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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国积极探索治堵新思路

城市交通拥堵现象
依然严重

“在疫情防控期间，由于开私家

车上路的人增多，布鲁塞尔交通拥

堵仍十分严重。”家住布鲁塞尔市郊

特尔菲伦的帕特里克对笔者说，尽

管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堵车问题

难有改观。

布鲁塞尔的情况在欧洲大城市

中 很 普 遍 。德 国 数 据 分 析 公 司

Statista 提供的数据显示，2019 年，

罗马的司机因道路拥堵而平均多花

费 166 小时，位居欧盟主要城市首

位；巴黎、都柏林、伦敦、布鲁塞尔则

分别为 165 小时、154 小时、149 小

时、140小时，在欧盟国家中居前。

欧盟审计院估计，交通拥堵每

年甚至可能给欧盟造成高达 2700

亿欧元的损失。同时，城市交通产生

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占交通行业全部

排放量的 40%，其他污染物排放量

占整个交通行业的70%。

据路透社报道，2019年全球最拥

堵的11座城市中，有7座在亚洲，其

中印度占了4座，其余3座分别在菲

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泰国。菲律宾首都

马尼拉拥有约350万辆汽车，全市每

天因堵车而产生的经济损失达6700

万美元。在拥有 1100万人口的雅加

达，有统计称车辆的年均熄火、启动次

数为33240次。印尼国家发展计划局

发布的数据显示，大雅加达区每年的

交通拥堵成本高达46亿美元。

在拉美，近年来随着汽车市场快

速增长，许多城市原本稍有缓解的交

通网压力又不断增大。根据交通数据

分析公司英里克斯的统计，在哥伦比

亚首都波哥大，司机每年因交通拥堵

损失的时间高达191小时。该榜单上

排名前15位的拉美城市还包括巴西

里约热内卢、贝洛奥里藏特和圣保

罗，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以及厄瓜

多尔首都基多等。根据导航科技公司

通腾公布的 2019 年全球交通指数，

秘鲁首都利马、巴西城市累西腓，以

及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也在全球拥堵

城市中排名靠前。

多措并举努力缓解
堵车压力

为缓解交通压力，各国纷纷采

取发展公共交通、绿色交通等有针

对性的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

欧盟委员会的一份政策指引认

为，欧盟城市应该从自身特点出发，

提高交通系统运行效率，减少温室

气体排放。为此，2014年至2020年，

欧盟投入了 130 亿欧元，大力支持

城市发展绿色交通和公共交通，重

点支持地铁、有轨电车、自行车道及

智能交通系统建设。

随着欧委会“欧洲绿色协议”的

出台，欧盟国家解决城市交通拥堵

同实现减排目标越来越紧密联系在

一起。比如，很多城市提出了“无车

城市”理念，通过限制汽车车速、减

少停车场数量，增加减速带和步行

街数量等措施提高驾车进入核心市

区的成本。

亚洲地区的许多城市则普遍采

取扩大地铁线路、增强公共交通运

输能力的措施，努力减轻堵车压力。

以印尼为例，经过6年建设，雅加达

地铁南北线一期于2019年 4月正式

投入商业运行。目前印尼还在酝酿

建设一个独立的高架铁路网络，以

缩短雅加达和周边卫星城市的通勤

时间。印尼政府希望未来将公共交

通乘客比例由目前的 20%提升至

60%。为控制私家车出行、鼓励民众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雅加达自 2016

年开始便尝试在主要道路推行对私

家车的单双号限行政策，并逐步扩

大限行区域和时间，取得一定效果。

在拉美，圣保罗、波哥大和基多

等城市相继推出限行措施，根据车

牌尾号限制车主在高峰时段的出

行。目前，快速公交模式在拉美得到

广泛应用。拉美已有 55个城市建立

了快速公交系统，路线总长度超过

1800公里，每天乘客超过2000万人

次。拉美不少城市还鼓励民众骑自

行车出行，例如波哥大已拥有拉美

最大的自行车网络。

数字化和智慧交通
是未来发展趋势

近年来，许多国家和城市的交

通拥堵问题有所改善，但是离实现

治堵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专家

认为，数字化和发展智慧交通是完

善城市交通系统的有效方式。

经合组织在一份报告中说，随

着车辆增多、出行需求持续增加，城

市交通压力加大。解决拥堵问题，应

该对城市交通状况进行系统性思

考，加大对交通瓶颈部分的投资，加

大地铁、铁路、水运等不同公共交通

的联网，并着眼绿色交通建设。

布鲁塞尔交通和环境部门负责

人阿兰·马龙认为，不同城市交通拥

堵的原因不尽相同，应该采取有针

对性的措施进行疏导。“智慧城市”

