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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淌在德国北威州鲁尔区的
埃姆舍河全长约80公里，是一条
不起眼的小河，但它曾是德国污
染最严重的河流之一，被称为“鲁
尔下水道”。经过30余年的生态
修复治理，如今这里发生了巨大
的变化。

埃姆舍河的命运，与当地历
史同频共振。19世纪上半叶，煤
炭和钢铁产业的发展拉开了鲁尔
区工业化的序幕。拔地而起的矿
井塔、日夜燃烧的炼钢炉，以及源

源不断涌入的工人和新建的住
宅，推动鲁尔区发展成为德国的
工业重镇。

然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埃
姆舍河承受的环境压力也越来越
大。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工业废
水和生活污水日夜不停排入河
中。同时，由于煤炭开采导致地面
沉降，埃姆舍河河床受到严重破
坏，多次出现河流改道、淤塞甚至
倒灌等情况。

进入 20世纪 80 年代，随着
鲁尔区产业转型的推进和当地
民众环保意识的提升，恢复埃姆
舍河流域生态成为迫切任务。
1989年，北威州政府以举办国际
建筑展为契机，制定了“国际建
筑展埃姆舍公园”计划，并将埃
姆舍河生态修复工程作为其中
的重要内容。

埃姆舍河生态修复工程是一
个集污水处理、防洪、住宅开发、
生态景观设计及空间规划于一体
的综合项目。这一工程持续时间
长达30余年，至今仍在进行中。
项目预算超过45亿欧元，是欧洲
规模最大的河流整治项目之一。

污水治理是工程的首要任
务。北威州先后投资17亿欧元，

建设了4个大型污水处理厂，之
后又沿河道开辟了一条地下集合
渠，实现雨污分流。该排污系统干
支线合计长达400公里，覆盖范
围430平方公里，惠及180万居
民。为彻底根除埃姆舍河河床内
历史积存的污水，工程还特别引
入了“污水电梯”，在地下45米深
处建设泵站，将污水抽至地表进
行处理。同时，河道两岸也种上绿
植并设计了防护带和雨水蓄水
池，既改善了河流水质又美化了
河道景观。

在埃姆舍河修复治理过程
中，创立于1899年的埃姆舍合作
社发挥了重要作用。该机构由当
地市政部门及工业企业合作创
立，是一家合作社性质的企业。作
为德国第一个流域管理机构，埃
姆舍合作社不但专职负责河流污
染治理，还负责调配水资源，统筹
管理排水、污水处理及水质管理
等工作。其运营资金60%源自政
府征收的污水处理费，40%由煤
矿和其他企业承担。

经过数十年治理，埃姆舍河
当前的水质和生态已经取得根本
性扭转，在部分恢复自然状态的
河道，重新出现了百年未见的鱼

虾。2010年，埃姆舍河获颁“德国
年度景观河流”称号。河流的生态
修复治理也带动了沿河地区的发
展，该区域原先的老旧房屋因环
境改善而增值，一批新的地产和
商业企业看到了商机也纷纷前来
投资。

根据“国际建筑展埃姆舍公
园”计划，修复工作不止于河流治
理，而是延伸至工业遗产改造。以
埃姆舍河为主线，沿线数十个废
弃煤矿、钢铁厂、焦化厂、储气罐
等被接连改造为生态公园、博物
馆、文创空间和运动场馆。一处露
天污水处理池不但被改造成公
园，设计师还创造性地将废弃的
水泥管道再利用，建成独具特色
的宾馆。当地以此为主题开发的

“工业遗产之路”旅游项目，如今
已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工业旅游项
目之一。

2010年，曾经污染严重的鲁
尔区，被欧盟授予“欧洲文化之
都”称号。“埃姆舍河修复工程不
仅仅是一个污水处理项目，河流
的新生也是该地区城市发展的动
力。这一工程可以成为欧洲的一
个典范。”埃姆舍合作社主席乌尔
里希·帕策尔说。

在埃塞俄比亚，一场全国性
植树活动正在进行中。这是自
2019年发起“绿色遗产”行动以
来，埃塞连续第三年开展全国性
植树活动。为此次植树活动，埃塞
政府共准备了70亿株幼苗，除了
完成本国今年60亿株的植树目
标外，还会与邻国分享10亿株幼

