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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天气渐暖、冰雪消融，位于俄罗斯

西伯利亚的萨哈（雅库特）共和国的克塔雷

克国家公园已做好准备，迎接陆续北归的

白鹤。

白鹤被誉为鸟类“活化石”，世界自然保

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将其列为“极危”

等级。在雅库特人的神话中，白鹤被视作幸

福之鸟，象征着大自然的脆弱与美丽。克塔

雷克国家公园是白鹤重要的繁殖地，也被称

作“白鹤之乡”。

夏季，白鹤在靠近北冰洋的苔原地带孵

化雏鸟。秋末冬初，白鹤便跨越万水千山，

一路迁徙至中国江西省的鄱阳湖越冬。

鄱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也是国际

重要湿地、亚洲最大的越冬候鸟栖息地。每

年秋冬季，约70万只候鸟飞抵于此，其中包

括占全球种群数量95%以上的白鹤，鄱阳湖

也被誉为“白鹤王国”“候鸟天堂”。

一条迁徙路，两个相隔 5000 公里的地

方从此有了特殊的交集。俄罗斯科学院西

伯利亚分院冰岩带生物问题研究所高级研

究员玛丽亚·弗拉基米尔采娃说：“中国是我

的第二故乡。白鹤在中国越冬时，我的心一

直和它们在一起。”

