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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当地传统购物季到来，位于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近郊的

Kilimall仓库呈现一片热火朝天的忙碌景象，数米高的货架摆
满了来自中国及其他国家琳琅满目的商品，当地员工穿梭于一
排排货架间，有条不紊地清点货物、扫码、打包装箱……

Kilimall由中国创业者于2014年在肯尼亚创立，是一家
扎根非洲的本土化中非双向电商平台，如今已成为深受非洲
民众喜爱的在线购物平台。

24 岁的肯尼亚女孩蕾切尔平日喜欢网购。以前，她
总会货比三家，但近两年，她几乎只在 Kilimall 电商平台
选购。“Kilimall 提供的商品样式和颜色十分丰富，而且
还不贵，在各类平台中运费最低、配送最快，很多商品下
单之后 24 小时就能送到。这种购物体验在肯尼亚前所
未有。”

内罗毕市民苏珊·万吉 2018 年以来一直在 Kilimall 购
物。“这节省了时间，我不用去城里买东西。与其他平台相比，
它的价格很公道，所以我更喜欢Kilimall。”

在东非，很多人跟蕾切尔和万吉一样，认为Kilimall意味
着优质商品、海量选择、实惠价格以及高效服务。

已在Kilimall 工作 4年、目前担任肯尼亚仓库高级主管
的凯文·万布瓦说：“在肯尼亚，我们有大约500万消费者，遍
布全国各地。我们会在很短时间内交付货品，这样才能保证
客户体验。”

购物“当日达”的实现，除了依靠中国电商严格高效的
物流管理，也有赖于其自营物流体系。常驻非洲多年的
Kilimall 副总裁吴米香说，按照当地情况，要想提升服务品
质，必须自建物流，这样的投入绝非一日之功，但 Kilimall
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上坚持下来。如今，该平台不仅实
现了 99.9%以上的服务库存准确率、48小时入库率和 24小
时出库率，还建立了 1500多个覆盖全肯尼亚的订单包裹自
提网点。

“土生土长”的基因让Kilimall在深耕肯尼亚市场后，有
实力向其他非洲国家扩展，目前已在乌干达和尼日利亚开展
业务。截至2022年底，这一平台注册用户数已超1000万，年
度活跃用户逾720万，年复购率超50%。

服务超过8000家企业、开通1.2万多个店铺、商品超100
万种、创造 5000个工作岗位……一组组数据，见证着许许多
多非洲民众生活的变化和一家家中小企业的成长。

去年，一名肯尼亚年轻人在 Kilimall 开店，专卖中国制
造的电视机，营业额达 60多万美元。“今年这样的创业者越
来越多，”Kilimall 创始人杨涛说，未来，该平台计划开辟专
门的在线招聘渠道，不仅促进当地就业，也帮助进入非洲市
场的投资者找到合适人才。“我们还与中国的职业教育机构
和组织建立合作，一起出海发展在线职业教育，赋能更多非
洲青年。”

在杨涛看来，创业者和企业家精神是促进非洲发展的积
极力量。“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2044年愿景’，最晚在 2044
年之前，赋能100万创业者，服务10亿非洲消费者。”

（新华社内罗毕11月1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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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拉圭天主教大学国际商务研究
所所长伊格纳西奥·巴尔泰萨吉日前
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乌拉圭
和中国有广泛合作空间，期待乌拉圭
总统拉卡列此次访华能与中方达成更
多互惠合作共识，乌中合作未来可期。

巴尔泰萨吉表示，中国是乌拉圭
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 年乌中双边
贸易额创新高。不仅仅在贸易方面，
两国在全球议程、投资兴业、公共卫
生、文化交流等方面都存在广泛的合
作空间。

巴尔泰萨吉以农业和食品方面为
例说，乌拉圭的农作物大规模种植和
牛羊养殖经验丰富、技术成熟，而中国
在农用无人机等农业科技领域世界领
先，“中国无人机+乌拉圭农场”这样
的合作有着很大的想象空间。