苗。“面对气候变化给地区和全球
带来的严重威胁，我们需要携手
应对挑战。”埃塞农业国务大臣萨
尼·雷迪表示。

埃塞地处撒哈拉沙漠南部边
缘向草原过渡地区，生态环境脆
弱。作为非洲第二大人口大国，该
国经济比较依赖农业，而农田扩
大、过度放牧及人口的快速增长
让自然资源不堪重负，森林和土
地出现严重退化，进而导致干旱
和贫困的恶性循环。联合国粮农
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统计
数据显示，在20世纪初期，埃塞
约有35%的国土被森林覆盖，但
到2000年，该国森林覆盖率已下
降至4%左右。埃塞政府意识到，
如果不加以遏制，土地和森林退
化将对国家发展构成严重威胁。
要保持经济增长并实现发展目
标，保护现有森林及恢复森林植
被至关重要。

在努力制止过度砍伐的同
时，埃塞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推动
恢复森林植被。2018年，埃塞发

布了第一部全国森林植被恢复潜
力报告，指出占埃塞国土面积
73%的 8200多万公顷土地可以
从森林植被恢复中受益，强调要
进行跨部门协调合作，做好植树
造林工作。报告同时制定了森林
植被恢复方案及优先级地图，并
按照环境生态的破坏情况将
1100万公顷土地作为重点恢复
地区。根据该报告，如果这些区域
得以恢复，将会创造数十万个就
业机会，使森林相关产业对埃塞
GDP的贡献增加一倍。森林植被
恢复和森林保护工作也成为该国
实现到2025年成为中等收入国
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植树造林是有效应对气候
变化的解决方案。”联合国环境署
非洲办事处主任库丹普表示，非
洲国家应迅速行动起来，提高气
候变化抵御能力，并落实森林恢
复等各项气候应对战略。“作为受
气候变化影响极为严重的大陆，
非洲应该成为全球气候行动的积
极引领者，并将这一行动作为未

来的首要任务。”
为了防止撒哈拉沙漠进一步

扩大，2007年非盟发起“绿色长
城”计划，埃塞成为11个参与国
之一。各国计划从西非到东非种
植一道宽15公里、长约8000公
里的树林带，在防止沙漠扩大的
同时，也为沿线民众提供粮食安
全保障及就业机会，以期实现生
态和社会治理双重功效。截至目
前，埃塞已经为该计划提供超过
50亿株幼苗，完成15.1万公顷土
地的重新造林，开垦了近80万公
顷梯田，是该计划中恢复树林面
积最多的国家。与此同时，6.2万
人得到了相关培训，累计创造了
21.8万个工作岗位。

（《人民日报》朱东君 李强
吕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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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日内瓦8
月9日电（记者 聂晓
阳 陈俊侠）联合国政
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
员会 9 日发布报告，
称在未来几十年里全
球所有地区都将面临
气候变化加剧的考
验，暖季将变得更长，
冷季将更短，同时极
端高温等极端天气将
变得更加频繁，对农
业和人体健康带来更
大挑战。

这 份 标 题 为
“2021 年气候变化：
自然科学基础”的最
新报告显示，气候变
化将加速水循环，在
带来更多强降雨、洪
涝灾害的同时也会导
致许多地区更加严重
的干旱。同时，在整个
21世纪，全球沿海地
区的海平面将持续上
升，导致低洼地区更
频繁、更严重的沿海
洪水和海岸侵蚀。

根据这份报告，
在未来几十年里，亚
洲地区平均地表温度
将持续升高，极端高
温天气增加而极端低
温天气减少。同时，亚
洲大部分地区的平均
降水量和强降水量都
将增加，部分地区的
日极端降水量也将增
加。另外，在东亚大陆
的大部分地区，干旱将变得更加频
繁，而原本干旱的中亚东部地区变
得更加湿润。

这 份 报 告 强 调 ，减 少 二 氧
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量能
够持续且大幅减缓全球变暖的
趋势。

