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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哥伦比亚总统佩
特罗在其就职演说中引述本国文学
巨匠加西亚·马尔克斯所著《百年孤
独》的结尾：“羊皮卷上所载一切自
永远至永远不会再重复，因为注定
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
机会在大地上出现。”随即，他话锋
一转，以充满力量的语调宣示：“今
天，这第二次机会已然开启。”

如今，哥伦比亚正式加入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为这一
深深期许注入了动能。牵手“一带
一路”，是中哥建交 45周年之际两
国战略伙伴关系持续发展的里程
碑，更是哥伦比亚把握时代脉搏、顺
应发展潮流的战略抉择。

哥伦比亚迫切寻求并珍视共建
“一带一路”带来的机会，源自国家
发展的内生需求。基础设施的相对
滞后，特别是交通瓶颈，一度让这个
国家的发展之路如安第斯山脉般崎

岖漫长。首都波哥大市民中流传的
无奈调侃“波哥大距离波哥大两小
时”，正是长期交通拥堵的真实
写照。

正在由中国企业承建和参与运
营的哥伦比亚迄今最大基建项目之
一：波哥大地铁一号线，将改变城
市的未来。截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波哥大地铁一号线已完成约
54%的建设进度，直接或间接创造
了约 1.3 万个工作岗位。波哥大地
铁一号线项目公司副总经理玛利
亚·康斯坦萨·博特罗表示，地铁投
入使用后，首末站两地通勤时间将
从近3个小时缩短至27分钟，预计
将有300万民众直接或间接地从这
一改变中受益。

哥伦比亚对共建“一带一路”的
热情，也根植于两国间日益密切且
成果丰硕的经贸往来。中国已连续
多年成为哥伦比亚第二大贸易伙

伴，哥伦比亚则是中国在拉美地区
的第五大贸易伙伴。2024年中哥贸
易规模达 1496.3 亿元，同比增长
13.1%。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哥伦
比亚进出口 483.4 亿元，同比增长
8.5%，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农产
品合作尤其亮眼，哥伦比亚已成为
中国咖啡、鲜切花的第三大进口来
源地，今年前4个月，仅咖啡进口额
就达 4.7 亿元，鲜切花进口亦增长
14.6%。这些实实在在的利益，让哥
伦比亚各界对共建“一带一路”带来
更广阔的中国机遇充满期待。

哥伦比亚哥中投资贸易商会执
行董事英格丽德·查韦斯说，哥伦比
亚与中国的合作潜力巨大，因为“双
方都有发展业务的政治意愿”。她
认为，加强与中国的关系，能帮助哥
伦比亚实现发展伙伴的多元化。

放眼拉美，阿根廷的“基塞”水
电站、秘鲁的钱凯港等众多标志性

项目纷纷落地，为当地经济社会发
展注入强劲动力。作为全球南方的
重要成员，中拉携手不仅共筑潜力
巨大的市场，也为双方民生发展和
全球共同繁荣增添了新动能。作为
拉共体轮值主席国，哥伦比亚选择
加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家
庭，正是顺应这一区域合作与共同
发展的时代潮流，展现了其在推动
国家发展与促进中拉合作方面的坚
定意愿。

从对“第二次机会”的呼唤，到
中哥建交45载的互利合作，再到拥
抱共建“一带一路”，哥伦比亚正以
积极的姿态描绘国家发展的新图
景。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哥伦比
亚将乘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东风，
与中国共同谱写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的新篇章，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
拉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新华社波哥大5月21日电）

哥伦比亚与“一带一路”的时代交响
新华社记者 李子健

美国微软公司近期封锁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
刑事法院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汗的电子邮箱账
户。此举在荷兰政界和公共机构中引起震动，加
重了对美国科技企业垄断地位的担忧，也在荷兰
社会引发了“去微软化”的技术主权讨论。

据荷兰《人民报》20日报道，由于国际刑事法
院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出逮捕令，美国总
统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对该法院实施制裁。作为
一家美国公司，微软遵循美国政府的政策，封锁了
卡里姆·汗的电子邮箱访问权限，导致其无法接收
和查看邮件。

作为国际刑事法院的东道国，荷兰政府高度
关注此事。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公务员向
《人民报》表示：“此事件已引起政府的警觉，各级
部门正在紧急评估相关风险。”

受此影响，荷兰本土的云服务企业开始受青
睐。荷兰云服务商 Intermax Group 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卢多·鲍乌对《人民报》透露，已有至
少10家关键公共机构主动联系他的公司，寻求减
少对美国云服务的依赖。

