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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西 兰
细节着手

多措并举加强生态保护

文明视界

自然生态保护的重要形式
——来自一些国家国家公园建设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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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联酋力促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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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荒野区域”养护生态原貌、健全法律法规加强管理、限制游
客数量促进可持续发展……国家公园已成为当今世界自然保护的重
要形式。一些国家在国家公园建设中坚持以自然生态保护为前提，因
地制宜采取保护措施，平衡处理保护与利用的关系，为子孙后代长远
发展留下宝贵财富。

日前，欧洲议会通过一项产品
维修权法案，以此提升电器耐用性
及可维修性。欧洲议会认为，产品
的维修权是欧盟《循环经济行动计
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
维修权应充分考虑产品的生命周
期，产品的设计、生产流程应该被
标准化。

近年来，欧洲的电子垃圾增长快
速。欧盟权威机构分析认为，要彻底
解决该问题，欧盟应致力于让电器

“能修”也要“好修”。欧盟4月进行的
一项调查显示，当家电出现问题时，
77%的欧盟消费者第一选择是通过

维修解决问题，79%的欧盟消费者认
为，应该要求制造商提高产品的可维
修性或更换特定零件。

不少欧洲民众表示，如果维修费
用比购新价格低两三成的话，他们愿
意维修。过快更新电子类产品不仅会
造成极大的浪费，还会对环境造成很
大压力。然而，由于维修价格昂贵，许
多民众不得不放弃维修，直接购买新
产品。

导致维修费用高昂的原因众
多。一位维修工人告诉笔者，维修所
需零件价格很高。现在的很多电器
设计过于集成化，很多部件集中在

一个主板上，不管是多小的问题，都
需要更换整个主板。有的产品则是
数个零件组合在一起，难以拆解。大
件电器需要上门维修，时间成本很
高，一天最多跑三四家，需要花费不
少交通费。维修工人抱怨道：“电器
非常难修，有的产品光是打开外壳
就需要很长时间。越来越多客户不
得不选择购买新产品。”

目前，作为产品标签的一部分，
欧洲议会要求生产厂家提供二维码
和数字产品护照，注明产品成分信
息，以提高产品被重复使用和回收的
机会。在销售商品时，商家应告知消

费者产品的可维修性、预计使用寿
命、备件获取难度、维修服务等信息。
对于不合规的产品，欧洲议会呼吁在
制造商和销售商之间建立连带责任
机制。

此次欧盟推出新法案，不仅希望
产品在设计上能够更耐用、更安全，
而且希望产品零部件更易于拆卸。欧
盟还计划从明年开始禁止电子产品
使用胶水黏合电池，以方便消费者更
换，同时要求智能手机的系统更新不
会降低手机整体运转速度，并且更新
是可逆的。

（《人民日报》牛瑞飞）

欧盟完善立法减少电子垃圾
——产品维修权法案要求电器“能修”也要“好修”

“第五届中国戏剧
朗读演出”在首尔举行

“第五届中国戏剧朗读演出”4月
13日至17日在韩国首尔举行。本次演
出由韩中戏剧交流协会、韩国国立剧
团、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主办。

“中国戏剧朗读演出”是将中国
的戏剧作品翻译后，由韩国演员以
朗读的方式呈现给观众。项目发起
人、韩中戏剧交流协会名誉会长吴
秀卿表示，今年是韩中建交 30 周
年，韩中戏剧交流协会将通过展现
更多优秀中国作品来促进两国间的
民心相通。

中国驻韩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兼
首尔中国文化中心主任王彦军表示，
期待通过此次活动，中韩两国文化交
流与艺术互鉴能更上一层楼，为促进
中韩友好合作关系发展发挥更大的积
极作用。 （《人民日报》马菲）

以色列团队用植物蛋白
支架3D打印“培养肉”

新华社耶路撒冷4月18日电（记
者 王卓伦 吕迎旭）以色列研究人员近
期在国际期刊《生物材料》杂志上报告
了可用于“培养肉”制造的富含植物蛋
白的支架材料，新研究有望推进“培养
肉”工业化规模生产。

“培养肉”产业旨在利用组织工
程技术培养可供食用的人造肉组
织，以解决全球日益增长的肉制品
需求及其造成的环境压力。组织工
程技术包括使用适当的动物细胞类
型、支架材料以及模仿复杂自然组
织所需的制造技术等。为了模拟原
生细胞的微环境，组织工程技术利
用支架作为细胞生长平台。支架的
特性必须能支持细胞附着、增殖和
分化，并允许营养物扩散和细胞迁
移。当支架作为最终可食用“培养
肉”产品组成部分时，还需考虑它的
可消化性和营养价值。

