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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兴奋剂机构提出强烈要求

@美国，请“全面彻底”整改兴奋剂问题
在 32 个来自欧洲、非洲和亚洲的国家和地区反

兴奋剂机构要求下，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近

日致信给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强烈要求对方针对长

期以来反兴奋剂工作上的不足，进行“全面彻底”的

整改。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是个什么机构？
美国反兴奋剂机构高调声称，该机构是一个独

立的、非营利性的机构。但事实却并非如此。美国

独立调查记者本·诺顿：这是一个误导，美国反兴奋

剂机构是由美国政府资助并由美国国会监督。实际

上，虽然它不是由政府直接运营，但也是一个半官方

机构。

信中曝光美国机构哪些劣迹？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信中指出，美国有 90%的运

动员游离在《世界反兴奋剂条例》管辖之外，特别是

美国全国大学体育协会和职业联赛不受条例管辖。

而巴黎奥运会美国代表团四分之三的选手来自大学

体育系统。他们在国际大赛上争金夺银，导致不公

平竞赛。

根据统计，美国在 2023 年仅有 3011 名运动员接

受了 7773 例检查。反兴奋剂力度不足，在美国训练

的外国选手甚至被称为“度兴奋剂假期”。在巴黎奥

运会上，有超过 1000 名、来自 100 多个国家或地区的

外国大学生运动员曾经、正在或者即将在美国训

练。其中，来自 26 个国家或地区的 272 人拿到 330 块

奖牌。

世界反兴奋剂机构还指出，美国是巨大的兴奋

剂销售和分销市场，这不但是体育圈问题，更是一个

社会问题。他们强烈呼吁美国“针对自己的反兴奋

剂系统，尤其是高校体育的反兴奋剂工作进行全面

彻底整改”。

美国运动员曾曝哪些兴奋剂丑闻？

在今年的巴黎奥运会上，美国短跑运动员埃里

扬·奈顿在今年 3 月 26 日的兴奋剂赛外检查当中，被

查出呈类固醇阳性。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宣称奈顿

的阳性结果是由运动员食用了受污染的肉类引起

的，决定不对其实施禁赛处罚，并允许他最终代表美

国参加巴黎奥运会。

美国九枚奥运金牌得主刘易斯曾承认，尽管在

1988 年汉城奥运会前三次检测均呈阳性，但最终还

是被网开一面。雅典奥运会百米冠军加特林两度被

查出阳性，按规定应当受到终身禁赛的处罚，但美国

反兴奋剂机构却为其极力开脱，最终把禁赛期缩短

为 4年。

本·诺顿称，美国反兴奋剂机构给出的理由是，

他们需要允许一些美国运动员使用这些违禁药物，

以便作为所谓的线人，去监视其他被指控做同样事

情的运动员。但美国反兴奋剂机构并不是警察部

门，它是一个应该确保其运动员不违反使用违禁药

物规则的机构。

外界如何看待美国丑闻？

意大利媒体人法佐罗称，美国一个特别错误的

做法就是双重标准，就是规则适用于所有人，但不适

用于美国。在经贸领域、军事领域以及体育领域，我

们都可以看到这种双标。

西班牙“知华讲堂”名誉主席马塞洛·穆尼奥斯

表示，有证据表明，从很多年前美国代表团就开始使

用兴奋剂，而不仅仅是这一届奥运会。美国这样的

态度和行径有损国际体育运动，破坏了奥林匹克精

神，同时这也反映出了美国的虚伪，他们为什么不以

要求其他国家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据央视新闻）

9月10日，云南农业大学为“咖啡科学与

工程”本科专业的学生组织开展了一堂别开

生面的咖啡认知课，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

围中了解咖啡品种辨识、咖啡生豆分级、咖

啡豆烘焙、咖啡萃取与冲泡等专业知识。

近年来，我国咖啡产业蓬勃发展。为

培养咖啡领域的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云

南农业大学今年设立全国首个“咖啡科学

与工程”本科专业，来自 11个省、市、自治区

的首批咖啡本科学生在云南农业大学热带

作物学院开启了大学新生活。

（文图据新华社、云南日报）

“边喝咖啡”边上课

“最香专业”首批本科生入学

一些日本民众 10 日在首都东京举行集会，批

评日本政府相关政策导致大米产量减少，最终酿

成“大米荒”。他们敦促政府承担责任，采取措施

保证大米供应稳定。

据日本媒体报道，约 200 名大米种植户、零售

商和消费者 10 日在农林水产省办公楼前举行集

会。他们高举写有“大米买不了、卖不了、种不了”

