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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泰国清莱，公园、植物园成为
提升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的户外课
堂；在意大利米兰，亲近自然的标志
性景观让绿色建筑理念更加深入人
心；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因地制宜
的生态修复为更多野生动植物提供
宜居空间……国外一些城市致力于
加强保护生物多样性，在城市中为
动植物留一片自在天地，实现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

泰国清莱“花园进校园”

郁郁葱葱的热带树木、千姿百
态的奇异花朵、清澈见底的一汪碧
水，还有生活其间的各种鸟类、鱼
类、昆虫……在泰国清莱皇家大学，
占地800公顷的皇太后花园让很多
市民和游客流连忘返。“环境、生物、
花卉等专业的学生还会来花园上
课，这里是生物多样性保护最好的
室外课堂之一。”清莱皇太后花园管
理办公室主任披宾告诉记者。

通过实施“花园进校园”，清莱
府的学校、政府、医院等公共机构内
都建有植物园或小花园。许多大中
小学的植物园兼具教学和游览的双
重功能。

在项目支持下，许多大学生、环
保组织经常前往湿地、森林、山区等
定期做生态观测。清莱皇家大学生
物多样性与环境研究所的官网上记
录了大量相关活动，几乎每年都有
近10次的植树造林、养蜂培训、生物
多样性论坛等活动。

因在可持续发展和城区生态保
护领域的成就，清莱2011年获得联
合国人居奖。清莱副省长碧武拉尼
表示：“自然资源和生物多样性是清
莱最宝贵的财富。”

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林”

时至深秋，在米兰寸土寸金的中
央商务区，久负盛名的“垂直森林”已
有层林尽染之感。“垂直森林”是两幢
分别高80米和112米的公寓，其上共

种植了800棵树木、1.5万株地被植物
和5000株灌木。这里不仅提供了约
5万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还开辟出近
3万平方米的林地。据统计，此处栖
息着1600种禽鸟和蝴蝶，俨然一处
人与自然共生的绿色家园。

“我们视‘垂直森林’为树之家、
人与鸟之家。在钢筋水泥林立的世
界里，这样的绿色空间也是城市的

‘空气净化器’。”“垂直森林”建筑师
博埃里介绍。米兰市民埃玛努埃莱
表示，“垂直森林”不仅让城市更美
观，也让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实践走
进了大众生活。

目前，米兰还在实施一项名为
“森林米兰”的人工造林计划，提出
到 2030 年种植 300 万棵树木，达到
平均每位市民一棵树的水平。米兰
市政府正与米兰理工大学合作，就
最佳树种选择、最佳种植地点等研
究具体实施办法。该计划也致力于
提高米兰市民的环保意识，让人工
造林成为市民家门口的事情。城市
环境需要创新，米兰正努力成为“绿
色城市”的典范。

“甜蜜城”哥斯达黎加圣何塞

将绿地作为基础设施纳入城市

规划，是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的
库里达瓦特地区保护城市生物多样
性的一大举措。2016 年，当地政府
出台“甜蜜之城”政策，在21个街区
新建或翻新64座绿化公园，将沥青
地面变为绿地，通过大量种植本土
植物，吸引蜜蜂、蝴蝶、蜂鸟等前来

“定居”、传播花粉。
当地政府鼓励居民在自家花园

中种植本土植物，旨在将每一条街
道、每一个街区都变为良性循环的
生态系统。许多植物旁都附有二维
码，民众可以通过扫码阅读相关信
息，增强对植物的了解，同时提升保
护意识。

“甜蜜之城”是圣何塞加强城市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一个缩影，与该市
提出的“自然城市”项目异曲同工。

生态环境的修复促进了许多野
生动物的回归。“自然城市”项目负
责人介绍，两条河流周围曾经栖息
着丰富的鸟类、动物等。由于此前
在城市建设中缺乏对生物多样性保
护的规划，导致栖息地被破坏。如
今，环境越来越好，野生动物数量也
逐渐恢复，就连城里很少见到的树
懒也出现在了河岸周边。

据人民日报

去泰国清莱、意大利米兰、哥斯达黎加圣何塞逛一逛吧！

在城市中为动植物留块自在天地

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街头，游客在喂鸽子。（网络图）

新华社雅温得 11 月 29 日
电 在喀麦隆西部大区巴富萨姆
市郊的巴富萨姆体育场，西部大
区一家俱乐部的职业球员瑞安
特·谭宇正在绿草如茵的足球场
上进行日常训练。多年前，他怎
么都想不到有一天会在这样的现
代化球场追逐自己的足球梦。