对于创建厚且复杂的结构，3D生
物打印技术是一种具有前景的制造方
法。在这项新研究中，以色列理工学院
和阿莱夫农场公司研究人员尝试利用
两组富含植物蛋白的混合物创建可定
制的、可被3D打印的支架，用于人造
肉组织培养。这两种混合物分别由豌
豆分离蛋白或大豆分离蛋白与经过修
饰的海藻酸盐组成。

研究人员使用牛肌卫星细胞作为
培养人造肉的细胞，分多个步骤对这
两组富含植物蛋白的支架材料进行评
估：首先确认两种混合物作为支架材
料的适用性，然后开发出一种以琼脂
作为培养基的“挤出式”3D打印方法，
最后观察牛肌卫星细胞能否实现3D
细胞打印。

实验和分析表明，这类富含植物
蛋白的材料适合用作 3D打印“培养
肉”的支架材料。同时，这类非动物源
性支架材料还具有合适的营养价值和
较低的过敏反应风险。新研究有望推
进3D打印“培养肉”的工业化规模制
造，并推动该领域发展。

近日，阿联酋内阁批准一项包含
30多项举措和计划的数字经济战略，
并成立数字经济委员会，负责协调和
帮助相关部门落实战略，以促进数字
经济发展。“我们的目标是在未来10
年内，将数字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
贡献率提高到20%。”阿联酋人工智
能国务部长乌莱马说。

近年来，阿联酋政府努力推动经
济多元化，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政府
支持智能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对数字
化转型的投资，重点发展5G、人工智
能、生物技术、绿色经济等前沿科技

领域，以推动经济复苏和转型升级，
减少对石油收入的依赖。

阿联酋政府率先进行政府服务
数字化转型。去年，阿联酋批准通过
一项政府服务战略，鼓励政府部门使
用统一数字平台，为民众提供便捷的
数字政务服务。该数字平台计划于今
年建设完成，可提供 90%的公共
服务。

阿联酋还积极推动金融科技发
展和银行业的数字化转型。今年 2
月，阿联酋中央银行批准成立了新数
字银行，总投资23亿迪拉姆（1美元

约合3.67迪拉姆）。阿联酋其他银行
近年来也陆续推出针对年轻消费者
的数字金融产品。阿联酋央行还在筹
备发行数字货币。

电子商务也是阿联酋数字经济
发展的重要领域之一。今年1月，中
东地区首个电子商务自由区——迪
拜商业城宣布推出企业激励计划，为
新老电子商务公司提供支持。根据迪
拜电子商务区EZDubai近期发布的
报告，2021年阿联酋的电子商务市
场总额超过50亿美元，预计到2025
年将超过80亿美元。EZDubai物流

总监艾哈迈德说：“政策支持是电子
商务快速发展的主要因素。”

人才培养对数字经济发展至关
重要。阿联酋政府于去年10月发起

“数字经济先锋”计划，旨在培养数
字化和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专业人
才。今年1月，阿联酋政府又推出一
项国家程序员计划，将在未来 5 年
内培训和吸引10万名程序员，投资
40 亿迪拉姆建立 1000 家数字公
司。“国家程序员计划是塑造未来、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举措。”乌
莱马表示。 （《人民日报》沈小晓）

4月16日，又有一家
“反食品浪费”商店在法
国巴黎第十一区开业。
在这家 160 平方米大的
商店里，消费者能够在
这里以较低价格买到临
期、退货或包装破损的食
品，以及形状不佳的蔬果
等食物。

“反食品浪费”商店创
始人夏尔·洛特曼表示，商
店希望通过“回收来自传
统分销渠道的产品”来减
少食物浪费。“我们与近
300家供应商合作，包括
大型超市、批发市场、菜
市场等。我们从他们那里
购买不符合大型零售商
标准的商品，例如包装有
缺陷、尺寸不佳或临期商
品，以低于常规的价格在
商店中售卖。”整体而言，
这类商店食品价格平均
要比普通超市便宜20%
至30%。预计新开张的这
家商店每月能避免30吨

至40吨食品的浪费。
根据法国生态转型和团结部的数

据，法国每年浪费的食物商业价值估
计为160亿欧元，其中有高达10%的
产品会被法国超市分销网络淘汰。
2016年 2月，法国推出《反食品浪费
法》，成为全球首个专门制定法律来制
止食物浪费的国家。2018年，巴黎成
立首家“反食品浪费”商店。

除“反食品浪费”实体商店外，法
国民众也可通过网络平台买到相关商
品。特定网站会在生产商或分销商的
委托下售卖包装破损及临期的未售出
商品，价格最多能便宜一半，而且下单
超过30欧元还能获得赠品。

