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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45公尺高的乌节中央
城 ， 建 有 本 地 最 高 的 蝴 蝶 花
园，并成为乌节路蝴蝶连道的
一部分。
　　这座12层楼购物中心的
顶 楼 ， 有 一 块 2 8 0 平 方 公 尺
大 的 天 台 花 园 ， 今 年 六 月 起
增 添 许 多 特 别 植 物 ， 包 括 红
姜花（Red Ginger）、苏铁
（cycadophyte）、宽叶十万错
（Asystasia gangetica）等，
以吸引蝴蝶到天台花园落户。

不过，要让这个高空蝴
蝶园蝶影纷天，需要时
间，尽管目前出现的蝴
蝶不多，但相信不久后
必能成为名符其实的空
中蝶园。
　　总长四公里的乌节
路蝴蝶连道项目由自然
协 会 主 导 。 协 会 主 席
Shawn Lum说，要让蝴
蝶经常飞入高空花园，
只有一个天台花园是不
够的。“在自然界中，

一些飞翔力强的蝴蝶，习惯在
40公尺到50公尺高树顶上飞。
天台花园也是这个高度。如果
有多几个高空花园，必能吸引
它们。”
　 　 为 打 造 高 空 蝴 蝶 连 道 ，
自 然 学 会 计 划 与 丽 晶 酒 店 、
邵氏大厦、威士马广场及ION 
Orchard合作，建造更多天台花
园。
　　自然学会今年六月开始在
乌节路周边绿地栽种能吸引蝴
蝶的植物，希望逐步把这些美
丽的昆虫从福康宁山及植物园
引到繁华购物区。让购物者在
逛商场时也能感染大自然的生
气勃勃。
　　不过，高度发展的乌节路
地带所剩绿地不多。自然学会
曾为如何连接零零碎碎的绿地
而发愁。但卫星地图为它们指
点迷津，让他们发现乌节路上
许多酒店及购物中心都有天台
花园，于是萌生打造高空蝴蝶
连道的想法，与地面蝴蝶连道
相辅相成。　　
　　除了乌节路一带，樟宜机

场及亚历山大医院也有蝴蝶花
园。
　　昨天到乌节中央城参观天
台花园的陈智言旨听说这个消息
后相当兴奋。她说：“现在想
起来，我已经好久没看到蝴蝶
了。从这里望下去，好象只有
总统府一带有树。”
　　蝴蝶连道的第一阶段，也
就是乌节路部分预计明年底全
面竣工。其中那森路（Nassim 
Road）绿地、植物园及史丹福
坪等面积较大的绿地已准备就
绪。自然学会昨天也在槟榔路
公园栽种可吸引蝴蝶的植物，
并将在年底开展总统府公园栽
种。自然学会也计划将蝴蝶连
道 延 伸 至 欧 南 园 的 珍 珠 山 公
园，即第二阶段连道。
　　目前，蝴蝶连道已吸引约
24种蝴蝶，跟54种的目标还有
一段不小距离，但旅游局已计
划在来临圣诞节通过宣传册子
向游客介绍蝴蝶连道。自然学
会也已着手制作蝴蝶指南。到
时，乌节路将出现拿着蝴蝶指
南的游客寻找蝴蝶的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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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节高空种花草引蝶来
本地最高蝴蝶花园位于乌节中央城

　　新加坡下来可加强
同重庆、武汉、郑州等
中 国 中 西 部 城 市 的 合
作，但与这些城市的合
作方式应是由私人企业
带头，政府在幕后给予
支持。
　　李显龙总理上月21
日接受中国《21世纪经
济报道》专访时强调新
中未来的合作方式，将
与在苏州工业园区和天
津生态城的方式不同。
这两大项目都是政府对
政府的合作，而新加坡
政府已没足够的资源和
能力在中国其他城市展
开 这 样 的 大 型 合 作 计
划。
　　这项为配合新中建
交20周年而作的专访，
前 天 在 《 2 1 世 纪 经 济
报道》刊登。本报昨天
已转载了访谈的部分摘
录，以下是这次访谈的
其他内容。

