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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佑思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

喜欢用镜头带着他的“粉丝”走南闯

北。不久前，他和团队前往新疆拍

摄了当地棉农和棉花收获的视频，

在网络上获得了非常高的点击量。

因为父亲工作的原因，高佑思

少年时就来到中国香港生活，后来

考入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录取的首

位以色列籍本科生。在中国多年的

跨文化交流体验，让高佑思萌生了

创业的想法——创办一个自媒体机

构，把自己的经历分享给大家，“歪

果仁研究协会”应运而生。几年来，

高佑思和团队走进重建后的四川汶

川、制造业汇聚的广东佛山，体验中

国的春运，还在湖北抗击疫情最为

严峻之时，从以色列筹集了 10 万只

口罩送到中国。如今，该机构在中

国和海外平台上都拥有大量粉丝。

由 于 推 出 的 视 频 非 常“ 接 地

气”，高佑思受到许多中国网民的喜

爱。在拍摄过程中，他有机会更加

深入地了解中国。在不少外国人眼

中，中国人大多内敛含蓄，不善表

达。“但是我发现，只要找到合适的

场合，或是彼此熟悉之后，很多人非

常愿意跟你畅所欲言。”拍摄时，高

佑思会在当地住上几天，先和拍摄

对象一起干活、一起生活，相处融洽

后再进行拍摄。这样，拍摄对象最

自然的状态才能呈现在镜头前。正

是这番努力，让许多外国观众看到

了一个个鲜活真实的中国人。“能够

去适应、尊重对方所处的环境，真正了解他们的生活，你

才能获得信任。”

拍摄中，高佑思结识了一些中国共产党党员。他向

记者讲述了拍摄中给他留下难忘印象的两名普通党员的

故事。

2019 年国庆节前后，高佑思的团队推出了一期视频，

帮助一位 90 岁高龄的老军医，完成他到天安门广场看一

次升旗仪式的愿望。“我们希望借此机会，了解老一辈中国

人如何看待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人的民族认同感是如何

形成的。”高佑思向记者介绍说，这位老人是一名共产党

员，参加过革命，经历过苦难，也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

的飞速发展。老人退役后回到家乡，坚持为穷人义务行

医。升旗仪式上，他身着军装、佩戴勋章，面向国旗庄严敬

礼。老人告诉高佑思，感谢中国共产党给中国带来的变

化，人生的意义就是要为人民和社会多作贡献，回报党和

国家。时至今日，老人的言行仍令高佑思感动。

贵州黎平县盖宝村地处大山深处，需要多次辗转才

能到达。随着网络的普及，这个侗族村寨走出了网红“侗

家七仙女”，她们通过短视频和网络直播，不仅传播了侗

族民俗文化，还让家乡的土特产走出大山，让村民走上脱

贫致富的道路。来到盖宝村拍摄前，高佑思百思不得其

解：“在这么一个远离大城市的地方，人们是怎么学到当

下最先进的互联网营销传播手段的？”后来，他见到了帮

助村民打通“致富路”的驻村第一书记吴玉圣。2018 年 2
月，这名原本在黎平县政府部门工作的年轻人来到这个

贫困村，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深挖当地特色，借助网络

直播的东风帮助村民开拓了一条创业致富之路。小吴对

高佑思说，在当驻村第一书记期间，感受到了带领农民致

富的快乐。

这一老一小两名党员，让高佑思深刻体会到了中西方

政党之间的差异。“在西方人看来，政党成员一般是活跃在

国家和城市议会中的政客，而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党员，

是在社会各行各业发光发热的普通人，为了共同的目标，

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高佑思坦言，对中国共产党

的这种认识，只有深入到中国社会才能更好地理解。

高佑思对记者说，他从事跨境业务的父亲坚信，未来

几十年，中国是最需要世界去理解的地方，希望自己的孩

子能深入走进中国。“我想搭建起一座跨文化交流桥梁。”

高佑思说，希望那些不能来中国亲身体验中国社会的外

国人，能够通过他和团队制作的视频，看到一个更加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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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高佑思（左）与军医老爷爷在

天安门广场一同观看升旗仪式。

图②：马觉娜（右）和村干部共同录

制短视频。

图③：苏汉森（右四）和同学们在老

师的带领下参与志愿服务。

图④：VAMA公司党员为乔治讲解“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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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⑤：四 川 巴 中 市 恩 阳 区 的 美 丽

乡村。 本报记者 宋豪新摄

“2009 年我第一次跟丈夫回老家，飞机转

火车，火车转汽车，下车后又走了两个多小时

山路才进村。现在我们村口就是高速公路，

晚上路灯特敞亮。村里这几年的发展，真的

太神奇了。”乌黑的长发，大大的眼睛，带着四

川口音的普通话，记者眼前的这个“幺妹儿”

中文名叫马觉娜，出生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

尚别的郊区，现在是四川巴中市恩阳区万寿

村的村民。

马觉娜和哥哥的同事王学权在杜尚别相

识相恋，没过多久便喜结连理，跟着丈夫回到

了 四 川 老 家 。 村 里 的 邻 居 根 据 她 名 字 的 发

音，给她起了“马觉娜”这个中文名字，她很是

喜欢。马觉娜告诉记者，自己刚嫁过来的时

候，村里十分贫穷。村庄规模很小，也不通柏

油路，“一路上都没见几盏灯。”

