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联合国3月30日电（记者
王建刚）3 月 30 日是“国际零废物
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表视
频致辞，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共同
应对废弃物危机。

“我们的星球正在被垃圾的洪流
所淹没。”古特雷斯说，每年产生的城
市固体废弃物超过 20 亿吨，这对地
球的气候、生态系统和人类健康造成
了灾难性后果。废弃物的分解不仅
向大气中释放导致地球变暖的温室
气体，还污染了水和土壤，引发疾病
甚至死亡。

古特雷斯指出：“过度消费正在扼

杀人类，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措施应对
这一问题。”他敦促企业向可持续生产
转变，在生产产品时应最大限度减少
包装浪费，并尽量延长产品的使用寿
命。他同时呼吁消费者在购物时“三
思而后行”，尽可能地对可回收物品进
行再利用。

古特雷斯还强调了政府行动在促
进循环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他呼吁通
过“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约”，以实现
解决塑料污染问题的国际合作。

2022年 12月 14日，第 77届联合
国大会通过决议，将每年 3月 30日定
为“国际零废物日”。

埃及媒体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
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定于3月
31日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新一轮间
接谈判，讨论加沙地带停火和释放被
扣押人员事宜。

开罗新闻电视台以埃及官员为消
息源报道，以色列和哈马斯将恢复此
前暂停的间接谈判。由于哈马斯和以
色列拒绝面对面谈判，埃及和卡塔尔
负责在中间“传话”。

不过，哈马斯 3月 30日给出的说
法与埃及媒体不同。一名哈马斯官员
说，哈马斯要等待斡旋方与以色列的
谈判结果，然后再决定是否派代表团
去开罗。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以色列官员
告诉路透社记者，以色列将于 3月 31
日向开罗派出谈判代表团。以色列总
理办公室 3月 29日发表声明说，以总
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已批准派遣代
表团参与新一轮停火谈判。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3月25日通过
要求加沙地带立即停火的决议后，以色

列从卡塔尔首都多哈撤走参与加沙停
火谈判的代表，使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分析人士说，目前谈判主要难点在
于，双方未能就交换被扣押人员达成一
致。美国媒体先前披露，以方考虑释放
约700名巴勒斯坦囚犯，换取哈马斯释
放约40名被扣押在加沙地带的以方人
员，正等待哈马斯高层回应。

哈马斯去年10月7日自加沙地带
对以色列境内军民目标发起突袭，导
致约 1200 名以色列人死亡，另有约
240人被扣押在加沙地带。以色列随
后对加沙地带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
已造成逾 3.2万人死亡、逾 7.4万人受
伤，加沙地带陷入严重人道主义危机。

在卡塔尔、埃及等多方斡旋下，以
色列和哈马斯去年 11月同意停火一
周以互释部分人员。其间，100名以
方被扣押人员和200余名在押巴勒斯
坦人员获释。国际社会此后展开积极
斡旋，就双方再次停火组织多轮谈判，
但至今未能达成最终协议。

（新华社电 王宏彬）

埃及媒体：以色列和哈马斯将恢复停火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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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中非携手推进多领域人才合作 联合国秘书长呼吁国际社会
共同应对废弃物危机

近年来，在共建“一带一路”和中非
合作论坛框架下，中国与非洲的人才合
作日益深入，合作方式和领域不断丰
富。从修建学校、捐赠设备，到分享先
进职教经验和组织各领域培训，再到推
进中非智库论坛、中非青年创新创业大
赛等交流活动，鲁班工坊、孔子学院等
众多人才合作重点项目落地，帮助非洲
国家培养适应当地现代化需求的人才，
为非洲大陆可持续发展注入新动力。

非洲联盟（非盟）将 2024年定为教
育主题年，旨在以此推动经济社会转
型、提升人民福祉，实现《2063年议程》
愿景。非盟委员会经济发展、贸易、旅
游、工业与矿业委员阿尔伯特·穆昌加
表示，非洲同中国在相关领域合作正在
推动非洲人力资源优化，促进非洲经济
社会发展，期待在《中非人才培养合作
计划》等框架下取得更多成果。