将是未来城市交通改善的目标。

在新加坡，城市管理者就选择

了“智能化”方案来应对交通拥堵。

根据瑞士洛桑学院发布的智能城市

指数评估，新加坡被誉为全球最智

能城市。新加坡的智能交通系统可

以及时向司机通报道路拥堵、道路

损坏、交通事故等道路异常信息，还

可以根据天气预报和出租车GPS定

位数据进行分析，为车辆发送预警，

缓解市民出行压力。

2018 年初，马来西亚数字经济

发展机构和首都吉隆坡市政厅联合

宣布引入阿里云ET城市大脑，这是

该技术首次在中国之外被应用。ET

城市大脑通过人工智能分析吉隆坡

部分道路路口摄像头的数据，从而

动态调节交通信号灯、检测交通事

故、方便应急车辆优先通行。试运营

期间，ET城市大脑减少了马来西亚

民众12%的出行时间。

哥伦比亚胡利奥·加拉维托工

程学院道路与交通研究中心负责人

莫妮卡·苏亚雷斯对笔者表示：“智

慧交通将有助于提升大城市的流动

性。但发展智慧交通的同时，还需重

视绿色清洁技术，配以完善的公共

交通服务，促使民众从私家车出行

转向公共交通出行。”

（《人民日报》张朋辉 赵益普 朱
东君）

重回课堂 严格防控

尽管日本东京都地区新冠肺炎

疫情依然比较严重，但东京都 23个

区中13个区的中小学生8月底结束

暑假，提前一周返校上课。

在白金之丘学园，学校采取了

极为严格的防疫措施。渡部理惠子

介绍说，学校首先在入口引导学生

分散入校。随后，老师在入口处用非

接触体温枪给所有的孩子测体温，

对孩子健康状况进行观察。入校时，

每个孩子要提交健康记录卡。校区

有监控摄像头，用来观测孩子们的

健康状况。

所有教室配备消毒液，孩子们

饭前或进教室前先洗手并喷洒消毒

液。学校对孩子们在校外是否戴口

罩没有严格要求，但是入校之后，要

求除体育课和吃饭外必须戴口罩。

同样提前开学的东京都墨田区

两国小学校长平林久美子说：“这个

暑假比较短，有的孩子可能没有完

成暑期作业。不过没关系，只要他们

能健健康康来学校就好。”

在德国，疫情之下的开学季慎

之又慎。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德国中

小学和幼儿园从今年 3月中旬起陆

续停课。随着疫情缓解和夏休假结

束，各地从 8 月初起陆续重新开学

复课。

德国（各州）文教部长联席会议

7月通过“防止感染与卫生措施最新

框架”，对各地学校的卫生措施、活

动距离、教职员工调配、人员记录追

踪、检测和上报等做出原则性规定，

包括在校时禁止拥抱握手、在规定

区域要戴口罩、定时开窗通风、适当

清洁消毒等。由于教育在德国属各

联邦州负责事务，各州按具体情况

还制定了相关细则。

按照已经开学各州的规定，各

地中小学不强制要求师生在课堂上

戴口罩，但有一些州要求必须在走

廊、厕所、活动室等人员汇集的密闭

空间戴口罩。

多名德国家长在接受媒体采访

时表示，上学读书和防疫措施都是

生活必须部分，虽然口罩遮住了孩

子的笑脸，但这些措施和努力会让

孩子的笑容继续绽放下去。

返校推迟 首选网课

在公路上开一段车，然后徒步

穿越牧场，翻过道道栅栏，最终抵达

村子。巴西中部戈亚斯州迪维诺波

利斯市一所州立学校的几名教师在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周都要有这样

一次旅程，到没有网络的村里给学

生上课。

在这所学校中，100多名学生在

新学期依然上网课，但有 14名学生

居住偏远没有网络，也没有校车接

送他们到学校领取纸质教材。学校

的一些教师就每周把作业带给孩子

们，并对他们进行辅导。

女 教 师 茹 塞 内 亚·阿 尔 梅 达

说：“我们会汇集各科作业和授课

内容，以学生能够接受的方式给

他们讲课。虽然不可能达到与其

他同学上网课同样的效果，但至

少让他们得到最基本的教育，不

至于落后太多。”