等字样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就大米供应紧张问

题采取对策。

米价涨了一轮又一轮

日本部分地区 7 月开始出现“大米荒”，东京

都、大阪府、福岛县、北海道等地大米供应紧缺。

随着新米近日开始上市，情况有所缓解，但米价大

幅上涨让不少消费者不满。

参加集会的大米种植户说，这次“大米荒”背

后的真正原因是日本政府相关政策失败。近年

来，鉴于日本大米消费量随着人口减少下降，农

林水产省通过向改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发放补

贴的方式控制大米产量，以维持大米价格。叠加

去年夏季酷暑导致大米减产、外国游客增多推动

大米需求量增多等因素，大米供应出现紧缺。

一些参加者表示，虽然已有部分新米上市，但

这只是在提前消耗新米，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大米

供应不足问题。

本岛“米荒”，远赴冲绳去“淘米”

日本多地“大米荒”持续，远离本土的冲绳县

却因为供应充足成为“米仓”，不少来自日本其他

地方的游客在冲绳购买大米带回家。

据《冲绳时报》报道，与首都东京等地“一米难

求”的状况相反，冲绳县大米供应充足，超市不限

购。游客购买大米带回的现象增多，向冲绳县外

寄大米的人也在增加。

石垣市一名商户说，一名来自首都圈千叶县

的游客买了 10公斤大米，花 2000日元（约合 100元

人民币）寄回家；一名来自大阪府的游客也买了大

米自己拎回家。

不仅游客，冲绳本地人也开始购买大米，寄给

外地的亲友。

日本民众对农林水产省的不满已有时日。面

对早有苗头的“大米荒”，该部门被指行动迟缓，没

有采取应对措施。本月 3 日，农林水产大臣坂本

哲志被问及大米何时上市时，竟用超市店员的话

当作政府官方答复，同时宣称大米紧缺状况“早晚

能解决”，引发广泛批评。

（据新华网）

防止过度数字化

芬兰小城学生重拾纸笔
长期以来，芬兰政府在中小学课堂推广使用笔记

本电脑等设备开展教学，越来越多的家长和教师则担

心电子设备对未成年人的不利影响。今秋开学，芬兰

小城里希迈基的学生们“返璞归真”，背上装有纸质书

本的书包返校。

里希迈基距芬兰首都赫尔辛基约 70 公里。据路

透社 9月 10日报道，里希迈基的中学 2018年起停用大

部分纸质教材，但本学年开始尝试重新使用纸笔。

临床神经心理学家明娜·佩尔托普罗说，目前芬

兰青少年日均盯屏幕长达 6 个小时，过度使用电子设

备不利于身心健康，并导致视力下降、心理焦虑等，而

他们的心智也尚未发展到能够一心多用。

依照路透社说法，在芬兰全国，一些学校免费向

所有 11岁以下学生提供笔记本电脑，而学生们整体学

习成绩近年来逐渐下滑，这促使政府计划制定新法

规，禁止在上课时间使用手机等电子设备。

（据北京日报）

欧洲“真空高铁”
首次试车

位于荷兰的“欧洲超级环中心”9 日首次进行真空

管道高速铁路车辆行驶试验并宣布取得成功。

据法新社报道，300 多名嘉宾到场观看首次测试，

其中包括荷兰康斯坦丁王子。另据美联社报道，磁悬

浮测试车在管道中行驶大约 100 米，最高速度大约每小

时 30公里。

“欧洲超级环中心”位于荷兰北部格罗宁根省芬丹

市，用于测试和展示真空管道高速车辆技术。管道长

420 米，直径 2.5 米，内部压力为 100 帕。管道还建有岔

道，可测试列车转换轨道技术。

按照设计，测试列车最大直行速度为每小时 100 公

里，最大弯道时速为 75 公里。设计者希望最终能在欧

洲建造时速超过 700公里的高速铁路。

