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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想办法增加活动量。”汉克·

贝尼瓦尔在美国得克萨斯州一家医疗保健

公司担任财务总监，他告诉美国《华尔街日

报》，今年夏季，经历了几周的高温天气后，

他和妻子把下班后的散步时间推迟到了晚

上 11点。

为应对今年夏季的极端高温，很多人

选择在相对凉爽的夜间活动。与贝尼瓦尔

夫妇同行的人很多，夜幕下，不少人慢跑、

遛狗、推着婴儿车散步。

《华尔街日报》称，高温正在改变企业

经营模式和人们的行为方式。许多人在太

阳落山后去超市购物，在夜晚健身，或是在

凌晨 4点开始工作。

美国分析公司 Pattern 的数据显示，与

2022 年同期相比，美国电商平台亚马逊

上，“遮光窗帘”的搜索量在 6月至 8月间增

长了 113%。人们希望在一天中最热的时候

也能有良好的睡眠质量。

得克萨斯州大休斯敦地区的房地产经

纪人塞缪尔·韦斯特里称，高温影响下，一

些客户更青睐虚拟看房，但“没有面对面的

交流，成交率很低”。

“气候危机将影响我们去哪里、什么时

候去，在某些情况下还会影响我们是否出

行。”美国旅行顾问协会发言人埃里卡·里

克特告诉美国广播公司，高温会影响人们

的旅行方式。

里克特分析称，近年来，欧洲气温屡创

新高，加上野火影响，人们会在春季或初夏

前往希腊、法国和西班牙等地旅游，也更愿

意前往北欧、阿拉斯加和太平洋西北地区

等夏季较为凉爽的地方。

有的酒店会根据客人的需求，提供夜

间瑜伽和天体摄影等夜晚活动。

“如果改变作息时间，每个月就能省

100 美元，我当然会这样做。”美国科罗拉

多州作家内特·沃伦表示，他的房间没有空

调，所以他选择在夏季晚睡一会儿，以便享

受夜间的微风。

凌晨 4 点，美国凤凰城一家建筑公司

的施工人员已经开始工作。公司特意为他

们运来了巨型灯塔照明。

在另一个角落，贝尼瓦尔夫妇被睡眠

不足困扰。他们新房的装修工作只能在

夜间展开，工人通常会工作到凌晨 3 点

左右，他们不得不在夜间进行监督。他们

告诉《华尔街日报》，迫切希望恢复正常

的作息。

“如果每年都发生这种情况，我们必须

要考虑余生将在哪里居住。每年夏天都变

成夜行动物是不现实的。”贝尼瓦尔说，“我

们白天还有工作，晚上需要休息。”

气候变化改变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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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资源是地球上最重要的资源之

一，但我们的管理方式没有体现出这一重

要性。”全球性环境与发展智库世界资源

研究所（WRI）水资源项目“Aqueduct”负
责人萨曼莎·库兹玛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

闻网（CNN），“我从事水务工作近 10年，

不幸的是，10年来情况几乎没有改善。”