地处南半球的巴西寒假已经结

束，8月初学校陆续春季开学，能否

复课是所有家长和教师共同关心的

问题。由于巴西疫情还未出现明显

好转迹象，更多地区的学校依然以

网课为主要授课方式。一些州虽然

做出复课尝试，但由于学生难以完

全遵守防疫规则，社会上反对复课

的声音此起彼伏。

巴西《圣保罗报》数据库8月 18

日公布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79%

的巴西人认为复课将使疫情恶化，

学校至少在今后两个月都应该保持

关闭。

在韩国，返校复课由于疫情反

弹被迫推迟。8月中旬以来，韩国新

冠肺炎疫情严峻，单日新增确诊病

例数在百例以上。韩国保健福祉部

长官朴凌厚近日表示，此次疫情反

弹、感染人数骤增的主要原因是首

都圈的教会、餐厅、传统市场和学

校等场所发生多起聚集性感染事

件，且疫情正逐渐从首都圈向其他

地方扩散。

韩国教育部宣布，自 8 月 26 日

开始，首尔市、仁川市和京畿道的所

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的学生暂停

返校上课，转而采取网络授课，这一

措施暂定持续至 9 月 11 日。考虑到

高三学生正备战一年一度的大学修

学能力考试（相当于中国的高考），

首都圈高三年级暂不实施网络授

课，可在做好防疫的前提下在教室

复习备考。原定于11月 19日举行的

大学修学能力考试已被推迟至 12

月3日举行。

网络授课会引发一些顾虑和担

忧。双职工家庭如何照看孩子成为

棘手问题。网络授课需要的电脑、平

板电脑等工具，可能给贫困学生带

来负担。在疫情之下的特殊时期，如

何缩小教育资源不均衡带来的负面

影响，成为摆在一些国家政府面前

的重要课题。

复课与防疫 艰难的平衡

英国首相约翰逊日前发表声明

表示，和在校感染病毒的风险相比，

继续停课对孩子的危害更大。他敦

促家长配合学校开学复课，让孩子

回归校园。英国政府也随即规定，拒

绝送孩子返校的家长将面临 120英

镑罚款，屡次不让孩子返校的家长

则可能面临最高 2500 英镑罚款或

最多3个月监禁。

民调机构舆观调查公司一项针

对全英 3000 多名受访者的最新调

查显示，在英国政府宣布 9 月全面

复课后的 3 周里，受访民众对复课

的支持率从 57%升至 65%，但依然

有19%的受访者反对学校重开。

在已于 8 月早些时候开学的苏

格兰，当地政府要求从 8 月 31 日开

始，所有 12岁以上学生在学校走廊

等校园内公共区域及校车上都必须

戴口罩。但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教室

里，学生不用戴口罩。

45 岁的妈妈安德烈娅·伯福德

说：“我想让我女儿重返学校学习，

但我也希望她安全。”这样的表述代

表了大多数疫情中学生家长的心

情。如何平衡继续学业和保持健康

之间的关系，如何尽早让学生平安

返回校园复课，将是未来一段时间

内全球众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

（新华社 赵嫣 郭丹 姜俏梅 朱晟 张雨
花张毅荣赵焱陈威华陆睿张代蕾）

谭德塞为重启经济和
社会生活提出四点建议

新华社日内瓦8月31日电（记者

刘曲）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31

日就疫情期间各国重启经济和社会生

活提出四点建议，尤其强调应保护老

年人和其他基础疾病患者等弱势群

体，尽量减少他们的新冠病亡率。

谭德塞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表示：

“世卫组织完全支持重新开放经济和

社会的努力。我们希望看到孩子们重

返学校、人们重返工作场所，但我们

希望这一切都能安全地实现。与此同

