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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潜力大 区域合作正当时

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茂密的丛林里，一只美洲豹

静静地站着，偶尔扭头张望，尾

巴轻摇。几个月前，哥斯达黎加

奥萨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监测相

机捕捉到了一只美洲豹的身影，

这只雄性幼豹约两至四岁大。

“过去 6 年保护区从未监测到未

成年美洲豹，此次发现很有意

义。”保护区负责人劳拉·里韦拉

说。美洲豹居于食物链顶端，其

种群状态良好也表明当地生态系

统完整健康。“这也再次证明了

国家公园的价值和重要性，公园

构筑的生态系统有助于保护标志

性物种。”

奥萨保护区位于哥斯达黎加

最南端，保护区内分布着若干国

家公园和动植物保护区，其中的

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被称为“地

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之地”。

在 4 万多公顷陆地和 5000 多公

顷海洋范围里，集中的生物物种

约占全球已知总量的2.5％。低地

雨林与海洋在这里交汇，还有高

山森林、红树林和沼泽等多种生

态系统，两栖、爬行、哺乳动物以

及鸟类、鱼类和昆虫种类繁多，

其中包括美洲豹、角雕、绯红金

刚鹦鹉、貘和大食蚁兽等珍稀物

种。在葱郁丛林中的小径上徒

步，游客可以体验原生态的自然

环境，收获与野生动物偶遇的

惊喜。

科尔科瓦多国家公园成立于

1975 年。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哥

斯达黎加认识到保护生态和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性，出台《森林法》

遏制快速上升的毁林趋势，并大

面积复种，建立起包括国家公园

以及森林、野生动植物、湿地和

海洋等多种类型保护区在内的国

家保护区体系，覆盖面积超过国

土总面积的1/4。

在不同保护区之间，哥斯达

黎加还建立起40多条生态走廊，

覆盖约 33%的国土。在这些人类

和自然共享的空间里，动植物可

以自由迁徙和扩散，免于局部灭

绝，当地民众也有更多机会参与

到生态旅游等可持续发展项目

中。哥斯达黎加生态走廊项目协

调人杰罗·桑乔认为此项工作很

有意义，“我们已经观察到不少

动物利用了生态走廊迁徙，包括

浣熊、貘、虎猫、美洲豹以及其它

鸟类。”

凭借丰富多样的自然环境，

哥斯达黎加在上世纪 90 年代赢

得了“世界生态旅游首选目的

地”的声誉。目前，超过 60%的外

国访客在哥斯达黎加体验与生态

旅游直接相关的活动。国家公园

是该国发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基

石。今年8月，在纪念该国国家公

园体系建立50周年之际，圣卢卡

斯岛野生动植物保护区成为该国

第三十个国家公园。“保护野生

动植物是设立国家公园的初衷。

随着环境的改善，其他收益逐渐

显现，旅游业也得以发展。”全球

环境基金主席、哥斯达黎加环境

和能源部前部长卡洛斯·罗德里

格斯说。

“作为环境议题的重要参与

国，培养和鼓励野生动物保护

者是我们的目标和职责所在。”

哥斯达黎加环境和能源部副部

长帕梅拉·卡斯蒂略表示。去

年，哥斯达黎加发起“停止与动

物自拍”倡议，呼吁游客避免拥

抱、抚摸和喂食野生动物。官方

建议游客自拍时可将毛绒动物

玩具作为替代，并在发布的照

片上标注这不是与真实动物合

影。事实上，哥斯达黎加也是少

数立法规定只有在救治和必要

的科学程序中才可以直接接触

野生动物的国家之一。世界动

物保护协会负责野生动物工作

的罗伯托·别托评论说：“哥斯

达 黎 加 提 出 这 项 倡 议 很 有 担

当，是区域和全球范围内负责

任的生态旅游引领者。”