这份报告是联合国第六次气
候变化评估报告的第一工作组报
告，全面评估了2013年第五次评
估报告发布以来世界气候变化科
学研究方面取得的重要进展。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
委员会由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
环境规划署于1988年11月联合建
立。在过去30多年里，该委员会组
织各国政府和相关国际组织推荐
的数千名专家，已经完成了五次气
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的编写。

“期待电动巴士
如期投入运营”

爱尔兰国家交通管理局日前
宣布，将在今后 5 年内采购 200
台纯电动单层巴士。订单将由中
国车企比亚迪公司和英国客车制
造商亚历山大·丹尼斯公司合作
完成。

“我们订购的这批电动巴士集
前沿技术、可靠性和舒适性为一
体。期待电动巴士如期投入运营，
为爱尔兰绿色交通发展提供助
力。”爱尔兰国家交通管理局首席
执行官安妮·格雷厄姆说。据悉，首
批45台巴士将于2022年交付，计
划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和中部工
业城市阿斯隆投入运营。

比亚迪英国分公司总经理弗
兰克·索普介绍说，这批巴士车身
长12米，使用倾斜式的前挡风玻
璃，最大限度减少玻璃反射对驾驶
员视线产生的影响；设有超大轮椅
区和婴儿区，可满足不同乘客的需
求；电池续航能力可满足一整天运
营所需，并采用直流充电方式，更
加方便快捷。

亚历山大·丹尼斯公司拥有爱
尔兰本土巴士的设计和生产经
验。合作中，比亚迪公司将提供纯
电动巴士底盘、电池、电机及电控
核心驱动技术。亚历山大·丹尼斯
公司总经理保罗·戴维斯介绍：

“此前，我们已与比亚迪合作，为
英国市场推出十余款纯电动巴
士，累计销量超过 1000 台，市场
占有率 60%以上。已投入运营的
500余台巴士遍布英国10多个城
市，累计为当地减少二氧化碳排
放量超5万吨。”

（《人民日报》任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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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的坦博帕塔国家保护区
内，曾经的非法金矿开采点迎来
了野生动物的回归。2020年，保
护区共完成150公顷因非法开矿
受损严重土地的修复工作，并有
望于今年底完成455.5公顷的修
复目标。“我们正在努力扭转这一
区域环境恶化的趋势，修复退化

的生态系统，提升环境质量，并创
造绿色就业机会。”秘鲁环境部副
部长卡斯特罗表示。

坦博帕塔国家保护区坐落于
秘鲁东南的马德雷德迪奥斯地
区，设立于2000年，面积超过27
万公顷。这里生长着茂密的亚马
孙原始森林，以生物多样性闻名。
但这一地区也有着100多年的淘
金史，开采规模的急剧增长给当
地生态系统带来沉重负担。1985
年至 2017年，当地近10万公顷
森林毁于金矿开采。因大片矿区
与坦博帕塔国家保护区相邻，一
些开采者甚至侵入保护区内进行
非法采挖。同时，非法金矿开采点
多用汞来炼金，对水和土壤造成
极大污染。

为了保护马德雷德迪奥斯
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
秘鲁政府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打
击非法开采，同时推动开展生态
系统修复工作。2015年，马德雷
德迪奥斯地区金矿受损地貌修
复项目启动。科研人员利用无人
机勘测拍摄，绘制出细化地图。

高分辨率的图像为专家确定修
复区域、土壤类型，以及种植树
木的种类、数量和地点等提供了
重要参考。随后专家团队前往现
场，采集相关的基础数据，并调
查当地污染情况。

“生态修复需要因地制宜，量
体裁衣。”亚马孙科学创新中心造
林项目负责人卡瓦尼利亚斯说。
对于该地区的生态修复来说，首
要任务是尽快恢复森林植被，使
其能够健康生长。在这种原则的
指导下，修复团队在修复区域混
合种植了13种本地树木，其中包
括快速生长的树种，以尽快扩大
植被覆盖范围；也有适于动物生
存和自然再生的树种，以期在增
加植被的同时恢复生态多样性。
多种修复举措并用，让越来越多
受损土壤重获生机。

上世纪80年代，秘鲁政府开
始启动本国的生态修复工作。
1994年，秘鲁颁布流域管理和土
壤保护国家计划，旨在通过植树
造林，保护水和土壤，提高农业生
产能力。2000年以后，该国又出