时，任何国家都不能假装疫情已经结

束。”谭德塞再次警告，新冠病毒极易

传播且对所有年龄段人群都可能致

命，目前大多数人仍然容易感染。

他表示，各国对新冠病毒传播控

制得越好，就越能重新开放经济和社

会生活，而没有控制的开放只会导致

灾难。他就此向所有国家、社区和个人

提出四点有关控制新冠病毒的建议。

首先，应防范会扩大病毒传播的

活动。许多国家的疫情暴发常与人们

在体育场、夜总会、宗教场所的活动

以及其他人群聚集活动有关。出现严

重社区传播的国家或社区可能需要

暂时推迟这类活动以减少传播。

其次，应保护弱势群体，包括老

年人、基础疾病患者以及提供社会必

要服务的工作人员等，减少他们的新

冠病亡率。

第三，个人在疫情中必须发挥作

用，采取保护自己和他人的措施，比

如与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勤洗

手、戴口罩等。

第四，各国政府必须采取有针对

性的行动，发现、隔离、检测及护理新

冠病例，并追踪和隔离病例接触者。

如果各国采取临时性和有针对性的

干预措施，就可以避免实施大范围的

居家隔离。

谭德塞特别强调：“每一个生命——

不论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都是

珍贵的，我们必须尽全力去拯救。”

新研究发现
人类自闭症基因
也会影响牛的性情

新华社悉尼 8 月 31 日电（记者

郭阳）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一项新研

究发现，引发人类自闭症谱系障碍

（俗称“自闭症”）的基因也会影响牛

的性情，这可能有助于提高牛肉产量

和质量。

牲畜性情对日常养殖和肉类商

业价值都有重要影响。性情温顺的动

物通常生长得更快，更易饲养和运

输，肉质也更好。反之，脾气暴躁不利

于动物自身生长，还可能危害同伴和

伤害工作人员。

昆士兰大学动物科学中心主任

本·海斯介绍，养牛业常通过测量牛从

围栏中放出后的移动速度来衡量牛的

性情，与围栏一打开就凶猛前冲的牛

相比，缓慢稳定前行的牛更受青睐。

海斯等人在新一期学术刊物《遗

传学选择进化》上发表论文说，他们对

9000多头肉牛进行了全基因组测序，

分析与牛性情相关的数据点位。结果

发现，控制人和牛大脑中有关功能和

对恐惧刺激反应的基因存在重叠，一

些在自闭症患者中常见的基因，也会

使牛对新环境更恐惧，性格更暴躁。

研究人员说，通过分析相关基因

的遗传机制，也许可以培育性情更温

顺、肉质更好的肉牛。

2021年东京马拉松
可能推迟到秋天举行

新华社东京9月 1日电（记者 王
子江）日本媒体日前报道，如果新冠

肺炎疫情不能得到有效控制，定于明

年 3 月举行的东京马拉松可能会推

迟到秋天举行。

共同社援引一位东马内部人士的

话说，由于疫情仍然是举办比赛的障

碍，组委会已经在考虑推迟比赛的可能

性。明年的比赛原定于3月7日举行。

东马组委会 7 月曾宣布，在密切

监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同时，正在就明

年的比赛细节进行充分磋商，比赛细

节在 8 月正式公布。但到目前为止，

并没有更新的消息公布。

日本时事社上周曾报道，组委会

考虑明年的比赛可能继续取消大众

选手的比赛。今年的东京马拉松因为

疫情只保留精英选手和轮椅马拉松

精英选手比赛，组委会把未能参赛选

手的名额保留到明年或者后年。

按照原来的计划，所有获得今年参

赛资格的选手都需要在7月31日之前

决定参赛年份，但重新报名程序都已经

推迟，可见很多比赛细节仍在斟酌中。

交通拥堵是很多大城市面临的共同挑战。在加强城市交通建设
和管理方面，全球不少国家和城市积累了一些有益经验，同时仍需
要解决许多难题。

核心
阅读

墨西哥学校开展“菜园子项目”