今年是中国－东盟数字经济

合作年。第十七届中国－东盟博

览会以“共建‘一带一路’，共兴数

字经济”为主题，彰显数字经济为

区域合作带来的技术便利与发展

红利。

本届东博会同步举办实体展

和“云上东博会”。“云上”参展企

业超过千家，举行的“云洽谈”数

以万计，数字经济正成为中国与

东盟各国经贸互联互通合作的新

增长点。

在数字经济推动下，电子商

务与线上贸易蓬勃发展。在东博

会展厅内，堆满进口零食的展台

旁，补光灯、手机支架、话筒构成

一个简易“直播厅”，来自马来西

亚的经销商咔玲娜即将开始新一

场直播活动。她表示，疫情之下直

播带货是消费新潮。

直播带货并非提升销量的唯

一选择，多数东盟国家参展商也

都开通了微信公众号与小程序，

注册了淘宝、天猫等电商平台，进

行营销宣传、拓展销售渠道以及

客户维护。展厅里，“刷二维码线

上支付”“关注网店可以下单”“有

线上店铺”等声音此起彼伏。

“太方便了！全部订单都在线

上进行，不需要再赶去北京、上海

等城市销售。”菲律宾一家日化企

业的创始人凯若琳激动地说。

依靠强大的数字技术支持，

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线上贸易迎

风而起，电子商务稳步提升，成为

区 域 内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最 好 的

名帖。

近期签署的《区域全面经济

伙伴关系协定》（RCEP）也涵盖了

电子商务等现代化议题。亚投行

副行长阿姆斯贝格表示，未来电

子商务可以成为区域平台，助力

跨境贸易，为区域内中小企业提

供机遇。

除电子商务外，中国和东盟

还将在智慧城市、5G、人工智能、

大数据、区块链、远程医疗等领域

打造更多新的合作亮点，建设中

国－东盟信息港，打造“数字丝绸

之路”。

东盟秘书长林玉辉表示，预

计到2025年，东盟国家数字经济

将 从 2015 年 占 国 内 生 产 总 值

（GDP）的 1.3%提高到 8.5%，中国

与东盟国家在数字经济领域互补

性强、合作潜力巨大，相信中国的

支持将为东盟数字化转型注入新

活力。

“当前，信息通信技术在世界

范围内发挥的作用日益增强，我

们目睹数字经济成为中国与东盟

经济增长的全新引擎。”老挝驻南

宁总领事馆总领事维拉萨·宋

蓬说。

缅甸总统温敏建议东盟和中

国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合作，从而

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为适应中国－东盟数字经济

合作的旺盛需求，中国－东盟数字

贸易中心正在南宁加紧建设。泰国

副总理兼商业部长朱林表示，数字

贸易已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一个

关键驱动力，数字技术融入贸易能

增强经济的韧性与活力。

马来西亚前驻世界贸易组织

代表苏帕曼表示，促进中国与东

盟在数字技术、数字经济方面的

合作，将给区域内更多企业带来

发展机遇。

（新华社 王嘉伟 马倩）

疫情期间，许多西班牙

民众用艺术作品向医务工

作者们表达敬意。不久前，

在西班牙马德里市中心的

卡亚俄广场，竖起了一座6

米高的“超级医护工作者”

雕像。这一佩戴口罩、身披

超人红斗篷的医护人员卡

通形象，吸引了不少民众驻

足并合影留念。

雕 像 由 西 班 牙 一 家

玩 具 公 司 建 造 。公 司 表

示，建造这座雕像是为了

感谢医务工作者和所有

参与抗疫人士的辛勤工

作和无私付出，同时提醒

民众继续遵守防疫要求，

做好防护。公司还将“超

级医护工作者”卡通玩偶

的销售收入捐献给巴塞

罗那大学临床医院和马

德里拉巴斯医院研究所。

在西班牙社交网络上，一项名为

“我们都是英雄”的活动正在兴起。民

众通过绘画在内的各种方式向身边

的抗疫英雄致敬。拉菲尔·马龙是西

班牙萨拉戈萨市一家医院的急诊科

医生，也是一名绘画爱好者。疫情防

控期间，他陆续创作了 10 余幅绘画

作品，描绘自己在抗疫一线亲身经历

的难忘场景。这些绘画作品在萨拉戈

萨市一家博物馆展出。

在安达卢西亚自治区，当地大理石

企业联合会与当地政府合作，创作了8

座大理石雕像。塞维利亚雕塑家阿尔特

嘉将这些雕像塑造成交叉的双手，以表

达西班牙民众对医务工作者的敬意。

“我们通过这些雕像，感谢医护人员的

高度责任感和无私奉献精神。”安达卢

西亚自治区主席莫雷诺说。

“为了与疫情抗争，医务工作者

付出了汗水甚至生命。”阿尔特嘉表

示，“我们还未走出疫情的阴影。战斗

仍在继续，医护人员将奋力拼搏挽救

更多生命。我们要永远感谢这些一直

守护着民众健康的英雄。”

（《人民日报》姜波）

为防医疗物资短缺
德国拟建
19处国家储备中心

新华社柏林11月30日电（毛竞）
德国卫生部长延斯·施潘11月30日

宣布，联邦政府决定在国内建立19处

国家医疗物资储备中心，以确保未来

应对类似新冠疫情的卫生危机时不

再出现医疗物资短缺的情况。

施潘说：“这场疫情给我们的一

个教训是，我们必须更多地提前做

好准备。”

