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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西洋上的生死之交

近年来，随着环境保护意识的不断提升，
游客对绿色出行、可持续旅游的认可度持续增
长。携程集团不久前发布的《2024年可持续旅
行消费者报告》显示，全球92%的受访者表示
愿意考虑可持续旅行。笔者走访发现，摩纳哥、
德国、新加坡等国家积极创新旅游业发展模
式，践行环境、社会、治理理念，促进旅游业更
好实现可持续发展。

摩纳哥——
兼顾旅游品质与环境责任

摩纳哥南侧面向地中海，是世界面积第二
小国家。旅游业在其经济中占比约10%。尽管
游客络绎不绝，但无论是城市中心还是海边景
区，这里的环境都干净整洁，城市植被覆盖率
达到20%，整个国家宛如一座巨大的公园。

摩纳哥着力打造旅游业高端品牌。这里拥
有一级方程式赛车锦标赛等项目，分布着诸多
酒店、餐饮和休闲娱乐场所。近年来，在保持产
业特色和高质量标准的同时，摩纳哥更加注重
发展“负责任的旅游”。2021年，摩纳哥发布了
《负责任旅游白皮书》。摩纳哥旅游与会议管理
局局长居伊·安托涅利表示：“要想使旅游业持
续存在，就必须在环境责任方面作出改进。”

摩纳哥的城市地形以丘陵和山地为主，随
处可见的升降梯和电动扶梯，使游客在城市内
几乎可以全程步行游览。目前，摩纳哥约90%
的酒店和超70%的展会空间已获得国际环保
标准认证，这些场所普遍使用绿色电力，减少
能源、水资源消耗以及废弃物产生；餐饮业优
先选用应季、本土和有机食材。“高端服务并不
意味着与环保目标背道而驰。摩纳哥的高端旅

游服务在行业中发挥着示范作用。”安托涅利
解释说。

摩纳哥拥有长达4.1公里的海岸线，港口
游艇如织。自2022年以来，摩纳哥国际游艇展
设立“可持续发展中心”，展示和推广游艇行业
中的环保解决方案。“不管是游艇甲板的木材
选用，还是动力系统的选择，都可以通过更加
环保的标准来改进，找到减轻环境影响的方
案。”安托涅利说。

位于海边的摩纳哥海洋博物馆是世界最
早的海洋博物馆之一，这里不仅有大型水族
馆，还是展示海洋学研究成果、培养公众海
洋保护意识的教育基地。安托涅利表示：“摩
纳哥将继续朝着碳中和目标转型，旅游业也
将继续履行其责任，作出应有的贡献。”

德国——
探索原汁原味旅游资源

沿自行车道骑行欣赏河岸景观，在草地上
与羊驼悠闲散步，制作木筏体验筏工生活……
布利斯高生物圈位于德国萨尔州东南部，是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选定的德国17个生物保
护圈之一。该区域地势平缓，森林茂密，自然风
光美不胜收。

布利斯高生物圈有着丰富的可持续旅游
业发展经验，“生物圈之旅”是该地区的亮点项
目之一。游客可在导游陪同下，乘坐公共汽车
在布利斯高生物圈保护区内游览一天，途中可
在各自然和文化景点徒步探访，品尝当地特
产。导游安德里亚斯·施罗德介绍，这里不仅拥
有迷人的自然风光，可以参观体验有机农场，
一些地方还蕴藏着丰富的工业历史文化。布利