WRI的最新研究显示，在人口总和

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 25个国家中，每

年都面临极大的用水压力；每年，全球至

少有一半人口在水资源高度紧张的环境

中度过 1个月或更长时间。

水资源压力最大的 5 个国家是巴

林、塞浦路斯、科威特、黎巴嫩和阿曼，主

要原因是供应不足，以及家庭、农业和工

业用水需求量大。

自 1960年以来，全球对水资源的需

求增加了一倍多。WRI 的报告称，预计

到 2050年，全球对水资源的需求将增加

20%到 25%。

“这种程度的用水压力会危及人们

的生命、工作、粮食和能源安全。水是种

植作物、饲养牲畜、发电、维持人类健

康、促进公平社会和实现世界气候目标

的核心。如果不加强水资源管理，人口

增长、经济发展和气候变化都将令水资

源紧张的情况进一步恶化。”报告强调。

水资源紧张甚至成为影响政治稳定的

因素，加剧部分地区的紧张局势。

谈及应对措施，WRI 的报告称，提高

水资源利用率和缓解水资源压力，需要政

治意愿与财政支持。以新加坡和美国拉斯

维加斯等地为例，它们采取海水淡化、处理

和废水再利用、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等技术

节约用水，证明即使在十分缺水的条件下，

社会也能蓬勃发展。

“事实上，解决该问题的成本非常低。

从 2015 年到 2030 年，每人每天约 29 美

分。”报告称。

但 CNN 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行动依

然滞后。

“这份报告再次提醒我们，水资源压力

已影响到地球大部分地区和数十亿人的生

活。我们正处在全球性水资源危机的边

缘。”德国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研究小组

组长迪特尔·格尔顿告诉CNN。

全球四分之一人口面临
“极端水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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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印度《印度

时报》、新加坡《联合早报》等媒体报道，美

国芝加哥大学能源政策研究所（EPIC）不

久前公布的空气质量寿命指数（AQLI）显

示，日益严重的空气污染正在影响世界多

地的人口寿命。

EPIC官网指出，细颗粒物（PM2.5）造成

的空气污染是全人类健康面临的最大外部

风险。随着全球污染水平上升，PM2.5对人

类健康造成的负担也在增加。“空气污染及

其对健康的威胁在全球范围内分布不均”，

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普遍缺少促进改善空

气质量的方法。

AQLI 的数据表明，PM2.5 污染对人类

预期寿命的影响与吸烟不相上下，是饮酒

和饮用不安全水源的 3 倍以上，是交通事

故的 5倍以上。最近 20年，南亚经历了爆炸

性的人口增长、经济发展和工业化，PM2.5

的污染水平比 21世纪初至少高 50%。

南亚是全球 4个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国

家（孟加拉国、印度、尼泊尔和巴基斯坦）

的所在地，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

此，空气污染的影响也最为明显。如果这

4 个国家的污染得不到有效治理，居民预

计平均失去约 5 年的寿命；在污染最严重

的地区，居民失去的寿命会更多。

在孟加拉国，因污染减少的寿命达到

人均 6.8 年。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报道称，2010 年至 2020 年，孟加拉国道路

上行驶的汽车数量增加了两倍。在人口稠

密、空气和水污染严重的印度首都新德里，

居民平均寿命缩短超过 10年。南亚国家焚

烧秸秆、使用砖窑等传统也加剧了污染。

东南亚的情况也不乐观。AQLI 的报

告称，东南亚 99.9%的面积处于“不安全”