“另一个例子是推进能源转型和
应对气候变化，这是乌中两国政府都
认同并为之努力的全球议程。”巴尔泰
萨吉说，“中国在能源转型方面取得了
巨大成就，已成为世界上主要的太阳
能光伏板和电动汽车生产国，乌拉圭
也高度重视能源转型，大力发展清洁
可再生能源，在这一点上，乌中两国可
以加强合作，为全球共同应对气候变

化作出贡献。”
2018年，乌拉圭成为首个同中方

签署共建“一带一路”谅解备忘录的南
方共同市场成员国。巴尔泰萨吉说，
共建“一带一路”不仅推动了乌拉圭基
础设施建设，而且在两国政策沟通、贸
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方面
也取得诸多成果。

巴尔泰萨吉介绍说，乌拉圭有稳
定优质的营商环境和开放的市场，同
时又是南方共同市场成员国，欢迎中
国企业来乌拉圭投资。乌拉圭是亚洲
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员，也是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成员国，未来乌中金融
合作，包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
前景广阔。

2017年，乌拉圭共和国大学开设
乌拉圭首家孔子学院，近年来两国学
者、学生的互访也越来越多。巴尔泰
萨吉说：“我希望未来两国人文教育交
流越来越密切，期待两国民众之间的
了解也随之增进。”

巴尔泰萨吉表示，近年来越来越
多的中国游客来到南美旅游，很多游
客来到乌拉圭，领略美丽的大西洋海
岸风光和历史古城的文化风情。“正因
如此，我认为乌中之间的旅游业也有
很大发展空间。”

“我对乌中关系未来的发展充满
信心。”巴尔泰萨吉说。
（新华社蒙得维的亚11月20日电）

乌拉圭和中国有广泛合作空间
——访乌拉圭天主教大学国际商务研究所

所长巴尔泰萨吉

新华社北京11月 20日电 美国
研究人员日前发表论文说，开发出了
一种可服用“生命体征监测药丸”，这
种药丸状设备可安全地在人体内监测
呼吸和心率等重要生命体征，有望为
呼吸和心脏等疾病的患者带来更多医
疗保健机会。

近年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开发可
服用设备。与心脏起搏器等植入式装
置不同，可服用设备无需手术，使用方
便，例如已投入用于结肠镜检查的可
服用药丸状相机等。

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西弗吉尼
亚大学等机构研究人员组成的团队日
前在细胞出版社旗下《设备》期刊上发
文说，新开发的可服用“生命体征监测
药丸”，可监测与呼吸和心脏跳动有关
的身体微小振动，从而从人体消化道
内检测出一个人是否停止呼吸，并及
时发出提醒。

在动物实验中，研究小组把该药

丸放进猪的胃里，然后给猪注射了
芬太尼导致猪停止呼吸。人类过量
服用芬太尼等阿片类药物也会发生
这种情况。结果显示，该设备能实
时测量猪的呼吸频率，并发出提醒
警报。

该团队给 10名睡眠呼吸暂停患
者服用了这种药丸。睡眠呼吸暂停是
一种睡眠期间呼吸反复停止和开始的
疾病。结果显示，该设备能够监测到
患者的呼吸何时停止，并且与外部生
命监测仪相比，它监测心率的准确率
也达到 96%以上。试验还表明，该设
备是安全的，所有测试者在试验后都
将它排出了体外。

论文第一作者、美国麻省理工学
院机械工程系副教授乔瓦尼·特拉韦
尔索说，目前该药丸能在人体内停留
大约一天，但未来可通过升级使其能
停留更长时间，并能在检测到风险症
状后，自动输送缓解药物。

一种可服用药丸状设备
能在体内监测呼吸和心率

11 月 20 日，孩子们在活动中表演。当日，世界儿童日主题庆祝活动在北京举
行。中国多地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支持下，用象征儿童友好的蓝色灯光点亮了
当地标志性建筑或社区，以表达人们对实现儿童权利的承诺。今年世界儿童日的
主题是“童享友好世界，点亮儿童未来”。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 摄