德国卫生部当天发布的公报显

示，国家医疗物资储备中心将用来

储备口罩等防护装备以及呼吸机和

药品等，2021 年年底前将主要储备

已采购的医疗物资，之后其中的进

口产品都将替换为德国国产产品。

公报还介绍，联邦政府将拨款10

亿欧元用于建设国家医疗物资储备

中心。按计划，这些储备中心最多可

储备满足全国半年所需的医疗物资，

实际使用时至少要储备可供全国使

用1个月的医疗物资。

今年年初新冠疫情在德国暴发

时，德国出现医疗物资短缺情况。据

德国媒体报道，联邦政府随后加强

采购、鼓励本国企业生产相关医疗

物资，并开始讨论建立国家医疗物

资储备中心。

巨型五环标志
重返东京湾

新华社东京12月 1日电（记者

王子江）今年初为庆祝奥运会倒计

时 6 个月设立的巨大的五环标志 1

日重新被竖立在东京湾海面上，再

次显示了日本保证东京奥运会如期

举办的决心。

当天清晨，一艘驳船载着高15.3

米、宽32.6米的五环驶回东京湾，停

泊在东京东部台场海滨公园外的海

面上，后面几百米处就是东京的另

一座地标建筑彩虹桥。东京都政府

将在当天晚上举行简单的亮灯仪

式，在明年奥运会闭幕前，它每晚都

会准时亮起。

这座钢制五环标志重达69吨，整

体装有发光设备，它最初在今年1月

17日设置在此处，1月24日，也就是

距推迟前的东京奥运会开幕正好6个

月时，东京奥组委和东京都政府为它

举行了隆重的亮灯仪式，在点亮五环

的瞬间，还燃放了10分钟的烟花。

今年8月6日，这座巨大的标志

被移走，送往原制作单位进行了为

期四个月的检修。据透露，五环标志

在检修期间，原来是灰色的背面也

被涂上了五种颜色。

明年 8 月 8 日东京奥运会闭幕

后，这座标志将被移走，代之以一座

同样巨大的残奥会会标。

斯里巴加湾市
消息：“你我携手抗

击疫情”文莱小学

生主题绘画比赛颁

奖仪式暨画展开幕

式日前在文莱首都

斯 里 巴 加 湾 市 举

行。此次比赛共吸

引文莱全国53所小

学的1022名学生参

加，参赛者用画笔

展现了文莱与中国

携 手 抗 疫 的 生 动

故事。

此次绘画比赛

由中国驻文莱大使

馆与文莱教育部联

合举办，比赛共选

出 30 幅优胜作品。

中国驻文莱大使于

红、文莱教育部长

哈吉·哈姆扎等为

获奖学生颁奖并参

观了画展。

（《人民日报》
赵益普）

生物多样性关系人类福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探

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大力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尤为重要。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设立自