“期盼更多鲁班工坊”
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

的鲁班工坊实训室，当地教师约纳斯·
阿凯莱正熟练地操作来自中国的机电
一体化平台，模拟流水线上生产过程，
向学生讲解自动化设备的操作和运行
原理。

阿凯莱今年39岁，他在中国深造时
接触到鲁班工坊这种创新教学模式。
他高度认同这种结合理论学习与实践
的模式，回到埃塞后申请到鲁班工坊任
教。“现在的埃塞年轻人很幸运，他们有
机会来鲁班工坊学习，我期盼未来在埃
塞能有更多这样的工坊。”

实训室门口，照片墙上挂满鲁班工
坊毕业生在企业里操作设备的工作
照。“这些照片都是企业主动发来的，他
们对毕业生的表现非常满意。”埃塞鲁

班工坊中方负责人江绛说，一些企业甚
至主动提出把员工送到鲁班工坊学习。

自 2019年非洲第一家鲁班工坊在
吉布提建成并运营以来，已有10余家鲁
班工坊在非洲相继落地，致力于分享中
国优秀职教经验，助力当地人才建设。
埃塞鲁班工坊于 2021年揭牌运营。据
介绍，工坊已被非盟总部确定为面向全
非洲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培训中心，并为
世界银行的东非职教一体化项目提供
培训服务，培训对象包括埃塞、肯尼亚、
坦桑尼亚等国的职教人才。

鲁班工坊建设运营是近年来中非
人才建设合作的缩影。非洲是世界上
人口最年轻的大陆，中非人才建设合作
有助于非洲将人口优势转化为发展红
利。

中非职业教育联盟已与坦桑尼亚、
塞舌尔、卢旺达和埃塞等国开展合作，修
订并开发国民经济重点行业岗位标准与
专业教学标准。坦桑尼亚教育、科学和
技术部副常务秘书鲁齐穆拉表示，坦中
两国在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方面的合作
将有助于培养新一代专业技术人员，推
动坦创新、创业和可持续经济增长。

“带不走的医疗队”
1963年 4月，第一批援助阿尔及利

亚的 13名中国医疗队队员抵达阿西部
城市赛伊达，拉开了中国援非医疗的序
幕。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援外医疗队
和各项目组始终奋战在非洲地区病、传
染病以及重大公共危机防治第一线，积
极开展培训，帮助非洲改善医疗卫生状
况和人才队伍建设，留下了一支支“带
不走的医疗队”。

在东非岛国科摩罗，当地人曾饱受
疟疾困扰。2007年起，中国医务工作者

带来“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项目”，
并与科摩罗抗疟中心联合开展疟疾防
治和相关培训。到2017年，科摩罗实现
疟疾零死亡，发病率大幅下降。

科摩罗国家疟疾防治中心实验室
主任卡迈勒·赛义德·阿卜杜拉今年 47
岁，同中国医务工作者并肩抗击疟疾已
有12年。他告诉记者，为科摩罗全民发
放复方青蒿素等抗疟药品的工作既复
杂又精细。“我们需要考虑服药对象的
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等多重因素，然后
对药品用量进行调整。做好这些工作，
都需要中国同行给予我们专业的培训
和指导。”

中国援助科摩罗疟疾防治项目组
现场负责人邓长生说，仅 2018 年至
2021年，中方就举办了 365场专业技术
培训，培训了4000余名参与疟疾防治的
当地工作人员，帮助提升科摩罗疟疾防
治人员工作能力。

坦桑尼亚桑给巴尔的奔巴岛曾是
血吸虫病重度流行区。2017年，江苏省
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首批专家组进驻
奔巴岛，为当地带去防治血吸虫病的

“中国方案”。如今，桑给巴尔血吸虫病
的发病率已从8.92％降到0.64％。江苏
省血吸虫病防治研究所副所长杨坤说，
实现消除目标必须依靠当地基层力量，
培训有助于加强基层医院的血吸虫病
检测能力，助力尽早实现血吸虫病消除
目标。