开发这一技术的荷兰哈特超级环公司商业部门主

管鲁尔·范德帕斯告诉法新社，希望今年年底前实现测

试车时速达到 100公里，并且 2030年前实现载客运行。

范德帕斯说，希望用这项技术建立的铁路网能在

欧洲取代短途航班，并且票价与目前廉价航空公司的

票价相当。每辆高速列车可载大约 50 名乘客，舒适度

与现有列车相同。

（据新华网）

“大米荒”持续发酵 日本民众集会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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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迟子建所著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以年届九旬的

鄂温克族最后一位女酋长的自述口吻，让额尔古纳河、大兴安岭、

鄂温克族走入人们的视野，让人们对那片神奇而遥远、陌生的土地

充满了想象。让我们以书为媒，“阅见”额尔古纳河右岸——走进

巍巍兴安岭，拜访神秘的鄂温克族，遍寻驯鹿的足迹……

大山里神秘的鄂温克

鄂温克是鄂温克族的自称，意思是“住在山林里的人们”。

鄂温克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民族之一，不足 4 万人，主要

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黑龙江省、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等地。新

中国成立前，久居深山老林的鄂温克族使鹿部落以游猎为生，

住着用木杆和桦树皮搭建的“撮罗子”，吃兽肉、穿兽皮。

黑龙江省鄂温克族研究会会长涂亚君介绍，历史上的每

个朝代都以“鄂温克”人分布地域和生活特点给予其不同的命

名，直到新中国成立时，还把“鄂温克”分为“索伦”“通古斯”

“雅库特”三个分支。

鄂温克族是一个不断迁徙的民族。根据历史学家的研

究，历代鄂温克人一共进行了 7 次迁徙。有的支系学会了放

牧和农耕，有的则保持着驯鹿文化传统。如今，由于自然条件

不同，各地区鄂温克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存在着很大差异。

“聚居在内蒙古鄂温克族自治旗等地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畜

牧业，而黑龙江省讷河市的鄂温克族主要从事农业。”涂亚君说。

在额尔古纳河右岸，居住着一支数百年前自贝加尔湖畔

迁徙而至，与驯鹿相依为命的鄂温克人，这也是中国唯一的鄂

温克使鹿部落——“雅库特”使鹿鄂温克，也是《额尔古纳河右

岸》中讲述的鄂温克部落。

今年 72 岁的鄂温克族老人玛妮，在 12 岁之前都和父母住

在山上，回忆起曾经的日子不禁感慨：“夏天我们基本上一个

星期就要搬一次家。”玛妮告诉记者，鄂温克族迁徙前，男人到

达新驻点先把居所“撮罗子”的架子搭好。其他的人将驯鹿集

中在一起，并将部分能够乘骑和驮物的驯鹿系上笼头，性情温

顺的驯鹿用来驮人，烈性的驯鹿用来驮物。

“撮罗子”也称为“希楞柱”“斜人柱”，是鄂温克人的林中居

所。玛妮说，鄂温克人会用二三十根3米多高的落叶松树干，将

削尖的一头朝上，汇聚在一起，戳在地面的一头均匀散布开来，

围成一个伞形窝棚。夏天以桦树皮做盖，冬天则用兽皮围苫。

搭好的“斜人柱”内外各设一个火塘，用来做饭和取暖。

鄂温克族最后的“女酋长”