不过，“去微软化”并非易事。鲍乌指出，系统
迁移通常需要6个月至3年，许多政府部门已经
深度嵌入微软生态，甚至在人员招聘上也优先考
虑掌握微软技术的员工，形成了“路径依赖”。很
多部门早已深度绑定微软系统，如今进退两难。

2023年，荷兰有4个政府部门启动名为“更好
协同办公（BSW）”的数字化项目，核心工具即为
微软Teams协同平台。荷兰内政部近日表示，正
在重新评估对微软的依赖程度。目前，该部门也
在考察来自法国和德国的替代技术，力图寻求更
具“数字主权”的解决方案。然而，即使是旨在构
建自主平台的“openBSW”项目，目前仍需依赖
微软的管理软件才能运行。一位参与该项目的人
士在接受《人民报》采访时坦言：“微软的系统已
经深度嵌入我们的运作之中，几乎难以绕开。”

尽管荷兰法律早已规定，医院、电力等关键基础设施必须制定应急备选
方案，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仍存在诸多漏洞。鲍乌的公司目前正协助部分
医院和政府机构，将电子邮件的副本存储在荷兰本地，以防在微软中断相关
服务时造成信息访问风险。

此外，荷兰国家金融安全层面也亮起红灯。荷兰中央银行行长克拉斯·
克诺特日前公开表示，荷兰乃至整个欧洲对美国科技企业的高度依赖，已构
成国家安全隐患。

克诺特举例说，在荷兰很受欢迎的在线支付系统 iDEAL表面上属于荷
兰，其关键技术却掌握在两家美国公司手中，这两家公司在欧洲市场占据超
过60%的份额。

他还对荷兰在云服务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科技公司表示担忧，因为荷兰的
银行、企业、政府机构，甚至荷兰中央银行本身，都严重依赖亚马逊、谷歌和
微软等美国公司来存储和管理敏感数据。 （新华社海牙5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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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企业家、“政府效率部”负
责人埃隆·马斯克20日表示，他“今
后将大幅削减”对政治选举的投入；
如无意外，今后五年内还将继续担
任电动汽车公司特斯拉的首席执行
官(CEO)。

按美国《纽约时报》和路透社说
法，这是马斯克有意暂时退出美国
政坛前台、回归其商业帝国的最新
信号。

马斯克20日线上出席由彭博社
主办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时，接受火
药味十足的采访。在被追问是否今
后五年内继续担任特斯拉CEO时，
马斯克放言，如果他“死了”才不可
能留任。

马斯克还说，他已为政治选举

投入足够多资金，“今后将大幅削
减”政治投入，除非能让他看到这样
做的正当理由。《纽约时报》称，这是
迄今为止马斯克就是否有意“继续
使用其千亿美元计的财富在美国政
坛表达其右翼世界观”的最明确
表态。

马斯克在去年的联邦选举周期
内投入超过2.9亿美元，为美国共和
党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胜选立下
汗马功劳。但特朗普政府就职后，
马斯克“烧钱”助选的举措遭遇反
弹。他捐助 2500 万美元支持的一
名保守派法官在“摇摆州”威斯康星
州最高法院法官补选中惨败。马斯
克在民意调查中的不受欢迎程度也
逐渐增加。

据报道，与今年前几月频繁现
身华盛顿不同，马斯克近期去华盛
顿的次数减少，连在社交媒体X平
台上发帖都少了。3月时，马斯克日
均发帖 103 条，4 月骤降至日均 52
条。多数帖子也不再关联政治新
闻，而与其旗下企业有关。

目前尚不确定马斯克是否会停
止或减少捐助共和党阵营。知情人
士称，马斯克并未彻底离开特朗普
身边，两人关系并未恶化。马斯克
20日晚些时候告诉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他每隔几周可能会去
华盛顿待几天。

据知情人士4月向路透社披露，
马斯克在特朗普政府内充任“政府
效率部”负责人的角色让他“精疲力

尽、恼怒不已”，特别是相关工作已
让其旗下企业遭受冲击。特斯拉的
投资人尤其担忧马斯克在这家企业
投入的精力过少。

马斯克4月安抚特斯拉投资人
称，他从 5 月起每周只会在“政府
效率部”待一两天。他 20 日承诺
留任特斯拉 CEO，并表示留任的
重要原因是这样才能“合理掌控”
特斯拉。