谭宇出生在西北大区一个叫
恩坎贝的村子。他自幼热爱足
球，梦想有朝一日成为职业球
员。然而村里条件落后，他只能
在坑坑洼洼的泥地里磨炼球技。

“我8岁时，因为踢球踢到一块石
头伤了脚，整整 6 个月才康复。”
23岁的谭宇回忆说。

2014 年 6 月，中国机械设备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中设集团）开
始为巴富萨姆市援建体育场。不
到两年，一座占地约三万平方米、
配备约两万座席、拥有足球场和
田径场的巴富萨姆体育场在市郊
提前建成。

“足球场的施工工艺、草籽质
量、排水等都严格参照非洲足联
和国际足联的标准，引进了中国
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材料，建设
质量赢得了喀方认可。”中设集团
工程师钱元日前向新华社记者介
绍说。

“这座体育场很震撼，如果当
年能有这样的训练条件，相信我
今天能走得更远。”谭宇说。

这座现代化体育场不仅让像
谭宇一样热爱足球的少年告别了
在泥地上艰难逐梦，也为当地创
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带动了当地
经济发展。

40岁的朱斯蒂娜·梅萨在丈
夫过世后，没有正式工作，一直独
力拉扯三个孩子。体育场的修建
让她看到了生活的转机。2018
年，梅萨在体育场对面开了一家
售卖简餐的小吃店。“体育场时不
时会举办赛事，有时也有游客来
参观，所以我的小店一直有生
意。”梅萨说。

2022年1月，非洲国家杯足球
赛将在喀麦隆举办，部分赛事将在
巴富萨姆体育场举行。梅萨期盼
着这一赛事可以继续振兴该地区
的活力，也为她带来更多生意。

“据估算，体育场工程催生了
约两千家小微企业。”西部大区区
长奥古斯汀·丰卡说。

此外，据中设集团工程师王
洪波介绍，中方在项目实施过程
中还向喀方传授了设备使用和保
养、草坪维护、灯塔操作维护和机
房管理等技术。

中企援建体育场
助燃喀麦隆足球梦

长期以来，枪支暴力泛滥作为一
个难以治愈的“顽疾”，始终困扰美国
社会。自2020年以来，持续蔓延的
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一痼疾愈加难除。

近日，美国威斯康星州基诺沙市
巡回法院作出判决，宣布去年8月基诺
沙枪击案嫌疑人凯尔·里滕豪斯无罪。

2020年8月，基诺沙市警察开枪
击伤黑人男子雅各布·布莱克，引发
当地抗议示威活动。时年17岁的里
滕豪斯被控在8月25日的抗议示威
活动中开枪造成 2 人死亡、1 人受
伤。事发现场录像显示，手持步枪
的里滕豪斯在街上被人追赶，他倒
在地上后向抢夺其枪支的人开枪。
美国检方随后对里滕豪斯提出包括
一级谋杀罪在内的5项罪名指控。

美媒评论称，里滕豪斯一案成
为美国在枪支、犯罪和抗议问题上
极度分化的焦点。而这折射的只是
美国枪支暴力泛滥的冰山一角。

2020年以来，美国国内几乎失控
的新冠肺炎疫情，更让枪支暴力这一
社会顽疾进一步凸显。美国“枪支暴
力档案网站”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
至11月21日，今年全美枪支暴力致死
数量达39892人，大概率成为20年来
美国枪支暴力犯罪最严重的一年。

就在里滕豪斯一案判决结果出
炉前夕，一名刚刚毕业的中国留学
生在芝加哥遭暴徒抢劫枪击身亡。
悲剧重复上演，祸源正是美国长期
泛滥的枪支暴力现象。

美国枪支暴力“顽疾”为何始终

无法得以根治？
“从根源上看，美国枪支暴力泛

滥主要与两个结构性因素有关，一是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规定了民众的持
枪权，而要修改宪法难度很大，彻底禁
枪的可能性由此变得非常渺茫；二是
美国的军火商及全国步枪协会等组织
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不断向
美国政客输送资金以助其参加竞选，
导致这些政客上台后在推动控枪政策
时往往投鼠忌器。”清华大学战略与安
全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孙成昊在接受
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称。

还有分析认为，除了受国内政
治斗争、利益团体等因素影响，使得
控枪立法在美国寸步难行之外，在
疫情持续冲击下，美国经济复苏乏
力、社会矛盾特别是种族矛盾激增，
也是近两年美国枪击暴力事件和枪
支销量激增的重要原因。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

美国枪支暴力缘何“没完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