重返校园与防控疫情间的慎重选择
——新冠肺炎疫情下全球开学季一览

墨西哥国立理工学院2019年的

一项调查显示，墨西哥每年每人平

均浪费食物 167 千克，价值 2041 比

索（约合 640 元人民币）。该学院经

济学教授阿吉拉尔算了一笔账，一

个四口之家每年浪费食物达 668 千

克，如果能避免这种浪费现象，650

万严重缺粮的墨西哥民众将得到充

足的粮食供给。

为了减少食物浪费，墨西哥从

学校教育开始培养孩子们的节约意

识。很多学校通过实践教育，帮助学

生建立起良好的饮食习惯。有的学

校发起体验厨房活动，让学生每周

一次体验做饭的全过程。学生们要

自己订购食材、洗菜、切菜、做菜，最

后清洗餐具、打扫厨房。许多学校开

展“菜园子项目”，专门开辟出一片

地，让学生们自己播种、浇水、松土

和除草。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了解

到农作物的生长过程，体会到每餐

饭的来之不易，从而学会珍惜食物，

养成节俭的习惯。此外，学校也会按

照学生的喜好，时常开发新菜谱，让

学生尽量将食物吃光。

墨西哥一些学校还经常邀请学

生家长参与到“菜园子项目”中，亲

身体验种菜的过程。有的家长受到

启发，在家里也建起了菜园。“孩子

们将在学校学到的蔬菜种植技术教

给我，在他们的指导下，我学会了用

厨余垃圾堆肥，既经济又环保。”一

位叫莱蒂西亚的家长说，“学校将节

俭意识和健康的饮食文化传递给每

一个孩子，又通过孩子传递到了每

一个家庭。”

据世界银行统计，墨西哥每年

厨余垃圾产生的温室气体相当于

1570 万辆汽车排放的尾气。在墨西

哥校园内，厨余垃圾占垃圾总重量

的 1/3 以上。对此，一些学校鼓励学

生们科技创新，想办法解决食物浪

费带来的环保问题。大学生玛丽安

娜和罗斯奥在学校的支持下，发明

了一个生物转化器，可将水果、蔬菜

和骨头等厨余垃圾转化为沼气，用

于家庭烹饪、取暖和照明等。剩下的

残渣可以转化为生物肥料用在果园

和花园里。

“厨余垃圾具有很高的利用价

值，但是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玛丽安娜说，“将厨余垃圾转化为能

量，不仅可以减少食物浪费、保护环

境，还可以帮助家庭减少开支。”

为了减少食物包装产生的垃

圾，学校鼓励学生多使用陶瓷杯、玻

璃杯、布巾等，代替一次性餐具和餐

巾纸。在每年的 3 月 22 日“世界水

日”，墨西哥各地学校都会组织展

览、游行等活动，宣传节水意识。有

的学校还会定期邀请专业人士给学

生讲解如何正确利用各种资源，减

少浪费。

在新拉雷多市，当地市政供水

和污水处理委员会经常和学校合

作，给学生科普用水常识。委员会负

责人莫拉莱斯说，在校园内形成节

约文化，有助于将节约的习惯带到

家庭，对整个社会产生积极影响。

（《人民日报》刘旭霞）

欧 盟 委 员 会 8 月 份 更

新的数据显示，每年欧盟国

家因交通拥堵造成的经济

损 失 近 1000 亿 欧 元 ，约 占

国内生产总值的 1%。在人

口密度大、城市集聚效应明

显的亚洲和拉美地区，交通

拥堵也是阻碍城市发展的

“老大难”问题。专家认为，

面对城市交通发展面临的

新挑战，数字化和发展智慧

交通是未来完善城市交通

系统的有效方式。

“现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非常严重。这样的情况下能开学，真的既开心

又紧张。”日本东京都白金之丘学园 8 月 25 日迎来秋季学期第一天，在校门

口迎接学生的副校长渡部理惠子说。

8 月到 9 月，通常是世界各国传统开学季。在今年疫情蔓延的特殊开学

季，一些国家选择在严格防控下慎重开学，一些国家则选择远程教学的方

式开启新学期。复课与防疫之间的平衡，是对各国政府、学校和每个学生家

长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