当人们俯下身子，体验“1米高度”
看世界的时候，一切变得不同，而这些
不同关乎我们的未来。

11月 20日是联合国确定的世界儿
童日。2022年，我国在 14个城市推进
儿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新华视点”记
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已带来一系列变化。

多地加快建设儿童友好
城市

按照多部门发布的《关于推进儿童
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到 2025
年，全国范围内将开展100个儿童友好
城市建设试点，让儿童友好要求在社会
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
发展环境等方面得到充分体现。

目前，多地正加快建设儿童友好城
市的步伐。长沙开展“儿童友好型城
市”三年行动计划，目前已进入第二轮；
深圳出台全国首个儿童友好地方标准
《儿童友好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南》；广
州把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纳入“十四五”
规划。

在一些城市，儿童出行正变得更安
全、更温馨。

深圳开通的儿童巴士有专门的儿
童座位，北京东城小报房胡同为儿童
设计了“1米高度”彩色步道。温州市
开通首条“红领巾”微公交线路，同时
引入共享单车“叮当车”。长沙在学校
周边马路上画了超 200 条“爱心斑马
线”，长沙麓山国际第二实验小学首创
学生地下接送系统，在运动场下架空
层修建车库，新增 240多个停车位，缓
解因校园周边交通拥堵而产生的安全
隐患。

漫步 一 些 城 市 可 以 发 现 ，以“1
米高度”儿童视角为标准的改造越
来越多。

很多城市增设了70厘米的儿童专
用垃圾桶，医院里多了 50厘米的儿童
专用扶手，公交车上加配140厘米的儿
童拉手，公共卫生间增加儿童洗手盆。
公共儿童活动空间纷纷用上软胶地面、
防碰撞保护垫、隔音屏等。

城市社区里也有了更多儿童“微空
间”。几个月前刚落成的广州广九社区
儿童公园，经过改造，变身明黄色的儿
童公园，儿童拓展游戏墙、童车小跑道、

爬坡滑梯、跳房子、共享书屋等一应俱
全，成为遛娃好去处。

儿童友好自然生态建设也在同步
进行。水、沙池成为儿童公园的标配，
对于公园绿植也有要求。如深圳市要
求，即便是最小面积为2公顷的小型公
园，也应设置沙地。当公园面积达到
10公顷以上，就可设置戏水池。

与“儿童友好”的距离
还有多远

何谓“儿童友好”？《儿童权利公约》
提出儿童具有生存权、受保护权、发展
权与参与权四大权利，儿童友好的最基
本内涵就是尊重儿童的这些基本权
利。记者在多地采访了解到，目前一些
城市适儿化的空间和设施数量还不充
分，质量也有待提高。

——儿童活动空间“小”“远”“少”。
孩子的玩耍区域最好是在户外空

气质量好、配备一定游乐设施的场所。
但一些儿童公园规划面积较小，分布较
散。有专家对广州的儿童公园体系做
过研究——若只出行半小时，只有少数
人能利用儿童公园资源；扩大到出行一

小时，儿童公园资源才能覆盖广州绝大
部分儿童群体。

不少家长说，周末去一趟儿童公
园，要开很长时间的车，车位难找；好
不容易进了公园，每个游乐设施都是
人挤人，孩子玩不尽兴，家长还担心
安全。

——城市建设管理仍不够精细，软
件资源配套不足。

记者注意到，每到周末，不少家长
希望带孩子去绿道骑行，但因缺少适宜
儿童或亲子骑行的车道，不得不驱车
30多公里到专门地点骑行拉练。有些
城市的街道仅设置了机动车道和人行
道，一些共享单车骑到人行道上，给步
行上学的儿童带来安全隐患。

深圳市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妇联
副主席彭思思注意到，小区健身器材
大多是居民共用的，很多性能不适合
儿童。在儿童常活动的社区、学校、公
园，空间布局、标识系统也不够优化，
有些标识孩子看不懂，颜色也不够有
吸引力。