的污染水平；在东南亚污染最严重的地

区，居民预计会失去 2-3年的人均寿命。

AQLI的报告称，在一些非洲国家，空

气污染对民众健康的威胁与疟疾、艾滋病

等同样严重。在刚果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

国、卢旺达和布隆迪，空气污染最严重地区

的污染水平几乎是世界卫生组织标准的

12倍，导致居民平均寿命缩短 5.4年。“（空

气污染）成为公认的杀手。”报告称，整个非

洲大陆的慈善基金对治理空气污染的投资

不足 30万美元，仅相当于美国一套单户住

宅的均价。

AQLI的报告特别强调了中国治理空

气污染的显著成果。“全球范围内减少空气

污染的挑战或许显得无比艰巨，但中国自

2013 年至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

功。”报告称，由于这些改善，中国的人均预

期寿命延长了 2.2年。

2013年 9月，中国启动《大气污染防治

行动计划》，这是中国针对突出的环境问题

开展综合治理的首个行动计划。它调动社

会各界力量，分步骤对燃煤、工业、交通、扬

尘和散煤污染源，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治理。

2018 年，中国颁布实施《打赢蓝天保

卫战三年行动计划》。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

察制度推动各项环境政策措施落实形成闭

环。今年 3月，生态环境部大气环境司司长

刘炳江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些顶层设

计保障了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全面治理

PM2.5污染的发展中国家。

从减少污染物排放，到严控新增高耗

能、高污染行业；从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到

加快调整能源结构；从强化节能环保指标

约束，到推行激励与约束并举的节能减排

新机制……10年间，中国画出了一条全球

大气污染治理速度最快的曲线，在实现经

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实现了环境空气质量

显著改善。2013年至 2022年，我国 GDP增

长 69%，PM2.5平均浓度下降了 57%，重污染

天数下降了 92%。

“在今天的北京，人们呼吸到的空气与

（2008 年）北京夏季奥运会时期的空气不

可同日而语，居民们过上了更加健康和长

寿的生活。纵观全球，此等减污力度是史无

前例的。”AQLI 创始人之一迈克尔·格林

斯通说。

“10 年前，中国首都经常被笼罩在浓

重的‘烟雾’中。人们关上窗户，戴上口罩，

将空气净化器开到最大……10年过去了，

这些努力取得了成效……中国成为亚洲少

有的成功案例，而包括南亚在内的一些地

区，污染日益严重。”CNN 写道，“AQLI的
报告称赞中国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了惊人

的成功。从 2013 年到 2021 年，全球污染水

平略有下降，报告称，这完全归功于中国

（在治理污染方面）取得的成果。如果中国

没有取得这些进展，全球平均污染水平会

进一步恶化。”

AQLI 在 2022 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全

球自 2013 年以来减污总量的四分之三以

上来自中国；美国经历了数十年时间和数

次经济衰退后，才实现了中国在 7 年内完

成的减污总量。

“南亚国家的政府也制定了减污政策，

但受限于经济实力和基础设施，治理污染

十分艰难。”CNN 报道称，在中国，政府采

取了大城市机动车限行、减少排放、禁止在

污染最严重的地区新建工厂等措施，强烈

的治理意愿与人力、财力等资源相配合，令

行动取得成效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中国（取得）的成果表明，只要政府和

人民有意愿，并为此付出努力，改变就能够

实现。”CNN称。

外媒：中国空气治理成果令世界惊叹

环境与气候恶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我们是构
成世界的“分子”，气候变化及由此引起的自然灾害等问题，与每一
个国家、每一个人息息相关。如何应对极端天气频发？未来会怎
样？如何推进全球环境与气候治理？怎样才是行之有效的治理政
策？《青年参考》选取不同的角度，尝试对这些世界之问与时代之
问进行一些初步思考。 ——《青年参考》编辑部

7月8日，北京，蓝天白云“颜值”在线。

在气候危机中寻找答案

9月 20日，乍得梅奇地区一座山谷中，儿童

在寻找水源。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王 梓

在刚刚过去的夏季，酷暑令北美和亚

洲多地打破高温历史纪录。欧洲多国发布

极端高温下禁止户外作业的政令，意大利、

西班牙、葡萄牙等国林火频发。

但在英国《镜报》看来，与中东国家科

威特的气温相比，许多国家经历的热浪不

值一提。“特别是首都科威特城，简直无法

居住。”《镜报》称，科威特城的升温速度超

过了全球平均值，夏季气温常常超过 50摄
氏度，“连街道都需要装空调”。

每年夏季，这座城市都被烈日炙烤。

但在棕榈树下，购物者在欧式精品店之间

漫步，没有人汗流浃背。在这个炎热的沙

漠国家，这一切得益于建筑和技术：整条

街道都被包裹在庞大的购物中心内，无处

不在的空调不间断地送来凉风。就算是在

老式市场里，也有喷雾器为人们降温。

“每年这时候还留在科威特的人不多。

最炎热的几个月里，人们都跑到国外去避

暑了。”53岁的商人阿卜杜拉·阿什卡纳尼

告诉法新社，他的店铺还开着，但没什么生

意，只是“摆摆样子”。

当地居民阿布·穆罕默德身穿白色长

袍、头戴传统头巾，坐在一家凉爽舒适的咖

啡馆里。他说：“我们可以忍受，因为房子、

汽车和所有地方都装了空调。”