台林业和野生动植物法及国家造
林计划等，继续推动生态修复不
断发展。2018年，秘鲁政府发布
森林生态系统和其他野生植被生
态系统修复准则，旨在规划、实施
和监测生态修复相关计划方案和
活动等。依据该项准则，公共部
门、私营企业等都可以参与生态
修复工作。

此外，秘鲁也积极参与生态
修复国际合作，支持地区环境保
护与生态修复工作。2014年，秘
鲁成为“20×20倡议”的发起国
之一。这一倡议由拉美和加勒比
国家主导，目标是到2030年修复
该区域5000万公顷退化土地。其
中，秘鲁承诺恢复320万公顷退
化土地。在该倡议框架下，还开展
了“土地加速器”计划，邀请初创
公司、专家学者和投资者共同参
与修复工作。今年4月，“土地加
速器×秘鲁”计划启动，入选的
27家初创企业涉及农业、环境和
旅游等领域。组织者希望通过这
种方式促进生态修复、转变土地
利用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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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上半年，韩国物价持续
走高，一盒30枚鸡蛋的零售价一
度超过9000韩元（约合人民币51
元），韩国知名方便面——真拉面
13年来首度涨价。韩国经济面临
的通货膨胀压力倍增。

韩国统计厅3日发布的数据
显示，7 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上涨2.6%，连续4个月
高于2%，鸡蛋、大米、猪肉、鸡肉、
大蒜、辣椒粉等农副产品价格纷
纷上扬，通货膨胀忧虑加重。另据
统计厅7月5日发布的数据，鸡蛋
价格上半年上涨38.9%。

据韩国农水产食品流通公社

公布的农副产品零售价格数据，8
月3日韩国一盒30枚国产鸡蛋平
均售价为7266韩元，较去年同期
上涨超2000韩元。笔者近日走访
一家大型超市时发现，目前一盒
30枚鸡蛋售价在6800韩元，且实
行一人一盒的限购措施。

据韩媒报道，鸡蛋价格上涨
主要受禽流感蔓延、酷热导致的
家畜大量死亡等供给侧因素影
响。韩国政府上半年曾进口2亿
多枚鸡蛋补足供应，但蛋价未见
明显回落。

韩国政府表示将积极采取各
种措施稳定物价。韩国副总理兼

企划财政部长官洪楠基日前表
示，目前农畜产品价格较高，极端
天气下物价有可能进一步攀升，
政府将采取扩大中秋旺季产品供
应规模、提前供应时间、扩大进口
量等措施，在中秋节前稳定物价。

据此，韩国政府将在 9月末
前再进口2亿枚鸡蛋，进口量一
半以上将供应大型超市，满足消
费者需求。政府还计划将国产牛
肉和猪肉的供给量较平时分别增
加1.6倍和1.25倍，以保障中秋期
间畜产品价格平稳。此外将简化
肉类进口检验程序，扩大牛肉和
猪肉进口量。

除农副食品价格上涨外，主要
加工食品价格也接连上调。统计厅
数据显示，7月加工食品价格上涨
1.9%。据《东亚日报》报道，韩国方
便面品牌不倒翁、农心等接连宣布
上调价格。其他食品公司也以原材
料价格和人工费上涨为由，上调饼
干、火腿等加工食品售价。居民“菜
篮子”压力或进一步加重。

物价上涨情形下，韩国境内
新冠疫情再度恶化对民众消费造
成冲击。此外，对于外向型经济体
韩国来说，外部物价上涨压力可
能传导至韩国国内。

韩国央行7月21日公布的数

据显示，韩国6月国内供应物价
指数同比增长8.6%，增幅创2011
年 10月以来最高水平。韩国《每
日经济新闻》指出，去年原材料下
跌形成的基数效应，加上近期国
际油价等原材料价格上涨推高了
6月国内供应物价指数。

韩国报纸《亚细亚经济》援引
首尔大学经济学教授李仁镐的分
析称，美国通货膨胀水平上涨会
推高韩国进口的中间材料价格，
从而使制造成本上升，物价上涨
导致消费萎缩，韩国经济有陷入
滞胀之忧。（新华社 周思雨 杜白
羽孙一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