（《人民日报》刘玲玲）

泰国考艾国家公园正门入口
处，“国家公园行为准则”的展板
上写着保护动植物、禁止投喂野
生动物、禁止大声喧哗等诸多条
款，提醒游览者遵守。

考艾国家公园设立于 1962
年，占地2168平方公里，是泰国
设立的第一个国家公园，2005年
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
产名录。公园内不仅广泛分布着
森林、草原、瀑布等，也生活着种
类繁多的动物，“小心野象”“小心
动物穿行”等标识比比皆是。

泰国国家公园发展主要经历
了4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设立阶
段，泰国政府从1962年起对全国
的自然资源进行调查统计，设立
了36个主要开展林业和农业保
育的国家公园。第二个是开发的
阶段，在政府各部门协作下，逐步
开放小规模旅游，与此同时加强
对自然保护的宣传。第三阶段为
与旅游发展相对接的阶段，国家
公园为促进泰国旅游业发展提供
了重要资源。当前，政府提出了

“泰国4.0”发展战略，国家公园发
展更加强调智能化管理，在有效
保护自然资源的同时，兼顾提升
旅游品质。

目前，泰国共有155个国家
公园，其中陆地国家公园129个，
海洋国家公园26个。长期以来，
旅游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影响
了国家公园的自然环境保护。如
何平衡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
系，成为泰国国家公园发展面临
的一大难题。

为此，泰国实施了“休养生
息”措施。例如，泰国达差岛等一
些著名海岛一度因为游人过多，
自然环境不堪重负。为了恢复海
岛生态，泰国政府选择定期封闭

达差岛海滩区域及绕岛珊瑚礁一
带。不只是达差岛，定期关闭部分
国家公园是泰国旅游管理的常用
办法。每年5月至10月季风雨季
到来时，几乎所有的海洋国家公
园都会对外关闭一段时间。泰国
国家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厅厅
长叻差达表示：“定期关闭国家公
园，让自然环境得到修复，是我们
为后代留下珍贵自然资源的重要
途径。”

针对生态环境破坏等问题，
泰国政府近年来严格限制进入国
家公园的参观人数，确保游客不
超过公园的承载能力。2018年，
泰国国家公园和野生动植物保护
厅开发了电子售票软件和手机应
用，实时统计各国家公园的游客
数量，并及时做出应对措施。

一群野生大象排着队慢慢穿
过考艾国家公园的道路；上百只
黑鳍礁鲨在泰国南部玛雅湾清澈
的海水中自由游动；一群棱皮龟
抵达攀牙和普吉岛海滩产卵……
得益于定期封闭和大力保护，泰
国很多国家公园生态环境不断恢
复改善，不少野生动物又回归“怡
然自得”的状态。

据悉，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
部未来计划实施新的管理规则，
每年将关闭所有国家公园至少两
个月，以便大自然休养生息。叻差
达说，泰国国家公园发展有3项
宗旨，即保护野生动植物、提供旅
游休闲场所和提供自然资源保护
教育基地，“未来泰国将使用先进
技术完善动植物资源管理，更好
保护和利用自然资源”。

泰国自然资源和环境部部长
瓦拉乌认为，设立国家公园的最
终目标是实现长远可持续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南太平洋岛国新西兰早在 1887
年就设立了第一个国家公园——汤加
里罗国家公园。翡翠般的湖泊、古老的
火山岩、蒸腾的火山口、五彩缤纷的硅
石台地、奇特的高山园林……在这里，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令人叹为观止。目
前，新西兰拥有14座国家公园，国土
总面积的30%被列为生态保护区，生
态保护成效显著。

为实现对国家公园的有效保护，
新西兰把健全相关法律放在首位。新
西兰颁布综合性法律《保护法》，对涉
及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全面
整合。近年来，新西兰又在众多地方部
门法律法规基础上制定《资源管理
法》，形成了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进
一步明确保护与利用相结合、先保护
环境后发展经济的原则。

针对之前多个政府部门在环境保
护上职责重叠、划分不明的情况，新西
兰于1987年成立了保护部。保护部对
新西兰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实施了有
效的规划和保护，其中包括14个国家
公园、32个海洋保护区和70个保护公
园等。

新西兰国家公园在规划、保护和
委托经营等环节，均引入当地社区居
民参与，让他们在监督和管理决策方
面发挥重要作用。这样的做法体现了
对当地社区民众的尊重，有利于促进
民众积极融入国家公园建设，形成共
同保护自然生态的互动机制。

在具体管理方面，新西兰国家公
园注重从细节着手。所有公园都严禁
投喂动物；公众看到海豹和海狮等动
物时，必须保持至少20米距离；在通
往核心景区的“生态徒步小道”起点，
游客必须用公园提供的消毒剂和清
洁刷清洁鞋子，且旅游期间不能偏离
小道。