富裕的本地人已很少参加露天活动，

他们更喜欢在家中、办公室或商场里享受

习习凉风。户外，中暑的鸟类从空中坠落，

聪明的鸽子成群挤在树荫下。波斯湾中，无

法适应海水变暖的生物逐渐死去。

科威特城的户外闷热难耐，但街上并

不冷清。据《镜报》报道，来自阿拉伯、南亚

和东南亚国家的外来务工人员已占该国居

民的约 70%。这些外来人口大多从事建筑、

家政服务等行业，他们在街道上来来往往，

挤满了闷热的公共汽车。

2022年发表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威特的

外来务工人员更容易因暴露在高温中而健康

受损。该研究称，到 21世纪末，气候变化可

能使科威特因高温死亡的人数增加 5.1%至

11.7%，使外来人口的死亡率增加 15%。

“受高温影响的主要是那些最脆弱的人

群，比如在太阳下工作的人和摩托车送货司

机。”环境问题专家萨米亚·阿勒杜艾吉告诉

阿联酋《海湾时报》，长时间暴露在高温中会

导致脱水、中暑甚至器官衰竭等严重后果。

科威特见证着全球变暖的不断加剧。

2016年 7月 21日，该国北部城市米特里巴

的气温达到 53.9摄氏度，刷新了亚洲地区

的最高温。据《海湾时报》报道，科威特历史

上最热的 10个年份都出现在 2005年后，其

中最热的 7 个年份出现在 2014 年后。“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气温从未达到如今的水

平。最近 30 年里，我们才开始记录更高的

气温。50摄氏度现在成了正常现象。”科威

特气象学家埃萨·拉马丹说。

中东一直是世界上最炎热的地区之

一，也更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据埃及

《金字塔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等媒体报

道，从埃及到伊朗，夏季的极端高温天气让

居民用电需求激增，加剧了中东地区的电

力供应问题。

为缓解用电量过大导致的天然气过度

消耗，7月 19日，埃及开始实施限电减载政

策。在伊拉克，国家电网无法满足夏季的高

峰需求，经常在气温上升时断电。7 月 29
日，火灾导致伊拉克南部和中部地区的输

电系统断开连接，一度影响了全国的主要

供电。8月 2日，伊朗政府宣布全国放假两

天，以保护公众健康。此前，该国多座城市

停电，一些民众抱怨政府对电力管理不善。

总部设在美国的“中东观察”新闻网指

出，科威特、沙特、阿联酋等海湾地区石油

资源丰富的国家，不像其他中东国家那样

苦于电力短缺。科威特的石油储量居世界

第七位，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该国通过开

采石油积累了大笔财富。《镜报》称，在这个

本就干旱的国家，年降雨量持续下降，沙尘

暴出现的频率上升、强度增加，但人们在室

内过着“现代、奢侈、安全”的“高质量生

活”，对环境警告充耳不闻。

2020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科威特全国

住宅总耗电量的 67%用于运转空调设备。法

新社称，高用电量给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

污染物的发电系统造成更大压力，这是使

地球升温的原因之一。每年，科威特人均排

放 25吨二氧化碳，碳足迹位居世界第三。

阿勒杜艾吉警告称，这样的生活不可

持续：“我们应该坚持用更可持续的做法减

少能源消耗，比如建造更环保的建筑，通过

改善公共交通减少碳排放，以及采用基于

自然的解决方案，比如种植既能吸收二氧

化碳又能自然遮阳的树木。”

