近年来，素可泰府大力发展手

工业。去年 10月 30 日，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全球创意城市网络”计划将

素可泰府纳入其中。泰国芒果传媒

董事经理帕卡是土生土长的素可泰

人。他告诉笔者，很多当地居民在自

家纺织泰丝围巾、编制竹篮等。这些

素可泰风格浓郁同时又适应现代市

场的创意手工产品受到游客青睐，

被销往整个泰国。

泰国国家旅游局局长育塔萨表

示，泰国政府将着力打造素可泰“泰

国文化源头、现代创意城市”的形

象，坚持可持续发展路线，积极扶持

当地旅游文化产业，让世界更好了

解泰国的传统文化。

（《人民日报》赵益普）

联合国发行
中国农历鼠年邮票

新华社联合国 1 月 13 日电（记

者 尚绪谦）联合国邮政管理处日前发

行中国农历庚子鼠年特别版邮票版

张，庆祝中国农历新年的到来。

该邮票版张由每枚面值 1.20 美

元（1美元约合6.9元人民币）的10枚

邮票组成，整个版张定价14.95美元。

邮票的左半部分为蓝色的联合

国会徽图案，右半部分为生肖鼠的剪

纸形象。邮票右侧图案由中国画家

殷会利设计，除鼠的形象外，在色彩

方面主要使用了中国春节传统的金

色和红色。

联合国邮政管理处 2010 年 5 月

为纪念中国生肖邮票发行 30 周年，

首次发行以中国农历生肖为内容的

个性化邮票。今年的“鼠票”是联合国

发行的第11枚中国农历生肖邮票。

将蔬果残余制成沙

拉酱、用生活垃圾发酵

生产沼气、把旧衣物改

造 成 购 物 袋 …… 近 年

来，日本一些企业和学

校想出了极富创意的方

法，对废弃物品进行二

次 利 用 ，努 力 减 少 浪

费 ，推 动 实 现 可 持 续

发展。

历经30多年，泰国全面修复素可泰古城，留住“民族文化之根”——

“古城本身就是一部历史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