玛丽亚表示，如今气候变化和人为因素

导致候鸟在繁殖地、中转站和越冬地的生态

系统面临一定挑战。迁徙是鹤属鸟类生命

中非常困难和关键的时期，她很担心这一过

程中这些“精灵”会面临困境。

走在爱鸟护鸟第一线的不止玛丽亚一

人。对于“90 后”徐超而言，每天与鸟偶遇

的次数，往往比与人相遇还多。

徐超是江西省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鄱阳湖保护区）大汊湖保护管理站的巡

护员，巡湖护鸟的路线每年要走数百遍。

鸟类观测、数量登记、打击盗猎、协助执

法……“虽然是同一条路线，但每次走过的

风景都不同。”徐超解释说，鄱阳湖是吞吐

型、季节性湖泊，其丰水期和枯水期面积相

差较大，涨落之间丰富的湿地生态为300多

种候鸟提供了良好的栖息环境，每次巡湖都

有不同的候鸟相伴。

这份看似“游山玩水”的工作并不容易，

其中苦楚只有自己知道。“我曾和同事一起

被困湖区三四个小时。”徐超说，秋冬时节鄱

阳湖面积缩小，会露出底部长草的湖滩，就

像一片大草原。两年前，因准备不足且缺乏

经验，他们在湖区执行巡护任务时迷路了。

冬夜里，湖区风大、温度低，漆黑一片、

没有光源，手机信号时有时无。“草地里分布

着许多大水洼，我们担心陷车不敢乱走，直

到其他同事赶来在岸边打着手电帮助我们

辨别方向才得以安全返回。”徐超说。

随着科技进步，巡湖护鸟方式也与日俱

新。据徐超介绍，除了徒步、乘船、坐拖拉机

等传统方式，无人机以及人工智能等技术的

应用也让数鸟、护鸟工作更加精准高效。

为让候鸟安心越冬，鄱阳湖保护区还贴

心地为它们“备菜留食”。受极端天气影响，

鄱阳湖沉水植被退化显著，导致白鹤等依赖

沉水植被块茎越冬的珍稀候鸟食物短缺。

为此，江西省持续探索白鹤重要“口粮”刺苦

草种源培育技术，于 2024 年年底在鄱阳湖

水域首次移栽试点成功。

“这意味着在鄱阳湖开展的沉水植被恢

复取得重要突破，将为后期鄱阳湖沉水植被

恢复及湿地生态修复提供技术支撑。”鄱阳

湖保护区管理局四级调研员罗浩说。

除了优化候鸟监测方式、修复候鸟栖息

环境，鄱阳湖保护区还积极推进国际交流合

作。玛丽亚表示，俄中联合开展越冬地白鹤

监测成果及繁殖地研究、及时分享数据信息

等工作取得显著成果。她说，中国同事及时

更新白鹤越冬情况、觅食地状态等信息，对

白鹤繁殖成功率及生存至关重要。

得益于中俄两国共同努力，近年来候

鸟数量不断增加。萨哈（雅库特）共和国行

政长官艾森·尼古拉耶夫曾在社交媒体发

文说，2024 年秋季白鹤种群数量超过 6700

只，创目前监测到的白鹤种群总数最高

纪录。

冬去春来，成群结队的候鸟已在鄱阳湖

集结，蓄势“北迁”。在漫长、艰难的旅程中，

中俄两国也多措并举，守护其迁飞通道。玛

丽亚说，未来俄中两国或可借助卫星探测对

两国间候鸟迁徙路线及相关生态系统进行

详细研究，以优化候鸟物种及其栖息地的保

护战略。 （新华社南昌/莫斯科电）

据中新网电（张月和）“过去几天我在

海南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北京

语言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学习中文课程，练

习中文听力和口语，那里的学校漂亮又干

净，老师们很热情，同学们来自不同的国

家，体验感很棒。”日本大学生功刀枫近日

在三亚受访时说，期待在未来两天的户外

行程中深度感受海南的风土人情。

近日，由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组织发

起的日本研学团走进海南，近20位日本青

年在陵水黎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北京

语言大学海南国际学院学习中文，在三亚

品尝老爸茶、体验亚特兰蒂斯一站式度假

区，在槟榔谷黎苗文化旅游区领略海南民

族文化的魅力，充实的研学旅程获日本青

年好评。

“日本的‘00后’和‘90后’对来中国研

学很感兴趣，他们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经常与中国人打交道，不同的文化和学习

工作环境吸引着日本青年想实地到中国

走走看看。”东京都日中友好协会副理事

长井上正顺说，将打造常态化的赴琼研学

旅游产品，促进日中交流。

随着航线开通，海南与日本在旅游文

化方面的交往交流渐密。去年12月，三亚

市旅游发展局赴日本东京开展旅游推介，

将三亚的热带海滨风光、丰富的文化活动

和国际化的旅游设施介绍给日本游客。

今年2月初，日本旅行商及媒体代表组团

深入体验三亚经济圈的自然风光与文化魅力，探索旅游产品开发与

合作机遇。

友迎日中游学观光中心总经理夏方越参观考察槟榔谷黎苗

文化旅游区后说，海南黎族苗族的文化旅游资源丰富，可以开发

很多体验类的研学课程，让日本学生尝试黎锦纺织技艺，或者亲

手制作黎陶，这会让日本青少年有更多收获。

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党委书记吴小琳表示，三亚拥有民族文化、海

洋文化、科技体验等研学资源，宜人的气候、配套的旅游设施和服务

也可以满足日本游客的需求。三亚将持续深化与日本高校、旅游机

构的合作，推动研学游、会奖游、自由行等多元化市场的发展。同时，

持续优化境外游客的旅行体验，将三亚打造为越来越多国际游客理

想的旅游目的地。

据中新网电（尹倩芸）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将于4月13日至10

月13日举行，在中国馆“天人合一”展区，将通过大型多媒体装置呈现

一幅和二十四节气有关的中国传统纹样艺术品。

这幅作品出自94岁高龄的敦煌艺术图案研究和设计应用重要推

广者、中国著名工艺美术家常沙娜之手，并由中影集团制作动画。常