据《纽约时报》报道，马斯克对
特朗普的支持已影响特斯拉汽车销
量，并引发内部争斗。一些特斯拉
员工4月发表公开信呼吁马斯克去
职，但领头的一名项目经理已因此
遭解雇。

（新华社专特稿）

马斯克有意“淡出”政坛 仍将执掌特斯拉至少五年
海 洋

新华社柏林 5月 20日电（记者
褚怡）德国汉堡大学地球系统研究
和可持续性中心 20 日发布的一项
新研究显示，随着全球变暖加剧，极
端高温与干旱同时发生的概率将显
著增加，世界主要粮食产区面临的
气候风险进一步升级。

研究人员通过分析大量气候模
型数据发现，与全球气温较工业化
前水平升温1.5摄氏度的情况相比，
若升温 2摄氏度，全球主要玉米种
植区同时发生极端高温和干旱的风
险将明显上升，其中东亚地区将增
至3倍，南亚地区风险水平则翻倍。

“中欧、东亚和北美中部将更频
繁地同步遭受双重气候打击。”研究

负责人、气候物理学家维多利亚·迪
茨说，“当全球升温达 2摄氏度时，
每14年就会出现至少4个玉米主产
区同步受灾的情况，这可能对人与
自然都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此
前，多个粮食产区同时遭遇极端气
候事件被认为是极不可能发生的。

参与研究的汉堡大学极端气候
研究专家莱昂纳德·博尔歇特认为，
虽然国际贸易能缓解局部地区的粮
食短缺，但多个产区同时受灾将严
重削弱全球粮食系统的稳定性。“应
尽量将全球升温控制在2摄氏度以
内，以减少粮食歉收的风险。同时，
地方性的适应措施和抗旱耐高温作
物品种的研发也至关重要。”

研究：

全 球 变 暖 将 使 粮 食
主产区气候风险升级

韩国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20
日发布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如今
考虑结婚的韩国适龄女性比例约为
57%，明显高于一年前的 48%。另
外，适龄人群认为应该生育的比例
也持续上升，超过了70%。

这项名为“对婚姻、生育、养育
子女和政府低生育率政策的认知调
查”于3月31日至4月10日之间进
行，调查对象是韩国各地2650名25
岁至 49 岁男女。这是低生育老龄
社会委员会继去年3月和 9月后开
展的第三次同类调查。

韩国《朝鲜日报》报道，最新调查
显示，所有男性和女性受访者中，对
婚姻持积极看法的占比72.9%，高于
去年 3 月的 70.9%和去年 9 月的
71.5%。有结婚意愿者的占比也从去
年3月的61%上升到如今的65.2%。

最新调查还显示，如今韩国适
龄女性的结婚意愿明显上升。去年
3 月 ，考 虑 结 婚 的 女 性 比 例 为
48.2%，而最新调查中这一比例升至
57.4%。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说，
令人鼓舞的是，对婚姻持积极看法
的 30 岁以下女性受访者比例有所
增加，从一年前的 59.2%上升到
61%；该年龄段女性打算结婚的比
例从一年前的56.6%上升到64%。

此外，适龄人群对孩子和生育
的看法也出现了积极变化：认为“生
孩子是必要的”的受访者比例从去

年 3 月 的 61.1% 上 升 到 本 次 的
70.9%；无论结婚与否，想要孩子的
人占比也从去年 3月的 32.6%上升
到39.7%。

受访者还提及政府未来需要加
强的政策领域，主要包括进一步提
高育儿假津贴的上限、扩大对结婚
和生育家庭的税收优惠、扩大政府
对托儿服务的支持、进一步放宽购
房及贷款的收入标准等。

韩国正面临严峻的人口结构变
化。一方面，由于社会观念和生活
方式发生改变，加上就业形势严峻、
房价高企，许多韩国年轻人选择推
迟或放弃结婚生子。另一方面，韩
国社会老龄化加速。截至去年 12
月，该国65岁以上老年人数量达到
1024 万 ，占 总 人 口 的 比 例 超 过
20%，进入了“超老龄社会”。

为鼓励民众结婚生子，韩国政府
近年出台了多项政策鼓励生育，例如
为孕妇提供交通补贴、产后护理补
贴、体检费补贴等。一些地方政府也
积极参与，推出集体相亲活动，力图
提升结婚率，进而带动出生率上升。

低生育老龄社会委员会副委员
长周亨焕说，鉴于“低生育率逆转的
动力仍有可能减弱”，需从中长期角
度应对首都圈好工作难找、人口集
中等结构性问题，让人们婚育意愿
提升的趋势不成为“暂时的反弹”。