新西兰国家公园拥有丰富的原生
态自然景观，在保护中促进了人与自
然和谐相处，极大减缓了物种濒危和
灭绝速度，也以自身原生态的自然风
光吸引全球的游客慕名前来。

枝繁叶茂的参天巨树，覆盖着
暗绿色苔藓的花岗岩石，分布在密
林中的沼泽、溪流和湖泊……来到
德国东南部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
园，人们震撼于当地原始自然风
貌。漫步于公园内逾300公里的
小径，游客可以穿过原始森林、
翻越山丘河谷，运气好的话，在
保障安全前提下，还有机会在一
些特定区域看到熊、猞猁等野生
动物。

巴伐利亚森林国家公园建于
1970年，面积约240平方公里，
是德国第一座国家公园。数百年
前，人们开始在这一带森林北部
定居。19世纪中期，山谷中的森
林开始遭到系统性砍伐，导致树
木种类迅速单一化，几乎成为统
一的云杉林。国家公园建成后，当
地停止了对自然环境的干预。如
今，公园内有大约700种植物，除
了白木冷杉、山毛榉等树种外，还
包括波西米亚龙胆、雪铃花等珍
稀物种。

德国全境共设立了16座国
家公园，总面积超过1万平方公
里。其中陆地部分面积约为2146
平方公里。根据德国《联邦自然保
护法》的规定，国家公园需要“完
全没有或仅在有限程度上受到人
类干预”。该法规强调应尽可能确
保国家公园在自然发展过程中不
受干扰，只有在“保护目的允许情
况下”，国家公园才能“服务于科
学环境观察、自然历史教育以及
公众体验自然之目的”。

“让自然真正自然”，是德国
国家公园建设和管理的一项指导
原则。在这一原则下，每个国家公
园都设立了“荒野区域”，即没有
任何人为干扰的区域，并努力让

“荒野区域”占到公园整体面积的
至少75%。例如德国南部的贝希
特斯加登国家公园，专门为保护
阿尔卑斯山区自然景观而设立。
高山、山谷与湖泊等丰富的地理
形态和自然景致都在这一国家公
园内得到展现。公园内居住着德

国最大的羱羊种群，在高海拔地
区，还能看到马鹿、羚羊，以及可
爱的土拨鼠。

2007年，德国通过生物多样
性国家战略，提出未来全境陆地
面积的2%都应成为“荒野区域”
的发展目标。

为了评估国家公园建设情
况，德国定期开展质量评估。
2005年至 2008 年，欧洲自然与
国家联盟德国分支牵头为德国国
家公园制定质量标准。2009年至
2012 年，该组织首次以问卷调
查、公园自我评估、实地调研等相
结合的方式，对德国全部国家公
园进行质量评估。近年来，该组织
再次开展评估，以确认前一次评
估建议是否落实，以及国家公园
管理是否优化。最终的评估报告
都公开发布到网络上，供公众查
阅监督。这一方式对国家公园的
运营管理及可持续发展均形成了
有效促进。

德国还建成了“志愿者在公
园”服务机制。该机制旨在建立
覆盖全德国的国家公园志愿者
网络，为居民创造更多参与社会
活动并改善周边环境的机会。该
机制尤其重视扩展与学校的合
作，让在校学生加入到志愿者队
伍中来。例如，图林根州的海尼
希国家公园就曾与附近的11所
中小学开展合作项目。学生们作
为志愿者来到公园，学习森林、
草地、湖泊等生态环境知识并开
展研究，包括记录水位、绘制森
林结构图等，最终撰写研究报
告。孩子们通过志愿者项目，对
复杂的自然生态系统有了更加
深入的了解，并增强了保护自然
的责任意识。

（《人民日报》孙广勇 陈效
卫 张慧中）

泰 国
休养生息，让自然环境得到修复

德 国
减少干扰，让自然真正自然

俄罗斯两名宇航员
完成太空行走任务

新华社莫斯科4月19日电（记者
黄河）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公司说，莫
斯科当地时间19日0时37分（北京时
间19日5时37分），俄罗斯宇航员奥
列格·阿尔捷米耶夫和丹尼斯·马特维
耶夫完成太空行走任务后返回国际空
间站的俄罗斯舱段。

俄国家航天集团公司在其官网发
布消息说，在6小时37分钟的出舱任
务中，宇航员完成了在国际空间站俄
罗斯舱段运行“欧洲机械臂（ERA）”
的一些准备工作，包括安装、连接和测
试机械臂的外部控制面板，在机械臂
上安装3个扶手等。

消息说，此次任务分别是阿尔捷
米耶夫和马特维耶夫个人第4次和第
1次进行太空行走。预计4月28日俄
宇航员将执行下一次太空行走任务。

3月18日，俄罗斯宇航员阿尔捷
米耶夫、马特维耶夫和谢尔盖·科尔萨
科夫进入国际空间站，他们将在国际
空间站工作195天，计划于今年9月
30日返回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