——儿童的参与权易被忽略。
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儿童的参

与权易被忽略。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二级调研员王慧芳说，很多家长、
老师有“替孩子做主”的思想，对于“儿
童参与”的认识不深刻，致使很多儿童
生活主题单一，交往范围狭窄。

王慧芳说，目前儿童参与活动的
途径主要来源于学校，儿童关系的建
立同样侧重于同学交往，邻里交往不
足，缺少自主选择的机会与平台；儿童
的公共参与渠道较少，且内容、形式较
单调乏味。

如何让儿童更多参与
其中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应该倾听儿童
的声音，让儿童更多参与其中。

深圳市沙河街道文昌街社区 2023
年成立了儿童议事会。每周末活动安
排、院落环境卫生状况、空间使用等问
题，都是孩子们重点关注、讨论分析的
议题。社区儿童参与社区事务均可获
得积分，兑换儿童空间的奖品。

在当前城市建设空间上“挖潜”，因
地制宜创造更多儿童友好空间，是很多
城市的思路之一。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硕
士生导师邓小飞说，对于空间紧缺的老
城区，可考虑利用闲置或低效的土地资
源，如废弃工厂等，改建或扩建原有儿
童公园；还可在现有的公园、广场、街道
等公共空间中设置儿童游乐设施，打造
儿童活动场地等。

专家建议，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涉及
各个方面，需要各地政府统筹协调，强
化儿童工作“一盘棋”理念，使全社会形
成建设儿童友好城市的合力。

王慧芳说，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不可
能仅靠政府推进。在执行层面，应通过
市场机制与慈善机制更多更好配置社
会资源，积极引导、支持更多经营主体
与社会力量参与儿童友好城市建设。

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不仅是国家政
策，也是对城市环境的重塑。彭思思建
议，除对儿童高频活动的城市空间进行
适儿化改造外，学校、医院、校外活动场
所、社区设施等关乎儿童教育、健康与
休闲娱乐的地方也要充分考虑在内。
要将儿童友好理念渗透到制度体系中，
形成人人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的良好
氛围。

（新华社北京11月20日电）

儿童友好城市：“1米高度”如何更好看世界？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郑天虹 白瑜 谢樱

本报职业道德监督热线：0471-6635350或0471-6659749

□新华社记者 贾立君

11月 20日，田家圪旦新村最后 28
套安置房钥匙交到群众手里，标志着内蒙
古自治区迄今最大的黄河滩区迁建项目
宣告成功。人们感慨，这个300年的“孤
岛村”，此前70年中5次搬迁泡汤，如果
没有中央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决策部署，还不知道何时才能出河。

孤岛：一条小船连外界

黄河滩里的田家圪旦，是内蒙古鄂
尔多斯市达拉特旗王爱召镇德胜泰村
的一个自然村。村子三面环水，黄河涨
水时则会变为“孤岛”。

村民说，近 300年前几户晋北、陕
北“走西口”人来此落脚，搭茅庵开荒种
地，如今已延续七八代、繁衍上千人。
这里的河滩地能产粮，但遇黄河发大
水，庄稼被水淹，也许颗粒无收。

新中国成立后，政府组织村民修起
“一堤两坝”：村南高隆的是黄河大堤，
村西、北、东沿黄河干流10多公里的是
拦河坝，村子周围还有 7 公里的护村
坝。拦河洪坝年年在“长高”，村子逐渐
比河面低了 60多厘米，水患长期威胁
村民生命财产安全，除夏秋两季防洪
外，冬春封河、开河还得防凌。

田家圪旦人出行只有一条土路，但
须穿村南大堤北侧的黄河故道而过。
这 200 多米的“凹槽”，汛期道路被水

淹，人员、物资往来受限，全凭一条人称
“舀水瓢”的小铁船连接外界。

多年来，田家圪旦沉寂在河滩里。
2009 年，跨村南北而过的黄河德胜泰
大桥建成通车，村民从桥下用脚手架搭
起 18米高的“天梯”，周边许多人才知
道这里有个“孤岛村”。