作家迟子建的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主人公原型，中

国唯一饲养驯鹿的森林部落民族鄂温克族的传奇老人玛力

亚·索，2022 年 8 月 20 日在她钟爱的驯鹿身边逝世，享年 101

岁。鄂温克族也结束了“最后的女酋长”的时代。

1921年，玛力亚·索出生在激流河边，从小与驯鹿相伴。千

百年来，鄂温克人遵循着古老的游牧规则，当驯鹿吃完这里的

苔藓，他们就会收起“撮罗子”，去寻找下一处安居之所。妈妈

把她放在树皮做的筐子里，驮在驯鹿背上跟着大人一起搬家。

当时，玛力亚·索是家里唯一的女孩，没上过学。16岁时，

她嫁给了比她大 12 岁的丈夫拉吉米，当时拉吉米拥有部落里

最多的驯鹿。从小生活在猎民之中，玛力亚·索身手了得，年

轻时跑步飞快，是村里公认的抓鹿高手。她枪法精准，60岁时

还能一枪打下天上的飞鸟。

丈夫去世后，玛力亚·索独自扛起了家族的重担，200多位

族人都非常敬重她，一些人因此称她为“最后的女酋长”。事

实上，这些部落的酋长制度在 1761年已废除，但在乡亲们的心

目中，她就是“酋长”。

2003 年，玛力亚·索的部落迎来了历史的转折。为改善他

们的生活生产条件，当地政府出资兴建了房舍，帮他们从森林

深处迁到内蒙古自治区根河市郊，鄂温克部落就此在根河市

附近的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新址定居下来。

玛力亚·索怀念森林深处的猎民生活，每隔一段时间，她

就会回山上住一阵。在她人生最后的 20 年里，玛力亚·索一

半时间留在山上，继续与驯鹿为伴；另一半时间在山下，过着

现代化生活。

“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乡亲

们说，玛力亚·索度过了传奇的一生，她永远令人尊敬和热爱。

“林海之舟”奥仁

玛力亚·索 90多岁的时候还在山上饲养驯鹿，一心想着传

承中国的驯鹿文化。

“婆婆一辈子生活在山林里与驯鹿为伴，带领着使鹿鄂温

克族从原始社会步入今天的幸福生活。奥仁对于鄂温克族来

说，更像是亲人。”在黑龙江省漠河市北极村驯鹿园，鄂温克族

大姐瓦莲正忙着为驯鹿准备晚餐，作为玛力亚·索的儿媳，她

始终记得婆婆的心愿。

“奥仁”是鄂温克语驯鹿的意思。驯鹿性情温顺，易驯化，

细长的四肢、健硕的身形适宜在寒冷地带生活，尤其善于在深

山密林、沼泽或深雪中行走。对于早期的鄂温克族人来说，在

原始森林中游猎和搬迁时，驯鹿是必不可少的骑运工具，被誉

为“林海之舟”。

“驯鹿群中需要一个头领，你看那头长着漂亮鹿角的驯鹿，

很可能成为今年的鹿王。”顺着瓦莲手指的方向，散落在树林中

的晚霞映照着驯鹿群，其中一头高大威猛的驯鹿格外显眼。

两支粗壮的鹿角如两扇屏风，生出无数分叉，其中几个分

叉护住鹿头，既是权威的象征，又是战斗的“利器”。

2015 年，瓦莲“大胆”地将近百头驯鹿带到了漠河北极村，

让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黑龙江的最北村落，也能感受到鄂

温克族的驯鹿文化。

“鄂温克族群众的新生活，与旅游发展分不开。民族文化

要走出去，才能传下去。”瓦莲说，相比过去饲养驯鹿作为生产

工具，如今驯鹿更多作为传承民族文化以及助力旅游发展的

重要载体存在。

“驯鹿非常乖巧，很喜欢和游客互动，它们成了我们鄂温

克民族文化的‘宣传大使’。”在瓦莲看来，对民族文化的最好

传承，就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了解它，喜爱它。

走下山林迎新生

面对现代文明冲击和生态环境变化，猎民们沿袭多年的

游猎方式，已经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只有下山定居，找到新

的发展方式，才能使这个族群发展壮大。”内蒙古自治区根河

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族乡副乡长何岸回忆道。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关心下，猎民们纷纷走