科威特石油部下属的环境保护局局长萨

米拉·坎达里表示，政府已认识到近年来气温

有所上升，为改变这一趋势，政府开始投资建

设商业太阳能发电项目，目标是在 2035年前

使该国15%的能源来自可再生能源。“未来，我

们还将提高这一比例。”坎达里说。

一些科威特人自发行动起来。科威特

城 46 岁的牙医埃萨·阿勒埃萨告诉法新

社，几年前，他开始在自家附近的空地上种

树，并把它当作新爱好。2020年，他的爱好

已经发展成一个“森林项目”，开辟出一片

有助于净化空气的绿地。

“在工业区、居民区等污染严重的地

方，树木非常有用。”阿勒埃萨说，他希望

树木提供的自然阴凉能帮助人们摆脱对

高耗能空调的依赖，“毕竟，我们越是给

房屋降温，就越会给周围的环境升温。”

夏季气温常常超过50摄氏度，科威特城想改变

7 月 23 日 ， 科威特首都科威特城， al-

Mubarakiya集市里的喷雾器为人们降温。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赵婷婷
记者 贾晓静

在孟加拉国贾汉吉尔纳加尔大学读

书的沙基拉·伊斯拉姆和一些有共同经

历的同龄人运营着名为“气候正义青年

网”的网络平台，希望聚拢年轻人的力

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2007 年 11 月 15 日晚，12 岁的伊斯

拉姆和家人住在孟加拉国巴里萨尔。为

躲避超强飓风“锡德”，他们躲进了厨房。

这场灾害破坏性极强，给许多人造成了

巨大的心理创伤，伊斯拉姆就是其中之

一。

如今，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

时，她说：“那是我一生中最漫长的一夜。

我意识到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是气候

变化的受害者。”

《金融时报》在对若干城市进行调研

后发现，青年是城市发展的主角和推动

者，倾听年轻人的诉求、让他们参与城市

政策制定，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

“气候变化不仅会造成财产和土地

损失，还会影响生存权。”孟加拉国青年

索哈努尔·拉赫曼发现，气候变化与儿童

生存问题密切相关，他在社交媒体平台

上呼吁，希望年轻人的声音能够被听到。

居住在非洲大陆的许多年轻人缺乏

住房、医疗保健和教育资源。《金融时报》

发现，该地区的基础设施有所改善，但公

共资源往往无法惠及贫困地区。

“城市对年轻人越来越不友好。”非

政府组织“救助儿童会”的全球城市负

责人萨拉·萨布里说，“我们需要思考城

市环境如何为年轻人服务，为他们提

供安全、宜居的环境和机会。”

“人的权利是最重要的……我们要

最大限度地保障人的尊严和社会公平正

义。”古巴共产主义青年联盟第二书记卡

丽戴德·埃切瓦利亚告诉中青报·中青网

记者，“国家应该为青年提供发展空间，

重视青年的关切，发挥青年的创新性和

创造性。”

埃切瓦利亚表示，国家和城市应该

优先发展青年政策，为青年提供发展机

会，让他们积极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英国伯明翰城市大学青年与城市规

划领域的博士研究员西蒙·什特布纳耶

夫告诉《金融时报》，数字技术正为青年

参与城市建设打开一扇窗。

在索马里哈尔格萨，15名年轻人在

视频游戏《我的世界》中建模，草拟了新

的城市公共设施设计方案，打造更适合

年轻人活动的公共空间——哈尔格萨

体育场公园。

“我希望你们采纳我们的意见。”一

名 14岁的参与者告诉相关负责人。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专家安贾利·普

拉丹称，新公园设计为城市发展注入了

活力，也为年轻人提供了机会。“很多年

轻人因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而被排除在

城市规划等活动之外，《我的世界》为他

们提供了空间和机会，表达自己的想

法”。

伊斯拉姆说，她将继续帮助年轻人

适应气候危机、呼吁政府停止对化石燃

料的进一步投资。虽然面临很多挑战，

但他们会与各方积极协商与对话。

埃切瓦利亚说，青年是最具活力和

革命精神的群体，“蕴含着改造社会的无

穷能量”。

让青年为城市发展
注入新能量

扫一扫，看
《青年参考》

扫一扫，订阅
《青年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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