问：我们知道您刚从中
国 访 问 回 来 ， 去 了 重
庆 、 上 海 、 长 沙 、 武
汉、苏州五个城市。在
对这些城市的访问中，
您看到了什么？
　　答：我看到各个城
市的情况各不相同。重
庆、长沙、武汉这三个
内陆城市，跟沿海城市
的发展比起来还有一段
差距，不过它们都在很
努力地迎头赶上。对于
苏州而言，我当然是老
游客了，上海也去了很
多次。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这些内陆城市都很有发
展的劲头。我想是因为
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情
况发生了改变，劳动力
成本升高，比如广东就
提出要“腾笼换鸟”，
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
这是十分必要的一个过
程。
　 　 对 于 旧 的 企 业 而
言，它们会搬去哪里？
要不就是向内移，到中
国的二线城市或者中西
部的城市去发展；要不
就是向外移，移到其他
低成本、劳动力密集的
国家，比如越南、孟加
拉。我相信有不少企业
是会选择向内移的，因
为中国的内陆城市已把
自己的基础设施改善了
很多，并且当地整体的
营业环境也比以前完善
了很多。当然，这些内
陆城市的开放程度、官
员和人民的观念还没法
同广东、上海相比。因
为它们还没有这方面的
经验，不过我相信是会
逐年进步的。
　　一些城市的市长告
诉我，已经有不少原来
在东部沿海设厂的公司
开始移到这些内陆城市
了。我听说包括重庆、
武汉、郑州等好几个城
市 ， 富 士 康 都 有 移 过
去，并且规模很大。
　　所以，总的来说这
些城市对未来的新中合
作来说是有潜能的。如
果能先进去，并且找到

适当的合作对象，以维
持 一 个 长 期 的 投 资 计
划，而不是追求短期的
盈利，我相信三五年内
会得到好效果，但是必
须坚持才行。

问：新加坡政府是否有
同这些中部城市开展合
作的构想？
　　答：我看我们未来
跟这些城市的合作，同
苏州工业园区以及天津
生态城的合作会有所不
同。因为这些城市都有
自己的特点，而且我们
也没办法让新加坡政府
在每一个中国城市都跟
当 地 政 府 开 展 合 作 项
目，因为我们自身没有
这个资源，也没有能力
到处去实行G-to-G（政
府对政府）的合作。不
过，在这些城市里，有
些新加坡的私人企业已
经找到了大大小小的合
作项目。
 　　所以，我们的态度
是新加坡和这些省市的
合作，应该由新加坡的
私人企业带头，政府从
后面给予支持。

问：这跟此前的苏州或
是天津的合作模式是否
有很大的不同？
　　答：我看像苏州工
业园区或天津生态城那
样的项目，不可能有很
多 。 那 两 个 是 示 范 项
目，我们希望中国其他
城市可以从中找到一些
有价值的东西。我们不

可能在中国的每一座城
市都建一个工业园或是
生态城。说实话，做一
个都已经要花很多功夫
了。

问：中新自由贸易协定
签署已一年多，目前中
新自贸区推进的进度如
何？是否达到了此前的
设想？
　　答：我看双方都得
到了好处，我们跟中国
的贸易额也继续增加。
去年由于金融危机而受
到一定的打击，不过今
年恢复得很好，增长的
幅度很快，比去年增加
了 将 近 3 0 ％ 。 具 体 的
减免税收措施，是双边
贸易额增长快速的一个
原因。不过，自从新中
之间有了FTA后，很多
商家都很清楚两国之间
的关系是很好的，政府
都有意识在改善这个关
系。所以，这些企业就
更有信心了，它们会觉
得 两 国 之 间 的 矛 盾 不
多，而合作的领域又非
常宽，也就比较敢于寻
找新的项目。
 　　中新FTA已经运作
超过一年的时间了，我
们现在正检讨如何能够
改善。

问：有新加坡朋友告诉
我们，相比你这一代人
而言，新加坡年轻一代
对于华语以及中华文化
的了解要弱了很多。新
加坡一直强调自己比其
他国家更了解中国，这
也被认为是新加坡的一
个竞争优势。随着年轻
一代的成长，未来这样
的优势是否还能继续存

在？中新之间的纽带是
否会有所削弱？
　　答：这方面其实我
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
我们希望新加坡的下一
代除了第一语言英语之
外，至少能够掌握自己
的母语。新加坡的工作
语言是英语，所以掌握
得最好的应该是英语。
对于第二语言，也就是
母语，我们在学校里下
很大的功夫，对于学生
也做了很高的要求，希
望他们至少能够学好第
二语言。你不一定能够
提笔写文章，但至少应
该能够阅读，更应该可
以交谈、理解。
　　我这一代人也不是
所有的人都能够掌握华
语的。因为有一部分人
读 书 时 上 的 是 英 文 学
校，接受的是纯粹的英
文 教 育 ， 缺 乏 双 语 背
景。不过，新一代的新
加坡人都是有双语背景
的。学习华语的人，第
一可以基本了解中国的
文化和国情，第二如果
有机会或有必要去中国
工作的话，可以因为有
一定的华语基础而把华
语学得更好。在那个环
境里生存过活，华语能
力肯定会得到改善的。
很多新加坡人都是这样
的，他们在学校学华语
可能学得不怎么好，可
是到了中国工作几年之
后，他们就可以应用自
如，不成问题。我相信
我们可以维持这一点。
　　不过，你也要了解
虽然新加坡是一个华族
为多数的社会，但我们
也是一个多元种族的社
会，有印度人、马来人