斯高生物圈表明，可持续旅游业不仅能为游客
创造高质量的旅游体验，还能促进该地区的可
持续发展，增强人们对本地区的认同感。

在2023年德国可持续旅游目的地联邦竞
赛上，布利斯高生物圈获得“高级”类别冠军。该
竞赛由德国环境部、自然保护办公室和德国旅
游协会举办，来自德国各地的44个旅游景点、
旅游地区和城市参加了此次竞赛。“初级”和“高
级”两个类别分别代表刚刚踏上可持续发展道
路和已有丰富经验举措的旅游目的地。德国环
境部长施特菲·莱姆克表示，如果旅游业要连
续创造稳定价值，就需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近年来，德国积极推广可持续旅行模式，鼓
励游客探索原汁原味的旅游资源。2022年7月，
德国确定了国家旅游战略要点，以进一步促进
环境保护、提高旅游业竞争力等。比如，减少交
通、餐饮和住宿等环节对环境的负面影响，推动
开发气候友好型旅游产品。德国国家旅游局还
推出专门网站提供有关气候友好型旅行以及
可持续住宿、美食等方面的综合信息。

德国国家旅游局董事会主席何佩雅表示，
旅游部门正在推广“乐享德国”和“多停留一段
时间”等活动，呼吁游客将城市度假与自然或
乡村旅行相结合，并通过乘坐火车、自驾新能
源汽车、城市漫步等方式深度感受旅途生活。

新加坡——
可持续旅游成为新名片

圣淘沙岛坐落在新加坡南部，面积约5平
方公里，次生雨林覆盖了全岛70%地带，年游
客接待量约1500万人次。2022年，圣淘沙获得
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目的地标准认证，肯定

其在文化与自然保育、推进可持续发展以及去
碳化等方面的努力，成为亚洲首个获得这项认
证的岛屿。

为更好地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近年来新
加坡政府开始改变岛内植树造景的选择标准，
不再以观赏性为主要目的，而是更多种植本土
植物，为本土物种创造宜居环境。在该岛南部，
住宿设施别具一格，五栋小屋基本采用可循环
材料，选取太阳能供电。圣淘沙还推出“海洋保
护行动”计划，鼓励游客清洁海岸线，为海洋保
护尽一份力。

近年来，新加坡加快推动各地发展可持续
旅游。皮克林宾乐雅酒店是新加坡首家使用太
阳能电池供电的零耗能酒店，其太阳能发电系
统和雨水收集节水系统等措施所节省的能源，
可供680户家庭使用一年。2022年，新加坡推
出酒店业可持续发展蓝图，计划在2025年前
让六成的酒店客房获得国际认可的可持续发
展认证，并在2050年实现零排放。2023年起，
新加坡会议、会展与旅游行业开始追踪和管理
碳排放，并争取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

在交通减碳方面，新加坡政府设立了航
空可持续计划，包括2026年起自新加坡起飞
的航班都必须采用可持续航空燃料。新加坡
民航局表示，未来计划向乘客征收可持续航
空燃料税。

2023年，新加坡被全球可持续旅游委员会
评为“可持续旅游目的地”，新加坡也是第一个
申请且获得此项认证的国家。在2023年全球
目的地可持续发展指数排名中，新加坡位列全
球第十七位，是上升速度最快的目的地之一，
可持续旅游正成为新加坡旅游的新名片。

（《人民日报》尚凯元郭梓云张矜若）

摩纳哥、德国、新加坡探索旅游业新模式——

加强创新，促进旅游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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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船长黄永超与他的巴西新朋友相识
于一场意外。几天前，在巴西圣保罗州桑托斯
港外海，他们相拥道别。虽认识还不到一周，但
他们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生死之交”。

3月 15日凌晨，一通急促的铃声打破了
夜晚的宁静，正在大西洋深处航行的利比里
亚籍“亚美麒麟”号货船接到巴西海事部门通
报，请求协助营救一艘在附近海域遇险的巴
西渔船。

“亚美麒麟”号由一家中国公司管理，船上
21名船员均为中国人，船长黄永超在接到救
援请求后立即向船东、承租方以及船舶管理公
司报告，随后转向执行紧急救援任务。

在43岁的黄永超将近20年的跨国航海
生涯中，这是他第一次亲身参与海上救援。

“在茫茫大海中孤立无援的恐惧难以言
表，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前往救援。”
黄永超事后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货船很快到达坐标位置，但在夜幕笼罩的
茫茫大海中，搜寻一艘小渔船犹如大海捞针。
黄永超和船员们一边借助雷达和导航设备寻
找遇险渔船，一边准备救生圈、急救箱和绳索

