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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堡如何成为德国“绿色之都”
李强 花放

据阿联酋通讯社近日报道，微

软和安永联合发布的相关报告指

出，阿联酋过去 10年在人工智能

（AI）方面投资 21.5 亿美元，位居

中东和非洲地区前列。调查显示，

94％的阿联酋公司管理层会关注

公司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参与度，

居中东非洲受访国家之首。同时，

阿联酋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力

也居于地区首位。

近年来，阿联酋大力推进人工

智能发展。2017年，阿任命世界上

首位“人工智能国务部长”奥马

尔·乌莱马；2018 年，阿内阁批准

组建“人工智能委员会”。乌莱马

在去年的阿布扎比国际石油博览

会上表示：“数据就是新的石油，

能以更低的成本实现更高的利

润。”他表示，阿联酋的最终目标

是建设“未来之城”，希望在 2031

年使阿联酋成为人工智能领域的

全球领导者。

今年 5 月，阿联酋在迪拜举

办了人工智能全球峰会，吸引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30 多家

相关企业参会。迪拜警察局在

峰会上举行了一次机器学习竞

赛。事实上，从 2017 年开始，迪

拜警方就推出了一款在街头巡

逻的人工智能机器人警察。这

款机器人警察具备人脸识别功

能，能够甄别甚至跟踪犯罪嫌

疑人。通过机器人胸前的触摸

屏，人们可以报警、提交文件和

缴纳交通违章罚款，也能够直

接与迪拜警察呼叫中心对话。

迪拜计划在 2030 年前建立全球

第一家机器人警察局，将机器

人警察占比提升至 25%。

交通领域，迪拜未来基金会与

迪拜道路和交通管理局共同启动

了“迪拜自主交通战略”，计划到

2030 年，25%的迪拜交通系统将

采用自动驾驶模式，使迪拜成为

自动驾驶领域全球领先的范例。

阿联酋的人工智能布局吸引

了各方投资。迪拜最近的一份外

国直接投资报告称，在 2015 年至

2018 年期间，迪拜吸引了逾 210

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用于AI和

机器人项目。

布局人工智能发展，人才培

养是关键。今年早些时候，阿联

酋政府拨款 4.08 亿美元建设一

批中小学，这些学校将配备机

器人实验室和人工智能设施。

迪拜英国大学也启动了阿联酋

首个人工智能本科课程。该校

副校长阿卜杜勒在接受笔者采

访时表示，该课程是一门基于

计算机科学与智能解决方案的

集成学科。课程设置分两个方

向，一是利用计算机模型使学

生理解人工智能，二是使学生

能够创新并开发构建具有决策

和行动能力的系统。此外还设

置有人工智能使用过程中涉及

的社会、道德和法律的相关课

程。“除了课堂教学，我们将积

极为学生提供物联网、云计算

和认知计算等领域的相关实习

机会，帮助他们了解人工智能

领域最前沿的技术与知识。”

“人工智能的发展是影响未来

国家实力的重要因素，同时也是

该地区摆脱石油依赖，发展经济

多元化的关键驱动力。”阿卜杜勒

说。普华永道的一项研究显示，到

2030 年，采用人工智能解决方案

可以使阿联酋的国内生产总值增

长960亿美元，通过将人工智能运

用于教育、交通、能源、太空等领

域，每年可以节省50%的成本。

（据《人民日报》）

“数据就是新的石油”
——阿联酋大力发展人工智能

景 玥

“不好意思，我迷

路了，找不到酒店了。”

“请问您手机是

否 能 连 上 互 联 网 ？

或者您身边有什么

特殊建筑物吗？”