然保护区、修改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等方式，提高公众参

与意识，多方合力推动野生动物保护，共建万物和谐的美丽家园。

秋收时节，漫步在长野县伊那市

郊区，刚刚收获过的农田里，一些白

菜、萝卜零星点缀，远处的柿子树叶

子已落尽，饱满的柿子挂在枝头分外

显眼。“农田里的蔬菜和树上的果子

是特意留下的，为了让野生动物在严

寒的冬天也能轻松找到食物。”当地

日中友好协会会长小原茂幸向笔者

介绍道。

在日本的许多城市郊区与农村

地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存的理念已

融入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公路边

立着画有动物的警示牌，提醒此处有

动物出没。路遇动物过马路，司机会

停车避让；当有动物沿马路行走时，

司机也会放慢车速。

日本民众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

护，与日本相关法律体系完善密不可

分。目前，基于环境与生态保护、维

护生物多样性、生物安全、生态平衡

等多元理念，日本已形成了以《鸟兽

保护管理法》为核心，包括《生物多

样性基本法》《濒危野生物种保护

法》等法规在内的多层次野生动物保

护与管理法律体系，并在“有限利

用”原则下对野生鸟兽利用进行全过

程精细化严格规制。

《鸟兽保护管理法》将野生鸟兽

分为特定鸟兽、稀少鸟兽等多个类

别，对其实施差别化保护与管理。根

据该项法律，除依法进行的狩猎和在

农业林业活动中不得不实施的猎捕

之外，原则上禁止猎捕、杀伤野生鸟

兽或获取鸟蛋。未经许可猎捕野生动

物的行为，将被处以1年以下有期徒

刑或 100 万日元（1 人民币约合 15.6

日元）以下的罚金。

1992 年出台的《濒危野生物种

保护法》设置了包括鸟兽保护区、自

然公园、天然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

地在内的自然保护区制度，保护区具

体范围根据当地生态情况和野生动

物分布进行划分。其中国立自然公园

的管理注重借助社会力量，在环境整

治、驱除外来物种、动物调查等工作

中吸纳社会团体和志愿者参与，以推

动运营工作有效展开，降低人力资源

成本，促进志愿者团体和社会组织发

挥教育功能。

有法可依，还要有法必依。日本

中央政府负责制定修改野生动物保

护的法律法规，而都道府县等地方政

府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符合本

地区特色的鸟兽保护管理计划，并推

动落实。日本各个都道府县政府都在

其官方网站上公布了本地区的鸟兽

保护管理计划，还详细列出诸如发现

野生幼鸟、受伤野生动物等具体应对

措施以及联系方式。

“除了保护好鸟兽等野生动物，

还要重视实现生物多样性，确保生态

平衡。”日本环境省官员对笔者说。

近年来，日本不少地方野猪和野鹿种

群数量迅速增加，给当地生态平衡和

农业发展造成了负面影响。日本政府

正在鼓励民众按照法律许可进行狩

猎，以实现野生动物各个物种间的生

态平衡。

（《人民日报》朱东君 方莹馨 吕
强 刘军国）

凌晨 4时，笔者跟随 3名脸上涂

着迷彩的野生动物巡护员匍匐在南

非克鲁格国家公园的树丛中。一名巡

护员刚刚收到信息，过去24小时内，

在公园里共计有3名偷猎者被逮捕，3

只犀牛被猎杀，1只小犀牛成为孤儿。

在非洲，反偷猎是野生动物保护

的重要内容，训练有素的野生动物巡

护员责任重大。克鲁格国家公园是南

非最大的野生动物园，大象、犀牛、

狮子等多种大型野生动物栖息于此。

公园旁的南部非洲野生动物学院是

专门培养反偷猎队伍和野生动物巡

护员的学校。

直升机在空中盘旋巡逻，一群猎

犬飞速奔向可疑目标，巡护员持枪紧

随其后……在学校平日的高强度训

练中，反偷猎演习是必不可少的环

节。“面对公园内每天超过 7次的偷

猎者入侵，我们的工作充满危险，必

须严格训练并全力以赴。”该校训练

官沃特告诉笔者，受训学员需要在野

外生活两周，自搭帐篷、自行生火解

决三餐、日夜轮流巡逻。

民间公益组织也是野生动物保

护的重要力量。南非东北部巴伯顿地

区有一家世界最大的犀牛孤儿院，周

围布满了高压铁丝网，可容纳100头

黑白犀牛在此接受救治和繁殖。笔者

到访时被告知需要关闭手机，以防手

机定位引来偷猎者。在孤儿院内，很

多被切掉角的犀牛在草地上漫步，志

愿者们则在一旁医治受伤的小犀牛。

“小犀牛失去双亲后，很难在野外独

立生活，我们本着‘救援、恢复、释

放’的原则救助它们。”孤儿院创始

人彼得罗内尔·尼乌沃特告诉笔者，

野生动物保护是一项系统性工作，需

要政府部门、社会组织、民众等多方

面协同努力，保护共同的地球家园。

南非环境部门相关人士近日表

示，南非近年来加大了反偷猎、反走

私野生动物制品的执法力度，取得重

大进展。犀牛被猎杀数连续5年呈下

降趋势，今年上半年的犀牛偷猎活动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3%。南非环境事