桑给巴尔卫生部官员塞莱·穆罕默
德说，自己经常向中方专家学习请教，
努力将科学综合防治方法推广应用。

“学好中文就是机遇”
“如果不是因为学习中文并且拿到

奖学金去中国留学，现在我可能还在桑

给巴尔的小船上捕鱼。”32岁的坦桑尼
亚人阿莎·富姆·哈米斯是位于坦桑尼
亚首都的达累斯萨拉姆大学孔子学院
的中文教师。

在从事中文教学的 3年里，哈米斯
见证了这个东非国家的“中文热”。“中
文已成为国际语言，学好中文就能为年
轻人带来机遇。”哈米斯说，在她教过的
300多名学生中，许多人在当地中国企
业找到了体面的工作，还有一些人选择
从事中文教学工作。

如今，越来越多的坦桑尼亚学生在
学习中文后前往中国留学，攻读工程技
术、医学等专业，为未来就业打下基础。
达累斯萨拉姆大学语言研究专业的学生
哈米达·塞夫·阿拉维告诉记者，前往中
国留学“是我人生的‘高光时刻’”。

为满足学生多样化的教育需求，非
洲各国孔子学院将中文教育与其他学
科融合，推出“中文+”项目，培养适应当
地发展需求的复合型人才。在西非国
家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孔子学院与中
国援塞农业技术专家组共同推出“中
文+农业技术培训”项目，农技专家来到
孔子学院农业科技园授课并指导实践。

“我不仅学会了中国的蔬菜种植技
术，也提高了中文，这对我未来职业发
展有很大帮助。”参加项目的学生穆萨·
迪奥内说。

坦桑尼亚国民议会副议长尊古说，
孔子学院在促进坦中文化交流、加强人
文交流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帮助
当地解决了大量就业问题，推动农业、
旅游等领域发展。

（新华社内罗毕3月31日电 参与记
者：周楚昀、闫然、华洪立、凌馨、王冠
森、刘方强、王子正、曾涛、李亚辉）

这是3月30日在俄罗斯圣
彼得堡春季宠物展上拍摄的宠
物表演。

俄罗斯圣彼得堡 30 日至
31日举行春季宠物展。

■新华社发 莫京娜 摄

圣彼得堡
举行年度
春季宠物展

新华社韩国仁川3月31日电（记
者 冯亚松、陆睿）2024世界乒乓球职
业大联盟（WTT）仁川冠军赛 31日展
开男单、女单冠军争夺，最终孙颖莎夺
得女单冠军，梁靖崑斩获男单冠军。

首先进行的是孙颖莎与王曼昱
的对决。比赛开始后，孙颖莎牢牢掌
控住局面；王曼昱不断尝试进攻，但
面对孙颖莎的防守并未取得很大成
效。最终孙颖莎以11∶7、11∶5、11∶4、
11∶4连下4局夺冠。

孙颖莎赛后表示，由于自己和王
曼昱是双打搭档，彼此非常了解，自
己在赛前做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在比
赛中节奏把控也做得比较好。自己
会在接下来几站比赛里全力以赴，希
望能够站在巴黎奥运会赛场上。

男单决赛由梁靖崑对阵目前世
界排名第八的巴西选手卡尔德拉
诺。梁靖崑以 11∶6先拿一局，卡尔
德拉诺随后以同样比分扳回一局。
接下来战况更为激烈，双方攻防转换

频繁，多次打出精彩的中远台对拉。
梁靖崑随后连下三局，最终以 4∶1战
胜对手。

梁靖崑接受采访时说，30日赢下
与马龙的比赛对自己而言是一个突
破。面对卡尔德拉诺，自己在赛前也
做好了全力以赴、不能有一丝懈怠的
思想准备。决赛中，自己整体发挥非
常不错，在场上的调动和给对手的压
力都很到位，希望在接下来比赛里一
步一个脚印继续走实。

WTT仁川冠军赛：孙颖莎、梁靖崑夺冠

新华社云南腾冲3月30日电（记
者 高萌、李嘉）2023-2024赛季全国花
样滑冰冠军赛30日在云南腾冲开赛，陈
溪梓/邢珈宁领跑冰舞韵律舞，金书贤列
女单短节目首位。