等救援设备。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搜寻，中国船员终于发

现了这艘渔船，此时该船已有半截沉入海中，
船员被迫转移至渔船自带的救生筏，在漆黑海
面上随波漂浮。

这艘遇险渔船是本月4日出海的。船主
贝拉斯带领四名船员及一名荷兰友人驾驶
渔船从巴西南部圣卡塔琳娜州出发，原计划
航行至巴西东北部北里奥格兰德州，但途中
突遇风暴，巨浪损坏船体，渔船失去动力并
开始进水。

在“亚美麒麟”号到达之前，贝拉斯等人已
经连续数日在船上尝试排水自救。“我们当时
只来得及发出紧急求救信号，后来船上的通信
设备因为进水损坏了，联系不上附近船只和海
事部门。”贝拉斯说。

至15日凌晨，渔船进水严重，随时可能沉
没，贝拉斯等人被迫弃船。他们在黎明前的黑
暗中绝望地等待，而这时夜空突然出现了一束
微弱的灯光。

贝拉斯等人赶紧使用救生筏内的应急
灯发出信号，黄永超看到后马上向灯光行

进。黄永超不断调整货船姿态与速度，同时
指挥船员准备救援操作。“我们必须确保货
轮不碰撞小船，同时又要靠得足够近，以便
投放救生设备。”

最终，贝拉斯和他的船员们顺利登上了
“亚美麒麟”号，中国船员第一时间为惊魂未定
的6人提供了热水和食物，并协助他们使用船
上的通信设备向家人报平安。“是中国船员救
了我们。”贝拉斯对记者说。

救援行动结束后，巴西海事部门对中国船
员表示感谢，并请“亚美麒麟”号将获救船员送
至桑托斯港。在航行途中，中巴船员朝夕相处，
彼此交流，结下深厚友情。

21日，货船抵达桑托斯港外海。临别之
际，贝拉斯和他的船员们与中国船员一一拥抱
告别。“这份与中国朋友的情谊，我们将铭记终
生。”贝拉斯对记者说。

“无论来自哪个国家，最重要的是彼此守
望相助，”黄永超表示，“每个人多一份善意，世
界就会多一分温暖。我的最大愿望，就是所有
在海上工作的人都能平安归航。”

（新华社陈昊佺）

越南加快发展
绿色公共交通

不久前，越南胡志明市地铁滨城—仙泉线
正式开通，这是该市运营的首条地铁线路，为
当地民众的绿色出行提供了新选择。根据胡志
明市政府发布的绿色公共交通工具发展路线
意见书，该市计划协调13.8万亿越南盾（1元人
民币约合3527越南盾）资金用于建设绿色公
交网络。自2025年起，该市新开通的公交线路
100%使用绿色能源车，到2030年全市公交车
将全部实现电气化。

胡志明市目前共有公交线路138条、公交
车2209辆，其中电动和天然气燃料公交车有
546辆。该市自2022年3月开通市内首条电动
公交线路至今，已发展出多条绿色公交线路，覆
盖主要商业街区、车站、机场等。根据胡志明市
中心城区街巷狭窄等特点，该市还推出可乘坐8
人的迷你电动巴士。胡志明市交通运输厅副厅
长武庆雄表示，迷你电动巴士在旅游旺季时，运
送游客穿梭于各大景点，在满足游客个性化出
行需求的同时，减少汽车尾气等对景区的污染。

绿色公交方便快捷，颇受市民欢迎。胡志
明市大学生阮氏姮几乎每天都乘坐电动公交
车出行。她表示，“电动公交车设计更加人性
化，行驶平稳、低噪声、票价合理，学生可以
享受半价优惠，老年人、残疾人等群体还可
免票。”