搁浅：5次搬迁均落空

“头顶着黄河睡觉，不踏实。”田家
圪旦的村民说，祖辈们为养家糊口，冒
着风险来到这里，日子过好了的时候也
总想给后代找个好去处。为此，有的人
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在黄河两岸平
原上买田置产，举家搬出河滩。

过去，田家圪旦属黄河北岸包头市
土默特右旗管辖。1951年对岸干部坐
船过来下乡，看到生存条件恶劣，动员
大家搬迁。政府在黄河北岸选了地方，
但村民觉得那里是未种熟的沙滩，难长
庄稼，不搬。

翌年，田家圪旦划归黄河南岸的达
拉特旗。1958 年水灾后，政府在大堤
外建了数排土坯房基，让大家把旧房椽
檩拆下盖顶子搬过去。人们觉得 5公
里种地太远，不搬。

2000年，旗政府给每人补助 5000
元，让大家迁到大堤外自建新房。人们
仍然没搬。

2005年，自治区要求当地政府设法
解决问题，但旗里财力有限，没有搬成。

2015年，市、旗两级政府决定给每

人补贴 6 万元，让自行出堤建房或买
房，村民觉得补贴低，搬迁又被搁浅。

至此，从1951年以来的 70年中，5
次大的搬迁动议全部落空。近 20 年
来，青壮年纷纷进城谋生，留守老年人
们无心翻盖新房，村庄日渐破败。

出河：国家战略作后盾

谁也没有想到，困扰几代人的搬迁
问题，最终在两年之内得到彻底解决。

2019 年，党中央把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此
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纲要》。

有了政策依据，自治区迅速制定规
划，配套专项资金。2022年 2月印发的
《黄河内蒙古段滩区居民迁建规划》，涉
及全区沿黄12个旗县的74个滩区自然
村8900多人，其中特别指出：受洪水威
胁较大的田家圪旦，要集中在 2022年
至2023年稳步迁到堤外。

内蒙古水利、发改、财政等相关部
门全面支持。为“尊重老百姓的意愿，
把好事办好”，达拉特旗对新村的选址、
规划和迁建方案慎之又慎。最后，确定
了“以货币化为主，建集中安置区为辅”
的原则。村民都愿意领钱拆旧房；新村
所需建设规模也大为缩小，利于选址。
如此，大堤南侧地块成为最佳迁入地，
距旧村3公里，一过大堤便是。

后经多轮迁建意愿调查，制定了
“8+1+N”安置方案——每人 8万元购

房补助款、1万元养老保险补助费，按评
估结果对主房、凉房、棚圈以及其它附
属设施分类拆旧补偿。以三口之家测
算，人均可得11万元。

对于不想进城的群众，在新村按人
均30平方米的标准建设房屋191套，每
人只需出5万元即可买到新房。针对养
殖户，在新村西侧建了3万平方米、可容
纳1.9万只羊的全自动绿色化棚圈，还有
现代化猪舍、牛圈各1栋。为保障耕地
收益，由村党支部牵头成立村民土地股
份合作社，对村里1.2万亩连片耕地进行
集体经营；剩余8000亩土地，引入企业
统一流转，解决了群众的后顾之忧。

达拉特旗旗长王小平说，上级财政下
拨了2.87亿元专项资金，旗财政又匹配
6500万元用于新村征地、棚圈、草料间、有
机肥厂等建设。今后，重点打造肉羊产
业，壮大村集体经济，促进可持续发展。

“太满意了！”于今年5月首批入住
新村的吕过关老人说，政府把新房装修
得像楼房一样，取暖都有电炉、燃气炉
两套小锅炉，可根据阶梯电价随时切
换，“我71岁了，当了一辈子农民，没想
到能有这么好的养老的地方。”

新村一栋栋房屋错落有致，宽敞的
院子里除了正房，还有凉房、菜地；党群
服务中心大楼里，有超市、卫生室、文化
室，还有养老互助食堂。许多人表示

“搬得好”，感慨以前出行不便，现在人
来人往真热闹，最关键的是生活质量一
下子提高了很多。

（新华社呼和浩特11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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