这是在俄罗斯喀

山举行的第 45 届世

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

项目的比赛现场。8

月26日，来自比利时

的参赛选手卡博正在

模拟酒店前台与一位

顾客在电话上用英语

沟通交流。

卡 博 刚 刚 处 理

完上一位迷路顾客

的电话之后，一位头

戴黑色圆顶硬礼帽、

身着黑色礼服的“绅

士”来到模拟酒店前

台，说着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对酒店

住宿房间和晚餐就餐桌位提出特殊要

求，甚至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声称

以向酒店经理投诉的方式要挟前台。

面对眼前这位顾客的需求，卡博始

终面带笑容，不卑不亢，最终成功化解

了这场酒店“危机”。然而，这也说明随

着当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客户需求的

变化，客户也对服务行业从业者的专业

能力和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酒店接待项

目中国专家组组长叶丹茗表示，经济全

球化及交通便捷化，极大推动了酒店旅

游业的发展，也对酒店接待从业人员的

职业形象、礼仪修养和沟通表达等提出

了更高要求。

以中国为例，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入境旅游人数14120万人次，比

上年同期增长1.2%，以观光休闲为目的

的游客占 33.5%。随着境外游客数量的

不断增加，必然会对国内酒店接待从业

人员的英语水平和专业能力提出更高

要求。

酒店接待项目是这届世界技能大赛

新增比赛项目之一。大赛新增比赛项目是

未来职业走势的一个风向标。一般来说，

每届比赛前世界技能组织都会根据国际

技能发展的形势，对竞赛项目技术描述做

至少30%的改动。

对比上届大赛项目来看，本届大赛

不仅项目数量呈现增多的趋势，且项目

领域扩展至服务业和互联网，新增网络

安全、云计算、化学实验室和酒店接待

四个项目。

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团共派

出63名选手，参加运输与物流、结构与

建筑技术、制造与工程技术、信息与通信

技术、创意艺术与时尚、社会与个人服务

等6大领域全部56个项目的比赛。

纵观科技的发展趋势，未来世界范

围内将在智能制造、物联网、无人机、电

子游戏等领域催生出更多新兴职业，随

之也将催生出新的技能以及对掌握新

技能人才的需求。2021 年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将在中国上海举办，相信届时

将会有更多新项目加入到大赛中来。

（新华社 蔡国栋 张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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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尼将开展
厨余垃圾回收试点

新华社悉尼8月27日电（记者 郝
亚琳）澳大利亚悉尼市政府 27 日宣

布，将在悉尼开展试点，将居民家中的

厨余垃圾转化为绿色能源和肥料。

这一试点将首先在市辖区内的

330 栋独立屋和 53 栋高层公寓楼里

开展，涉及4000多户居民。市政府将

为每户居民发放一个小型厨余垃圾

收集罐和内附的一个可堆肥回收袋。

住户将厨余垃圾装入收集罐后，放在

路边等待集中回收。

回收来的厨余垃圾将被送往位

于悉尼西部卡梅利娅的澳大利亚首

家厨余垃圾转化能源处理中心，通过

厌氧消化技术，由微生物消化分解可

生物降解的有机成分。

据市政府介绍，这一过程将产生

可被转化为绿色电能的沼气和富含

营养的污泥。其中，电能将被转售给

国家电网，污泥则通过干燥和颗粒化

处理变为营养丰富的肥料，出售给农

场和花园。这一中心产生的电能大约

可满足3600户居民的用电量。

悉尼市市长克洛弗·穆尔表示，

这项试点工作是改进垃圾分类回收

的重要一步，可以有效减少流向垃圾

填埋场的大量食物残渣。尽管垃圾分

类技术已有很大进步，但最有效的办

法还是由居民在源头上做好分类。

她表示，市民们参与这一试点工

作的意愿很强，如果试点工作卓有成

效，市政府将考虑在整个市辖区提供

这项服务。

“一带一路”爱沙尼亚
与中国语言学术论坛
在塔林举行

新华社塔林8月26日电（记者 郭
春菊）“一带一路”爱沙尼亚与中国语

言学术论坛 26日在位于爱沙尼亚首

都塔林的爱沙尼亚语言研究所举行。

论坛旨在探讨语言在共建“一带一

路”方面的重要作用，促进语言学术

交流。

爱沙尼亚语言研究所所长托努·

滕德尔致辞说，爱沙尼亚语是一个小

语种，与汉语在应用规模与范围方面

有很大差距。但不管语种大小，语言

承载的都是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

民族特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

长刘丹青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

断推进，相信各国与中国在经济、文

化等领域的合作项目和成果将逐步

增多。语言可以成为共建“一带一路”