（新华社专特稿）

调查：

韩国人有婚育意愿者比例升高
乔 颖

近日，南非开普敦部分地
区遭暴雨袭击，引发洪水。

这是 5 月 20 日，在南非开
普敦的马西菲梅莱莱，车辆
涉水前行。

（新华社发）

南
非
：

洪

水

来

袭

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的南郊，
一群长颈鹿优雅地昂起修长的脖
颈，与远处城市天际线的高楼竞相

“比高”；早已习惯了人类游客乘车
探访，瞪羚成群结队在路边翘首张
望；白犀牛悠闲地啃食着金合欢树
的嫩叶……不远处人类聚居区的喧
嚣，与这里自然野性的静谧，交织成
一幅和美的画卷。

这里是成立于1946年的内罗毕
国家公园——全球为数不多坐落于
首都的野生动物保护区。117平方
公里的草原与林地上，山丘、河谷和
湖泊点缀其间，栖息着100多种哺乳
动物和400多种鸟类，斑马、猎豹、狮
子等动物与人类共享着这片土地。

内罗毕国家公园距离市中心仅
约 8公里，肯尼亚政府通过创新的
生态管理，清晰划定现代都市与原
始荒野的边界。内罗毕国家公园相
关负责人米莉森特·卡桑比表示，公
园三面以电网隔离城市，另一面则

向安博塞利等国家公园开放，允许
角马、斑马等动物随季节迁徙。

“这种设计既避免了动物误入
城市引发冲突，又维系了生态系统
的动态平衡。白犀牛与黑犀牛的种
群因反盗猎巡逻和栖息地修复而得
到稳定增长。”卡桑比说。

2025 年，肯尼亚政府与中国科
技 企 业 和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合作启动“Tech4Nature”
项目，将数字技术融入生态保护。
内罗毕国家公园将结合无人机巡护
和红外相机追踪，提升对狮群、犀牛
的监测效率。此外，公园正依据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绿色名录标准优化
管理，通过科学评估确保保护措施
符合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

伊德里斯·哈拉凯是内罗毕国
家公园的护林员，公园中央有几座
绿色的钢制平房就是他每天工作生
活的地方。“我们 24小时持枪在公
园内巡护，在防止非法盗猎的同时，

也保护游客的安全。”哈拉凯表示，
在肯尼亚政府和各类保护组织的共
同努力下，野生动物的数量逐年增
加。

公园主门附近的博马斯民俗文
化村则通过传统歌舞表演与生态旅
游，让当地马赛人等从保护中获益，
从而自发抵制盗猎与破坏行为。

“肯尼亚政府深谙‘保护需扎根
社区’的理念，通过游客互动与科普
教育，一度濒危的长颈鹿乌干达亚
种引发关注，这种长颈鹿高可达 8
米，颈长约2米，目前其种群数量从
濒临灭绝已转为逐渐恢复。”卡桑比
表示，政府还推动“野生动物走廊”
计划，在城市化进程中预留动物迁
徙通道，确保开发与保护共存。

如今，对到肯尼亚旅游的游客
来说，观看长颈鹿穿越大桥和火车
同框，已成为网红打卡景点。由中
国路桥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承建的内
马铁路一期，穿越内罗毕国家公园，

为保证铁路建成后野生动物尤其是
大型动物自由通行不受限制，采用
了长达 6.5 公里的大桥全程穿越公
园，最低桥墩 7.5 米，最高桥墩 41.5
米。此外，大桥还设置声屏障，降低
列车通过时的噪音，最大程度降低
对野生动物的影响。

在公园内的一块高地上，三堆
发白的灰烬高高垒起，这是焚烧象
牙和犀牛角刻意保留的遗迹。从
1989年肯尼亚时任总统丹尼尔·阿
拉普·莫伊，在公园内亲自点火焚烧
了12吨象牙，到2016年肯尼亚政府
公开焚烧 105 吨象牙和 1.3 吨犀牛
角，无不警示每一位来访者杜绝野
生动物交易，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
保护人类的“地球村”。

“内罗毕国家公园不仅是肯尼
亚的生态名片，更是全球城市化与自
然保护共存的典范，这里诠释了人类
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的可能。”卡桑
比说。 （新华社内罗毕5月20日电）

人 与 自 然 的 交 响 曲
——内罗毕国家公园的和谐共生之路

新华社记者 严钰景 郑梦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