沙娜先生被誉为“敦煌女儿”，不仅深耕敦煌艺术，更将这份古老的美

学智慧融入现代设计，使之焕发新生。

“二十四节气”是中国先民在长期农业生产中，根据天地运行和

气候变化规律创造的时间制度，千百年来指导着人们春耕夏耘，秋收

冬藏，体现出中国人民顺应天时、勤劳耕耘、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

智慧。

据了解，中国馆是大阪世博会用地面积最大的外国自建馆之一，

以“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的未来社会”为主

题，通过“天人合一”“绿水青山”“生生不息”三个展区，展示中国传统

生态智慧，呈现新时代中国绿色发展理念和成果，展望中国同世界各

国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美好愿景。

据科技日报讯（记者 刘霞）由日本东北大学科学家领衔的国际

团队研制出一种钛铝基超弹性合金。这种新材料不仅重量轻，强度

出众，而且能在零下269摄氏度到127摄氏度这一很宽的温度范围内

工作。相关论文发表于最新一期《自然》杂志。

超弹性材料是指能在应力作用下产生超大可恢复应变的特种功

能材料，可广泛应用于登月工程和深海探测等领域。然而，目前市面

上的大多数超弹性材料只能在特定温度范围内“施展身手”。新型钛

铝基超弹性合金克服了这一局限性。它是第一种能在如此极端的温

度范围内仍保持超弹性，同时兼具轻质和坚固特性的合金，为众多以

前难以实现的应用带来了曙光。

团队此次运用了先进的合金设计理念以及精确的微观结构控制

等先进技术。通过使用表示物质在不同热力学条件下各相之间平衡

关系的图形工具——相图，他们精准确定了合金的成分及其比例。

同时，他们还优化了加工和热处理方法，以确保材料所需的性能。

最新研究不仅为超弹性合金材料树立了新标杆，还为合金材料

设计引入了全新的理念和方法，有望激发材料科学的更多创新和突

破。例如，它可以为月球车打造超弹性轮胎，以应对月球表面的极端

温度波动。

此外，这种合金还可用于制造需要柔韧性和灵活性的设备，如支

架等医疗器械等。鉴于这种新合金能在极低温度下工作，它也有望

在氢能经济等多个领域“大显身手”。

据新华社电（记 者

陆睿）据韩国统计厅近日

发布的《2024年人口动向

调查》，该国 2024 年新生

儿数量同比增加8300人，

这是韩国新生儿数量9年

来首次同比增长。

据统计，2024年韩国

新 生 儿 人 数 为 23.83 万

名，同比增加3.6%。新生

儿人数增加带动总和生

育率，即平均每名育龄妇

女生育子女数小幅回升，

2024 年韩国总和生育率

为0.75，同比增加0.03。

韩国总和生育率从

2016年起同比连年下滑，

其中 2018 年跌破 1，2023

年跌至 2014 年以来的最

低值0.72。

舆论分析认为，相较

政府的生育扶持政策，

2024 年韩国新生儿人数

增加主要受人口结构影

响，即20世纪九十年代初

期出生人口现已步入婚

育年龄。此外，新冠疫情

期间压抑的结婚需求释

放也对出生率回升产生

一定影响。

统计还显示，2024年

韩国死亡人数为35.84万

人，同比增加1.7%。由于

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

2024 年韩国人口自然减

少12万人，连续5年人口

自然减少。

据人民网电 多数人把自己的名字

作为父母等长辈所赠“礼物”终其一生

保留。不过，在韩国，不少人不喜欢原

来的名字，因而向相关机构申请改名。

韩国最高法院数据显示，2020年至2023

年间，韩国年均有将近 20 万人申请

改名。

据《韩国先驱报》报道，自 2005 年

起，韩国允许公民无论什么年龄都可以

选择自己想要的名字，只要不违法、不

违宪就可以。

年过六旬、育有两个孩子的母亲郑

珍卿（音译）说，她觉得原名寓意不佳，

“从小就被朋友们取笑，很受伤”，因而

在新规施行后改成了现在的名。

她说，过去大多数韩国父母重男轻

女，给女孩取名很随意。如今，许多像

她这样上了年纪的女性选择改成自己

喜欢的名字。另外，很多上了年纪的韩

国女性名字以“子”结尾，是因为在她们

的童年时代，朝鲜半岛遭日本殖民统

治，殖民者要求当地民众起日本名字。

如今，很多韩国女性改掉了带有殖民

“尾巴”的名。

韩国东国大学亚洲哲学教授金东

尹（音译）经常为人提供起名咨询服

务。他说，很多人改名是为了让自己开

心，甚至希望新的名字能够带给自己好

运。他认为，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改名

上恐怕“有点极端”，但一个自己喜欢的

新名字有助于增强自尊、自信，给生活

带来积极变化。“带来改变的不是名字，

对生活态度的改变才是带来生活质量

改变的原因。”他说。

据人民网电（记者 朱玥颖）由日本侨报

社主办的第20届中国人日语作文大赛获奖

者代表团一行六人，近日完成为期一周的东

京访问。

本次代表团由六位获奖者组成，其中包

括荣获日本大使奖的大连外国语大学林芳

菲，以及一等奖获得者：中国人民大学池翰

林、大连外国语大学欧芊序、复旦大学徐思

琪、吉林大学麻月朋和天津外国语大学林

婧。访日期间，他们与日本社会各界进行了

深入交流，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风采。

日本外务大臣政务官生稻晃子赞赏了

作文大赛在促进两国民间交流中的重要作

用，并勉励同学们继续学习日语，为两国友

好贡献力量。

随后，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林芳正在官邸

会见了访日团。他向获奖者们表示祝贺，并

询问获奖者的学习与职业规划，鼓励他们充

分发挥语言优势，积极投身两国友好事业。

他表示，青年的交流对于两国关系的未来至