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点得到越来越

多人的认同。

在论坛上，爱沙尼亚语言研究所

首席语言规划师彼得·帕尔和中国

复旦大学教授李辉分别作学术讲

座。论坛还发布了《爱沙尼亚语汉语

基础词典》。

来自中国驻爱沙尼亚大使馆、爱

沙尼亚教育和科学研究部、爱沙尼亚

外交部和爱沙尼亚语言研究所等各

界人士近百人出席活动。

“魅力北京”活动
让波兰民众近距离接触
中国传统文化

新华社华沙8月26日电（记者 张
章 周楠）“魅力北京”图片展及公众日

活动8月26日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精彩的文艺表演和丰富的互动活动

吸引了众多波兰民众，让他们有机会

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魅力北京”图片展及公众日活

动在华沙市中心一家大型商业中心

举行。图片展共展出40幅摄影作品，

从“皇城、古都、现代、文化”等视角，

展现北京的历史遗迹、现代化、文化

和生活等多个层面，吸引了众多波兰

民众驻足欣赏、拍照留念。

公众日活动包括中国功夫和中

国古典舞蹈表演，以及汉服试穿、茶

艺展示、手绘京剧脸谱、中国剪纸等

互动活动，为波兰民众通过亲身体验

增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提供了

难得的机会。

“魅力北京”图片展及公众日活

动由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北京

市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王粤、中国驻

波兰大使馆文化参赞张忠华和波兰

马佐夫舍省旅游局副局长伊沃娜·马

耶夫斯卡为图片展揭幕。

王粤在致辞中表示，希望以此次

活动为契机，促进两国人民间的友

谊，共同将古老城市的文化传承下

去，迎来新的发展机遇，使其焕发出

勃勃生机。

新华社埃及亚历山大8月 26
日电（记者 李碧念）中国驻埃及亚

历山大总领事馆8月 25日举办中

埃青年交流联谊会，11 名中埃两

国大学生分享了参加首届中埃国

际夏令营的精彩故事。

中国驻亚历山大总领事赵丽

莹在联谊会致辞中说，今年是中

埃建交63周年，两国在共建“一带

一路”框架下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中埃友谊根基在民间，中埃未来

寄望于青年。青年交流是民心相

通的重要部分，希望各位同学通

过本次夏令营学有所思、学有所

悟、学有所获，继续做推动中埃友

谊的使者。

夏令营中方学生领队、上海大

学上海研究院研一学生朱建星介

绍说，为加强学生间交流，主办方

在夏令营期间举办了一系列活

动，如古迹游览、文化讲座、中埃

传统习俗展示等。两国学生同吃

同住，积累了深厚友谊。

上海大学电影学院艺术学理论

博士研究生倪晓文说：“到埃及后，

我发现这里有很多古埃及文明的延

续。我的研究方向是跨文化交流，这

次埃及之行对我有很大启发。”