出山林，搬到新居点，与现代生活接轨。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

来，各级各方着力解决“三少民族”吃饭难、上学难、行路难、住

房难、看病难等问题，推进产业开发扶贫。

“过去，居住的是没有水、没有电的‘撮罗子’，时常发生水

灾，有时候大水都会冲垮大坝，我们要随时往山上搬，更不要

提看病和上学了，老师很少，学历也不高。”定居在内蒙古根河

市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老党员中妮浩谈到之前的生活，

语气中充满了无奈。

“这 20 多年的变化可大了，党的政策好，旅游也发展起来

了，将来就更好了。”中妮浩谈到如今的生活，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笑容。

穿越大兴安岭腹地的一片片青松白桦，一排排双层木质小

别墅映入眼帘。老人们在屋内惬意地喝茶，妇女们在烤列巴或

制作鹿皮画。这里是敖鲁古雅鄂温克民族乡的猎民新居点。

“搬下山后的生活好得超乎想象。”鄂温克族姑娘范索满意

地说，新居点的房子是国家盖的，供暖用水免费；交通便利，孩

子上学、老人看病都方便了；离城市更近，就业渠道也拓宽了。

如今，鄂温克族已经适应了定居的生活，开始借助互联网大

力发展旅游业，传播民族文化。他们依然饲养驯鹿，有了新技术的

加持，驯鹿的数量更多了，生命力更强了。正如额尔古纳河最终汇

入黑龙江一样，鄂温克族和其他民族一起，融入了现代文明。

（据《文摘报》）

74 岁 的 意 大 利 女 旅 行 者

维恩娜·卡马罗塔即将完成一

项最新挑战——重走“古丝绸

之路”。

2022 年 4 月 26 日，携带一

个背包、手持两根登山杖的卡

马罗塔从马可·波罗的故乡威

尼斯出发，开启了总

里程 2.2 万公里的旅

途。今年 8 月底，她

经 由 伊 尔 克 什 坦 口

岸 从 吉 尔 吉 斯 斯 坦

入境新疆，计划最后

到 达 北 京 。 中 国 是

她 丝 路 之 旅 的 最 后

一站。

卡 马 罗 塔 对 中

国 的 最 初 印 象 来 源

于 20 年前一个借住

在 她 家 的 中 国 留 学

生。受其影响，她开

始 阅 读 包 括《马 可·

波罗游记》在内的有

关丝绸之路的书籍，

学 习 了 大 量 东 方 文

化 知 识 。 自 此 ，“ 去

东方”的梦想在她心

中萌芽。

在 卡 马 罗 塔 眼

中，她走的既是古丝

路 也 是 新 丝 路 ，“ 如

今 的‘ 一 带 一 路 ’使

共 建 国 家 和 中 国 建

立起了紧密的经济、

文化等联系”。

在长达两年多的

旅行中，卡马罗塔从

西向东用脚步穿行了

10 余个国家。她亲眼见证了在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落成的

公路、铁路和大桥等基建设施。

2022 年，卡马罗塔在克罗

地亚亲历了由中企承建的佩列

沙茨大桥顺利完工。她在社交

网络发文：“这座约 2.4 公里长

的跨海大桥，不仅让克罗地亚

实现了隔海相望的国土连接，

更是把马可·波罗幼时曾经居

住过的科尔丘拉岛和陆地连结

在一起，真是伟大的工程。”

2023 年 10 月，卡马罗塔抵

达塔吉克斯坦，在那里她到达

了正在建设中的帕米尔高原上

的中塔公路。这条全长 1000 多

公里的公路预计 2026 年通车后

将把塔吉克斯坦同中国的喀喇

昆仑公路相连。卡马罗塔说：

“帕米尔高原地区交通闭塞、经

济不发达，而中国修建的公路

给 当 地 居 民 带 来 希 望 。 共 建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了共建国

家的贸易和文化交流。”

卡马罗塔计划在入境中国

后 造 访 古 丝 绸 之 路 的 重 要 地

点，还想去看看马可·波罗笔下

的“东方威尼斯”苏州。谈到这

次旅行的意义，卡马罗塔说，中

国拥有数量惊人的世界文化遗

产，也拥有世界最新潮的科技，

并 且 善 于 保 护 城 市 和 自 然 环

境。所以“我想借助我的旅程

和 媒 体 的 力 量 展 现 真 实 的 中

国，并传递出我的心声”。

虽然已经年迈，但卡马罗塔

仍精神矍铄。她说，她不仅想让

人们了解马可·波罗和丝绸之

路，还要向她这个年龄的所有女

性发出呼吁——即使到了晚年，

也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

（据《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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