务部长芭芭拉·克里西透露，随着因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而实施的封锁措

施逐步放开，偷猎活动可能会反弹，

需要继续加强反偷猎工作。南非政府

已采取追踪犀牛出口供应链的措施，

加强国际合作，共同打击偷猎现象。

得益于多年来在全社会推广宣

传保护野生动物，南非民众具有较强

的野生动物保护意识。在公共场所和

旅游景点，常能看到相关标语和号召

民众加入野生保护行动的宣传图册，

南非的货币也印有野生动植物的

图案。

南非有数十个国家级野生动物

园，园区内严禁喂食，当动物穿越马

路时，所有车辆都会自觉停车耐心等

待。一些观鸟区域还专门设置观鸟小

屋，游客只能在小屋内保持一定距离

进行观赏和拍摄，以免惊扰到动物。

民众也养成了游览后把垃圾打包带

走的习惯，还有很多志愿团体会定期

去动物园和海边清理垃圾。

国际巡护员联盟主席肖恩·威尔

莫尔表示，非洲野生动物保护工作危

险而艰巨，需要来自国际社会的更多

帮助。

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市中

心东南约 10公里外，有一片占地

超过4400公顷的苏瓦涅森林。它

既是城市绿肺，也是 100 多种鸟

类以及獐鹿、狐狸、松貂、河狸等

众多野生动物的家园。行驶在贯

穿苏瓦涅森林的布鲁塞尔环路

上，笔者看到，路两旁架起约2米

高的围栏，网格下密上疏，将森林

里的两栖动物和哺乳动物保护

起来。

这是欧盟保护生物多样性的

一个缩影。此前，由于区域内有若

干繁忙的交通干线，苏瓦涅森林

被切分成众多零散区域，野生动

物栖息地呈现破碎化趋势。据比

利时法兰德斯大区自然与森林管

理局介绍，不少哺乳动物在“横穿

马路”时被过往车辆碾压，避光性

动物饱受车灯和路灯的干扰，而

来这里远足、慢跑、骑行的游客，

也在有意无意间影响着野生动物

的栖息环境。世界自然基金会欧

洲办公室生物多样性高级政策官

萨比恩·里曼斯曾表示，野生动物

栖息地的破碎化和丧失、气候变

化等是影响欧盟生物多样性的主

要原因。

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欧盟推

出一系列相关政策指令。其中，

《鸟类指令》和《栖息地指令》是保

护野生动植物的两个核心指令。

《鸟类指令》是欧盟最早的环境立

法之一，对所有鸟类及其栖息地

的保护作了全面规定，目前欧盟

各成员国已将该指令转化为国内

法。欧盟境内的野生鸟类种类超

过 500 种，但只有约 32％处于良

好的保护状态，该指令规定成员

国应为濒危鸟类划定特别保护

区，规定威胁鸟类的禁止性活动，

明确可捕猎鸟类物种数量。而《栖

息地指令》则保护除鸟类以外的

其它欧洲物种，并确定了欧洲濒

危物种红色名录。

以这两项指令为基础，欧盟

推出“自然 2000”生态保护区网

络计划。“自然 2000”生态保护区

网络由依据《鸟类指令》认定的特

别保护区和依据《栖息地指令》认

定的特殊保护区组成，是世界最

大的自然保护区网络。它覆盖欧

盟 18％的陆地面积和 8％的海

域，包含超过 2.7 万个保护区，苏

瓦涅森林就是其中之一。

建设高架桥、围栏、隧道……

苏瓦涅森林所在区域政府采取了

一系列干预措施，将森林“还给”

野生动物。高架桥连接两侧森林，

保证动物们能够安全“过马路”；

桥面边缘高高的路堤为避光性动

物遮挡刺眼的光线；桥上种植的

鲜花为爬行动物引来昆虫等食

物。公路下曾经废弃的管道，经过

清理和改造，成为两栖动物和小

型哺乳动物“过马路”的地下通

道。法兰德斯大区自然与森林管

理局区域经理帕特里克·休芬说，

这些基础设施扩展了野生动物的

生存空间，增加了种群数量，增进

了动物间的相互联系，对保护生

物多样性至关重要。

近年来，欧盟与各成员国在

“自然 2000”计划框架下紧密合

作，开展多项行动恢复和保护野

生动物栖息地。为解决景观破碎

化给野生动物迁徙穿越带来的问

题，在位于喀尔巴阡山脉的多个

保护区，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

等国开展跨境合作，重新规划交

通设施，开发动物过境道路监控

系统；为保护棕熊和狼群，罗马尼

亚 17 个保护区移走超过 45 公顷

阻碍动物穿行的非本地植物灌木

丛，并架设电围栏防止偷猎；匈牙

利 20 个保护区开展针对濒危物

种白肩雕的保护行动，对其进行

追踪监测，并保护其巢穴。有评论

指出，“自然 2000”生态保护区网

络的建立有助于在欧盟境内开展

跨境和区域合作，保护濒危物种，

为野生动物迁徙和繁育营造更有

利的条件。

哥斯达黎加

发起“停止与动物自拍”倡议

欧盟

将森林“还给”野生动物

日本

形成多层次保护与管理法律体系

南非

严格训练培养野生动物巡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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