除了胡志明市，近年来，包括首都河内在
内的越南部分城市也积极试点发展绿色交通，
并取得一定成效。早在2022年7月，越南政府
就批准了绿色能源转换、减少交通运输行业碳
排放、发展绿色交通的行动计划。其中，促进交
通工具电气化和绿色化成为该行动计划的5
大重点领域之一。为吸引更多企业参与建设绿
色能源汽车基础设施网络，越南试点开展专项
信贷优惠等多项举措。根据胡志明市相关计
划，将对绿色公共交通项目的信贷支持额度提
升至总投资额的85%，对布局充电桩/站项目
的信贷支持额度上限提升至总投资额的70%。
在整个还贷周期内，线路运营单位还可享受
3%的优惠贷款利率。

越南还重视激发公共交通系统的内生动力，
通过开发绿色旅游专线、旅游包车等业务，增加
企业收益。例如，河内市客运企业于2021年12
月开通了首条电动公交线路，此后还陆续推出旅
游专线、出租专车等业务。目前，河内电动汽车业
务已累计服务国内外游客近700万人次，营收超
过1500亿越南盾，纳税423亿越南盾。

越南交通运输部表示，将研究继续扩大绿
色能源汽车税费减免范围和种类，加快电动汽
车基础设施网络布设，加强国际合作开展电池
技术研发，逐步减少运输系统碳与甲烷排放，
实现国家的能源转型发展规划。

（《人民日报》杨晔）

新华社伦敦3月27日电（记者 葛晨）一项
新研究发现，微塑料可破坏植物光合作用的能
力，对农作物产量和食物供应等存在潜在影
响，进而影响粮食安全。

论文发表于美国《国家科学院学报》。研究
人员利用先前157项研究中超过3000个综合
数据集，用机器学习建立微塑料对农作物影响
的全球整体图谱，量化微塑料在全球不同生态

系统中引起的光合作用减少情况。
数据显示，微塑料会引起植物的叶绿素

减少，让陆生植物、海洋藻类和淡水藻类的
光合作用率降低7.05%至 12.12%。研究人员
计算出微塑料每年可导致农作物减产约1.1
亿至 3.6 亿吨，海产品减产约 105 万至 2433
万吨。

研究还发现，如果能减少13%的微塑料，

对植物光合作用率的影响就能减少30%，全
球范围可避免至少约2200万吨的粮食作物
减产。

研究人员认为，这项研究凸显塑料减排的
紧迫性。论文中说，微塑料的这些危害极有可
能从粮食安全延伸到地球健康，因为光合作用
不仅是人类食物供应的基础，也是关键生态功
能的基础。

（上接A1版）
于是，普海玲首先说服自己的母校——安

化彝族乡中心小学也组建了合唱团。她挤出本
就不多的休息时间，到母校给50多个孩子排
练。普海玲想：“一个人的力量始终是有限的，
如果有一批有情怀、懂合唱、能指挥的老师都
能加入我们，就能让更多孩子有机会学合唱。”
2022年8月，在玉溪市教体局的支持下，玉溪
聂耳教师合唱团成立。报名的教师很多，让普
海玲十分感动：“哪怕教师团没有额外收入，哪
怕要牺牲周末，哪怕食宿交通得自理，但每个
人都表示没问题。”随后，担任合唱团指挥的普
海玲，从亲自挑选团员、划分声部到制定团规、
准备曲谱，每一项工作都细致入微，力求将教
师合唱团打造成一支具有影响力和示范作用
的团队。