等其他种族的人。所以，
我们的社会观、价值观
以及对于世界的看法，
都与一个纯粹的华人社
会有所不同。不过，从
大的方面来看，新加坡是
一个亚洲国家，我们的位
置在东南亚，因此我们绝
对不能成为一个失去根、
在一个虚无缥缈的国际环
境里生存的国家。英语里
面有个说法“the Flying 
Dutchman”，就是说一
艘没有港口可归的船，在
全世界航行，却找不到一
个家。
　　所以，新加坡必须要
有根，我们是亚洲人，我
们要维持一个亚洲人的定
位，亚洲人的认同感。同
时我们必须国际化，必须
欢迎各国的人才、各国的
合作伙伴到新加坡来跟我
们合作。

问：你和你父亲李光耀资
政，跟中国几代领导人有
着很深入且频繁的接触，

对于中国的发展也有很深
刻的观察。就你个人而
言，你认为中国未来五到
十年之内，哪些问题将是
发展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答：噢，这个问题如
果问中国领导人，他们会
给你一个很长的单子。未
来五至十年，我看中国维
持经济增长应该不成问
题。一些经济方面所遭遇
到的问题，当然是挑战不
小，但中国政府是可以解
决的。因为你们可以搞投
资、搞教育，搞基础设
施，也可以招商，可以引
进新科技。这些都是可以
做得到的。

中国面对三挑战
　　我想不容易做得到的
可能有几点：
　　第一，环境保护。因
为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
间矛盾是相当强的。虽然
每一个城市都说要环保、
要绿化，可是你要知道种
树容易，而环保绝不是仅

仅种树这么简单，你要把
整个环境都搞好才可以。
　　第二，城乡差距的问
题。城市化是解决城乡差
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办法，
可是推进城市化需要庞大
的投资。假设中国目前每
年有1％的人口从农村进
入城市，那就是1300万
的人口，相当于三个新加
坡的人口总数。所以，每
年中国要建设三个新加坡
的城市基础设施，包括住
房、交通、水电、医院、
学校等等，很不容易。
　　第三是比较敏感，不
过非常重要的，就是政府
的管理模式，包括廉政的
模式。我看中国政府正在
为这件事情而烦恼。从大
的原则上，大家都知道要
“严打”，但是要怎么样
来维持一个清廉的制度，
并且是个有威望、人民会
接受和认可的制度，以及
如何调整这个制度，并且
能够与时俱进，是个很大
的挑战。

　　李显龙总理和外交部长杨荣文昨
天分别同到访的古巴外交部长帕里拉
会晤，双方都表达了加强双边合作的
意愿。
　　外交部文告说，帕里拉向我国领
导人介绍了古巴的发展现况，包括它
正在展开的经济改革，并希望两国能
加强合作。
　　李总理感谢帕里拉在他去年11
月访问古巴时，给予新加坡代表团热
情的招待，并祝愿古巴取得良好的发
展，同时希望两国未来有更多的合作
机会。
　　在同杨荣文会谈时，帕里拉也同
意新加坡和古巴在许多多边论坛，如
在联合国都有良好的合作。他们也针

对区域和国际局势进行了广泛的讨
论。
　　帕里拉昨天起对我国作两天正式
访问。杨荣文昨天傍晚在他选区里的
勿洛蓄水池地区设晚宴款待帕里拉，
并在晚宴后带他参观这一选区，包括
观察他接见选民的情况。
　　李总理去年底到中美洲国家特立
尼达和多巴哥首都西班牙港出席两年
一度的共和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后，续
程对邻近的古巴作三天正式访问，同
高级领导人，包括第一副总统本图拉
和国务委员会主席兼部长会议主席劳
尔·卡斯特罗会晤。双方都表示两国
可以拓展双边经济关系。

李显龙总理昨天在总统府同古巴外长帕里拉会晤。（邬福梁摄）

李显龙总理上月21日接受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
专访，本报昨天转载了访谈的部分摘录，以下是这次
访谈的其他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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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未来合作方式
以私企带头政府幕后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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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在45公尺高的乌节中央城天台花园上，不但可俯瞰市区
风景，也可观赏蝴蝶的曼妙舞姿。这个花园已成为乌节路蝴蝶
连道的一部分。

面积约1200平方公尺的槟榔路公园原是空旷草地，昨天栽种
了新植物后，就引来不少蝴蝶。（梁麒麟摄）

总理会晤古巴外长

新古希望加强双边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