开罗大学文学院中文系大二

学生穆斯塔法·穆罕默德告诉记

者，夏令营不仅让他中文有了进

步、对中国文化更加了解，更重要

的是开阔了视野。“我以后会申请

去中国留学，大学毕业后想做一

名中文翻译或者导游”。

由上海大学与亚历山大大学联

合举办的首届中埃国际夏令营17

日在埃及海滨城市亚历山大开幕，

为期13天。夏令营成员由17名中

国大学生与21名埃及大学生组成。

新华社都柏林 8 月 24 日电
（记者 张琪）由 27 名中国中小学

生组成的“熊猫小记者”团8月 20

日至 24 日访问了爱尔兰，通过参

观、采访、交流等活动与当地的社

会各界广泛接触，增进了中爱青

少年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小记者

团走访了中国驻爱尔兰大使馆。中

国驻爱尔兰大使何向东就中爱关

系、“一带一路”合作、外交官工作

生活等回答了小记者们的提问。

小记者团还来到爱尔兰西部

城市戈尔韦，在戈尔韦大学接受

新闻采访培训，参观当地广播电

视台并用英语模拟录播了天气预

报。他们还同当地青少年开展联

谊，学习盖尔式足球，并举行了体

育比赛和文艺表演。

戈尔韦市长迈克·卡伯德在小

记者培训活动结束后为他们颁发

了证书，并表示加强两国青少年交

流对于推动两国友好关系具有积

极作用。他欢迎“熊猫小记者”团明

年再访戈尔韦，参加在此举行的

2020年“欧洲文化之都”活动。

访问期间，小记者们每天将他

们的所见所闻所感记录下来，向

国内相关媒体发回他们的报道。

本次访问是成都广播电视台

组织的“‘熊猫小记者’全球追访

‘一带一路’大型公益新闻接力行

动”第三季“童眼看世界 友城话

未来”的一部分，小记者们来自四

川成都和云南昆明等地，年龄在7

岁至16岁之间。

走进弗莱堡火车站内
的游客服务中心，只见显
著位置摆放着一摞“绿色
城 市 地 图 ”。地 图 上 没 有
名胜古迹、酒店餐馆等信
息，而是标出了弗莱堡的
33 处绿色示范点，并设计
了一条游客参观路线：使
用太阳能发电的市政厅、
零碳排放酒店、生物垃圾
发电厂、全德最大自行车
停车场……

弗莱堡是德国西南部
一座超过 800 年历史的古
城，如今其最著名的不仅
是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
还包括全德领先的垃圾回
收率和自行车保有量。这
座德国“绿色之都”的环保
理念，为改善现代城市治
理提供了很好的样本。

中埃青年交流联谊会在亚历山大总领馆举行

中国“熊猫小记者”团访问爱尔兰

信 息 短 波

垃圾分类成为精细科学

弗莱堡城市清洁服务公司坐落

在市区边缘。这里几乎闻不到任何

刺鼻气味。如果不是来回进出的垃

圾卡车，根本看不出这是一个垃圾

处理中心。

垃圾处理中心的场地里，摆放

着一个个巨大的垃圾斗。不同的垃

圾斗装着对应的垃圾：废旧金属、旧

电器、旧家具、瓷器……“这些垃圾

尺寸比较大，不允许扔在住宅区的

垃圾箱，需要市民亲自开车送来，乱

丢会被罚款。”工作人员彼得·克劳

泽对笔者介绍道：“这里每周开放两

天，供市民前来投放大型垃圾。”