女单组竞争十分激烈。“十四冬”女
单冠军金书贤在内点三周跳时出现较
大失误，但仍凭借其他动作的稳定发挥
以微弱优势领跑短节目。本赛季，这位

出生于 2011年的小将在诸多国内比赛
中取得好成绩，对此她表示，接下来将
会调整好心态，继续展现更好的自己。
许琬笛与高诗棋分列女单短节目第二、
三位。

在男单比赛中，小将姜智敖发挥出
色，零失误完赛，列短节目第一名，他
说：“希望自己之后能把本场比赛的稳
定性延续下去。”“十四冬”男单季军韩

文宝在短节目比赛中出现失误位列第
二，赛后他透露了对新赛季的期待：“期
待自己下个赛季能把三周半甚至是四
周应用在比赛中。”李嘉锐列第三。

冰舞组合陈溪梓/邢珈宁领跑韵律
舞，肖紫兮/何凌昊、于昕沂/刘天艺列第
二、三位。陈溪梓在赛后表示：“这套节
目，睁着眼睛闭着眼睛跳好像都一样，
因为练太多次了，这是我们这赛季第十

场了。”本赛季，这对组合迅速成长，首
次参加中国杯、第二次进军花滑世锦
赛，在上海举办的四大洲锦标赛中位列
第12名。“十四冬”比赛中，陈溪梓/邢珈
宁摘得一枚银牌。谈及下赛季，两人均
表示期待新编曲与新进步。

张嘉轩/黄一航在双人滑短节目中
位列第一，杨易溪/邓舜阳列第二，孙优
美/李泽恩紧随其后。

花滑全国冠军赛：金书贤领跑女单短节目

本报讯（记者 苗欣）记者从自
治区体育局获悉，3 月 27 日至 3 月
29 日，2023—2024 赛季全国速度滑
冰青年锦标赛在黑龙江省大庆市

举行，我区派出 16 名运动员参加
了男女甲组、乙组、丙组共计 35 个
小项的比赛，最终获得 17 金 13 银 7
铜。

2023—2024赛季全国速度滑冰青年锦标赛

我区运动员摘得17金13银7铜

3月30日，由市体育局主办的“健康正出发 周末动起来”全民健身系列活动
启动仪式在王府井奥莱·如意小镇北侧广场举行。启动仪式上，100余家体育协会
和俱乐部齐聚一堂，共计2000余名运动爱好者参与徒步、趣味活动、节目表演等。

据了解，自4月起，我市全民健身系列活动将持续5个月，每周六日都将举
办丰富多彩的活动，涵盖各类体育项目和健身方式，满足不同群众的多元化需
求。 ■本报记者 苗欣 摄

4月 1日是日本能登半岛地震发
生满三个月。日本媒体 3月 31日报
道，受灾地石川县目前仍有超过 8000
人处于避难状态，数千户家庭停水，大
批受损房屋无人处置，重建家园遥遥
无期。

1月1日，石川县所在能登半岛发
生 7.6级地震。据石川县 3月 26日公
布的数据，这场地震迄今导致 244人
死亡，仍有 3人下落不明。地震引发
海啸，淹没大约190公顷土地，还引发
大火、山体滑坡和大范围土壤液化，超
过8000栋住宅完全损毁。

据共同社报道，灾后三个月，石川
县仍有8109人处于避难状态，珠洲市
等5个地区约7860户家庭停水。与死
亡人数接近的2016年熊本地震相比，

能登地震灾后重建进度明显缓慢。
在震后发生大规模火灾的“轮岛

早市”，数百户遭焚毁店铺的废墟仍维
持原状，无人处置。一些居民表示，当
地还是震后的样子，“看得让人落泪”。

一名70多岁的居民说，他找人修
理房屋，却被告知“已排到三年后”，只
好自己先勉强打理。一名正在避难的
老年人表示，他想早日回到家乡轮岛
市生活，但“非常困难”。

不少日本民众对首相岸田文雄领
导下的救灾赈灾工作表示不满。《朝日
新闻》2月实施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
显示，45%的受访对象对政府灾后应
对工作持否定态度。其中，70岁以上
年龄段受访者中持否定态度者占比为
52%。 （新华社电 张旌）

日本能登地震灾后三个月 仍有超8000人避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