在普海玲的引领下，玉溪聂耳教师合唱团
迅速壮大，成为了一支拥有近80名成员、涵盖
全市一线音乐教师的合唱力量。

2023年9月，普海玲调到玉溪师范学院附
小担任音乐老师，她申请让同样是音乐专业的
姐姐代替她将若水童声合唱团延续下去，自己
也在学校的支持下成立了玉溪师范学院附小
童声合唱团。2024年年初，普海玲在音乐教室
排练《小雅·鹿鸣》时拍下的视频走红网络，这
首原是师生合唱团为新年音乐会所准备的歌
曲，也受邀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4年
元宵晚会。“呦呦鹿鸣，食野之芩，我有嘉宾，鼓
瑟鼓琴……”舞台上，老师们浑厚有力的合唱
配上空灵清澈的童声朗诵，让这首源自传统经
典《诗经》的古诗焕发出全新的生命力。“这首
歌所传达的和谐美好的境界，能让孩子们在女
声、童声、中国鼓声的交相辉映里，感受到节奏
之美、韵律之美、传承之美。《诗经》让学生背诵
可能会有点困难，但是把诗经唱成歌，孩子们
就能够轻易地记住，传唱即是传播，我们想用
合唱的方式来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让大家
喜欢中国的文化，促进文化自信。”普海玲告诉
记者。

如今，合唱教育在玉溪市的每一个乡镇、
每一所学校落地开花，越来越多的师生参与合
唱。普海玲也有着更多的期许和盼望：“今年，
我们计划开展区县巡演计划，用歌声服务社
会，还会参加更多的交流活动，提升自己的专
业水平，用音乐助力学生成长。”

“音乐园丁”
用音符浇筑成长之路

（上接A1版）

满足群众多层次健身需求

各地正如火如荼推进的全民健身事业，
显著提升了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和精神面
貌。然而，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全民健身事
业蓬勃发展的背后，仍存在着发展不平衡、场
地设施利用不充分、公共服务体系不完善等
诸多问题。

那么，未来如何破解全民健身发展痛点，
形成亮点？

江苏省泰州市体育局群众体育处处长徐
小军认为，要以标准引领、制度保障、科技赋能
和融合发展推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向优提质，
持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满足群
众多层次健身需求。要切实正视区域供给不平
衡、不充分的问题，及时做好补位、强链、服务
工作。要在强化全民体育健身设施建设、管理、
使用一体化，加大全民健身体育人才、体育类
社会组织建设，打造群众喜闻乐见、“触手可
及”的品牌赛事活动等方面发力，协力推动全
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

西华师范大学体育学院院长王永安也表
示，政府应加强全民健身制度建设，加大政
策法规的保障力度，加大经费投入支持力
度，加大场地设施建设力度，不断完善和优
化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加快全民健身相
关产业布局。此外，他建议社会组织要积极
参与推动全民健身的发展和建设，积极参与
全民健身服务工作，加大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供给，提高全民健身公共服务质量、丰富全
民健身服务产业业态、健全和完善自身组织
建设；公众应进一步更新健康观念，付诸健
身行动，积极参与健身活动，不断提高自身
的健康水平。

那么，如何更有效地推动全民健身和城市
文明建设融合共进？

在西南财经大学体育学院副院长、教授陈
丛刊看来，全民健身与城市文明的深度融合，
本质上是通过运动实践重构城市公共精神的
过程。他认为，“首先，需构建‘空间伦理’新范
式，将全民健身设施视为城市文明的‘毛细血
管’，比如可将社区健身步道设计为文化叙事
载体，通过雕塑、壁画等艺术形式展现城市精
神，使运动空间兼具文化传承功能。其次，以体
育为载体加快推进‘五育融合’，重点培养青少
年体育参与兴趣，发挥赛事育人功能，在赛事
活动中植入文明素养培育模块，在赛事活动举
办中植入文化教育，广泛传播全民健身志愿精
神。最后，建立‘双向赋能’机制，通过全民健身
激发市民归属感。”

此外，陈丛刊表示各地要探索“运动文明”
评价体系，将公共体育设施的使用文明程度纳
入社区治理考核，形成“以评促改”的治理闭
环。同时更需关注运动文化的代际传承，通过

“家庭健身日”等活动，将公平竞争、团队协作
等体育精神转化为家风建设的重要内容。通过
场景再造激活文明基因，用文化浸润塑造价值
认同，从“被动遵守”到“主动创造”，最终实现

“运动让城市更文明，文明让运动更美好”的双
向提升。

健步逐春光
练出“精气神”

新研究：微塑料污染可能影响粮食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