弗莱堡的垃圾回收率高达69%，

在德国各城市中遥遥领先，这得益

于持续30多年的垃圾分类实践。如

今，这里每个家庭都有5个不同颜色

的垃圾桶，分别对应废纸、塑料、玻

璃瓶、生物垃圾和不可回收垃圾。

克劳泽说，这5类垃圾中4类都

可以回收利用，只有不可回收垃圾

对环境影响最大。弗莱堡的经验是

将垃圾费与不可回收的垃圾量直接

挂钩。垃圾公司根据家庭人口数量

订立基本垃圾费。在此基础上，根据

不可回收垃圾桶的尺寸和上门清理

频率收取额外费用。例如，一个三口

之家，选择 35 升的垃圾桶及 14 天

清理一次，一年垃圾处理费为 180

欧元。如果选择 240 升的垃圾桶及

每周清理，费用将高达685欧元。

如今，弗莱堡市人均年产生 90

公斤不可回收垃圾，远低于所在州

的平均值。这归功于弗莱堡处理垃

圾的核心理念，即把控制垃圾量视

为首要任务，垃圾回收利用次之，最

后才是垃圾焚烧。

从 1994 年起，弗莱堡城市清洁

服务公司就与学校和相关机构合

作，开设课程及参观活动，组织表演

“垃圾分类”情景剧，举办各类竞赛

活动，以培养青少年的垃圾处理意

识。弗莱堡经济促进署的员工丁楠

告诉笔者，当地从小就开始培养孩

子们的垃圾分类意识。学校里有专

门的垃圾分类游戏，小朋友们自己

亲手制作垃圾桶，然后将代表不同

垃圾的卡片分类投入垃圾桶。这样

的方式比口头指导孩子怎么扔垃圾

要有效得多。

经过多年不间断的管理实践和

习惯培养，如今垃圾分类在弗莱堡

已经成为一门精细科学。

新型建筑实现能源自给

在弗莱堡，不可回收垃圾最终

被运往城南的垃圾处理和能源生产

中心，并通过安全环保的焚烧技术

发电。据了解，目前该中心可满足3

万户家庭用电，同时每年产生1220

万千瓦时的余热，可以供给与之相

邻的沼气站和生物垃圾处理中心，

这二者可再为4900户家庭供电。

“生产能源之外，工业余热还可

以直接用于房屋供暖。”弗莱堡经济

促进署绿色团组工作人员弗洛里

安·福莱辛格尔指着办公室的暖气

片介绍说，经济促进署办公楼以及

附近的弗莱堡会展中心，冬季采暖

全部依靠当地的一家过滤嘴工厂的

工业余热。

除了“变废为宝”，弗莱堡从数

十年前便开始利用当地丰富的太阳

能发电。笔者一出火车站就看到了

当地地标：60 米高的太阳能塔。整

个建筑南侧外立面覆盖了约240块

光伏板，不但造型美观，每年还能发

电2.4万千瓦时。距离火车站一公里

处，是刚落成两年的新市政厅。这是

一幢能源自给建筑，屋顶和四周覆

盖了约 800 块光伏板，产生的能源

不但可以满足建筑自身供暖、制冷、

通风和照明需求，还有余量并入城

市电网。

像新市政厅这样的节能建筑在

弗莱堡随处可见。位于城南的沃邦

小区占地约 40公顷。1998 年，弗莱

堡市决定将这个区域改造成节能示

范小区。1999 年，德国第一幢被动

节能公寓在这里改造完成，可以用

非常小的能耗将室内调节到合适温

度。通过可再生能源实现自供暖，如

今已成为小区标配，几乎每幢房子

的屋顶都安装了光伏板。

绿色理念驱动城市发展

来弗莱堡的游客，大多会造访

沃邦小区。这里的生活方式，生动诠

释了弗莱堡的绿色城市理念。

笔者乘坐有轨电车抵达沃邦小

区。这里的古树和绿地在改造过程

中大多得以保存，房屋屋顶也进行

了绿化处理，可以收集储存雨水。两

条雨水渗透渠将雨水直接渗漏保留

在小区内，而不是被管道排走。小区

内道路禁止停车，机动车只能停放

在小区外的停车楼内。大部分住户

通过有轨电车和自行车出行。

在这条有轨电车的终点站——

弗莱堡火车站外，坐落着一个可存

放1000辆自行车的专用停车楼。大

量市民白天从火车站骑车到公司，

晚上再返回火车站通勤回家，完全

无需使用私人汽车。

除了自行车停车楼，弗莱堡还

建设了大量自行车专用道路网。市

中心的多条道路，都喷涂了明显标

志，明确自行车的先行权。如今，弗

莱堡的私人汽车使用比例已降至

30%。每 1000 人只拥有 393 辆汽

车，低于572辆的全国平均水平。

出行如此，日常购物同样也在

贯彻绿色环保理念。笔者走进市中

心一家“零包装超市”，只见这里从

米面粮油到洗发水、清洁剂等都是

散装，并且产品都产自本地或周边。

这样既避免了过多的包装垃圾，也

减轻了长途运输带来的碳排放。笔

者看到超市里的顾客，都自带着瓶

瓶罐罐购买货品。正在购物的大学

生托比亚斯告诉笔者，当地人早已

习惯这样的购物方式，平时也会有

意识地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

绿色理念与环保生活方式，不

仅有利于保护环境，基于能源和环

保的产业经济，也成为弗莱堡的支

柱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才和

投资。目前，弗莱堡无论就业机会、

人口增长还是游客数量，在德国都

名列前茅。环境经济、教育和环保研

究领域从业人员的比重，也远高于

全国平均水平。

（据《人民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