关重要，希望同学们珍惜此次访日机会，加

深对日本社会的理解，成为促进友好的

桥梁。

在日本国会第二议员会馆，主办方举办

了庆祝日语作文大赛 20 周年报告及感谢

会。日本众议院议员福田达夫代表其父、前

首相福田康夫，表达了对作文大赛的长期支

持，并表示未来将继续助力这一赛事的发

展。他回顾了父亲自2008年起多次接见获

奖者的历史，并表示他将继续为促进两国友

好贡献力量。

原驻华大使谷野作太郎在会上赞赏了

作文大赛20年来的坚持与贡献，认为该赛事

已成为“以民促官”的典范，为推动两国民间

交流发挥了重要作用。他赞扬当代中国青

年的积极向上精神，并鼓励他们不断进步，

成为两国友好的中坚力量。

此外，日中友好议员联盟干事长近藤昭

一众议员、曾在中国留学的神谷裕众议员等

国会议员纷纷发言。6位获奖者也在会上分

享了心得感悟，并表达了未来为两国友好贡

献力量的决心。

获奖者们还来到日中友好会馆，与日中

友好会馆会长宫本雄二共进午餐并交流。

宫本会长以流利的中文分享了自己对“20年

的变与不变”的见解，强调推动两国友好是

始终不变的信念。他鼓励青年人勇敢迎接

挑战，为两国关系贡献智慧和力量。

代表团还先后走访了唐吉诃德（PPIH）、

东芝国际交流财团、朝日新闻社等机构。唐

吉诃德公司理事马场哲郎先生热情接待了

同学们，并鼓励他们勇敢追梦，成为两国商

业与文化交流的桥梁。在朝日新闻社，会长

中村史郎勉励同学们不断精进，为促进日中

相互理解发挥更大作用。东芝国际交流财

团专务理事山崎裕纪也表达了希望未来更

多参赛同学能投身促进日中交流事业的

期待。

日本侨报社社长段景子表示，作文大赛

20年来，主办方克服重重困难，始终坚守初

心，不断推动中日民间交流。这项赛事已经

成为中日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不仅为青年

人拓宽了成长之路，也促进了两国人民的相

互理解和友好交流。她强调，日本侨报社将

继续携手社会各界，为更多中国青年提供展

现自我的机会，共同书写中日友好的新篇章。

据中国日报讯（记者 周瑾）由中日韩合

作秘书处（以下简称“秘书处”）主办的第九

届中日韩记者交流活动近日在韩国首尔

结束。来自中国、日本和韩国的12名记者先

后赴北京、东京和首尔，开展了一系列参访

交流、联合采访及文化体验活动，旨在加深

对中日韩合作理解，探讨未来发展方向。

闭幕式上，秘书处秘书长李熙燮指出，

媒体在促进中日韩三国互信与合作方面发

挥着重要作用。他期待记者们将此次活动

的所见所闻分享给三国民众，为塑造三国合

作未来贡献力量。记者们纷纷表示，此次活

动对于加深相互理解与认识、加强三国媒体

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在日本期间，记者团一行访问了日本外

务省，拜会外务大臣政务官生稻晃子。记者

团还访问了朝日新闻社，与日本媒体同行就

人工智能在新闻领域的应用展开交流；访问

经济产业省，听取有关负责人介绍2025年大

阪·关西世博会筹备情况。

在联合采访环节，记者团采访佳能全球

战略研究所研究主任宫家邦彦，就区域热点

问题及合作前景进行提问。此外，记者团还

采访了“中日韩行为计划”发起人及舞蹈艺

术家，了解三国舞者如何将行为观察融入表

演，以促进文化交流。

活动期间，记者们体验了日本“裏千家”

传统茶道文化，深入了解日本茶文化的理念

和礼仪，参观了东京防灾馆，学习地震应对

及避难技能。

在首尔期间，记者团还拜会了韩国外交

部，并参与了丰富的文化体验活动，进一步

促进了三国记者间的交流与友谊。

本次活动为三国记者搭建了深入沟通

交流的平台，也为推动中日韩友好合作营造

了积极氛围。

据新华社电（记者 刘春燕）据日本媒体报道，近日，正在美国访

问的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容治表示，美方尚未承诺将日本钢铝及

汽车列入加征关税的商品之外。

寻求“关税豁免”是武藤此次访美的主要内容。他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与美国商务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会谈后告诉媒体，他“已经表

达了希望将日本钢铝产品排除在外的愿望，但没有得到承诺”。

对于美国拟于4月公布细节的汽车关税，武藤说，美方也未明确

将日本排除在外。当被记者问及美方是否会将日本的安全检测标准

等视为非关税壁垒时，武藤表示“尚未讨论具体内容”。

日本媒体援引专家分析说，日方不能对美抱有幻想，寄希望通过

游说解决问题，而是应做好被美国加征关税的准备。

日本团队研制出超弹性
合金能耐受极端温差

日媒：日本寻求美“关税豁免”未果

大 阪 世 博 会 中 国 馆
将呈现二十四节气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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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耿鹏宇 熊家林 陈畅

从西伯利亚到鄱阳湖，中俄共同守护候鸟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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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日语作文大赛获奖者访日促进中日交流

第九届中日韩记者交流活动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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