的确，彼时的万寿村，是远近闻名的“四

无村”——无新居、无产业、无配套、无集体经

济收入。农房散乱破败，道路泥泞难行。雨

季一来，村民们“在家看漏雨，出门蹚稀泥”。

由于缺乏产业支撑，村民除了种地几乎没有

其他经济收入，日子过得十分拮据。2014 年，

万寿村被识别为建档立卡贫困村，全村年人

均纯收入仅 2100 元，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84 户，

贫困发生率达 19.6%。

就在那一年，借着成巴高速全线贯通的

契机，万寿村党支部带领全体村民劈山开路，

将连接高速的通村公路修到了家门口。“这是

盼了多少年的一条幸福路啊！”已经退休的原

村党支部书记马光文激动地说。

“路通了，村里的党员们又开始操心大家

的生活。”马觉娜说。通村公路修好后，村民

们在党支部的带领下，一边种植特色果树、生

产优质粮油，一边发展乡村旅游，搞起了特色

民宿。很快，大山外的游客纷至沓来，村里的

好山货再也不愁销路。2016 年，万寿村实现

脱贫摘帽。王学权一家过去也是村里的贫困

户，居住在半山梁上的老土坯房里。马光文

在了解情况后，积极为他出谋划策，先是帮忙

搞土地流转，每年多一笔固定收益，又是帮他

联系去西安打工的机会。一年下来，收入就

翻了番。2017 年，王学权和哥哥两家合买下

新村聚居点的住房，告别了破败的老屋，全家

人住进了敞亮舒适的新居。

现在，王学权外出打工，马觉娜就带着孩

子住在村里。“没有后顾之忧，村里的党员很

热心，经常来我家嘘寒问暖。村党支部书记

肖梅隔三差五就给我打视频电话，询问我有

没有困难、需不需要帮助，让我特别安心。”

在 马 觉 娜 眼 里 ，村 里 的 党 员 是 最 贴 心 的 朋

友。“他们善良、温暖、乐于助人、不计回报。”

马觉娜的邻居顾文礼，因残致贫，家庭条件较

差 。 2017 年 ，村 里 的 党 员 马 光 申 等 上 门 帮

扶，帮他筹集资金，协调资源，开起了特色农

家乐。当年“五一”假期，顾文礼的农家乐生

意 火 爆 ，仅 假 期 期 间 就 收 入 20 多 万 元 。 如

今，顾氏农家乐已成为村里知名的特色民宿

品牌。邻居家的鲜活脱贫案例，也让马觉娜

十分感慨。

在中国居住 12 年，马觉娜已经融入这里

的生活。她告诉记者，她喜欢四川，喜欢万寿

村，也亲眼见证了万寿村的变化。“这里景美、

人好。村里的党支部和共产党员带着大家奔

小康，我们的日子一天更比一天好。”

村里的党员带领大家奔小康
本报记者 宋豪新

在北京大学静园一座古色古香的院落里，

记者见到了在燕京学堂学习的乌干达留学生

苏汉森。苏汉森 2019 年来北大学习，待的时

间不算长，可说起对中国的感受来滔滔不绝。

“我出生在乌干达南部一个并不富裕的乡

村，父亲尽其所能让我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

学习中，我开始思考：为什么有些地方富裕，有

些地方却比较贫穷？”苏汉森告诉记者：“新中

国刚成立时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现在提前

10 年完成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

目标。中国是摆脱贫困的一个完美范例。”中

国作为大国的治理经验、独特的发展模式，都

令他充满好奇。这是他放弃在乌干达政府部

门的稳定工作来到中国留学的动因。

鳞次栉比的现代建筑、良好的基础设施、

数字化的生活方式……苏汉森眼中的中国，远

远超出了他此前的认知，让他惊叹不已。随着

对中国的了解加深，苏汉森认识到，中国的繁

荣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作为一个

拥有 9100 多万党员的大党，中国共产党赢得

了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共党员所发挥的作用

令他尤为印象深刻。“一开始大家都很害怕，但

党员干部不顾自己的安危，冲在抗击疫情第一

线。燕京学堂的党员干部也是如此，他们有自

己的家庭，却把学生放在了第一位。这让我看

到，中国共产党在基层有着巨大的活力，始终

践行着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这就是中国疫情

防控快速取得成效的秘诀。”苏汉森指出，“一

个国家无论卫生系统多么发达，如果政府无法

把民众有效组织起来共同抗疫，效果也将大打

折扣。我的祖国借鉴中国经验，疫情防控也取

得了效果。”

留学期间，苏汉森不仅在课堂上学习有关

中国的知识，还积极参加校外活动，加深对中

国共产党各项政策的理解。“中国共产党实行

民主集中制，同时尊重党外人士的意见，这些

都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也让政府决策更

加科学、高效。各行各业的人士都能为党和国

家的发展献计献策。”学习期间，苏汉森作为北

京大学非洲学生代表，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

会就进一步发展非中友谊进行了交流。

两年的留学生活已进入尾声，苏汉森毕业

后将返回乌干达。“我希望将我在中国学到的

知识运用到建设我的国家之中，为乌干达与中

国的友好交往贡献一份力量。”

各行各业人士都能为国家发展献计献策
本报记者 强 薇 刘 慧

在 华 菱 安 赛 乐 米 塔 尔 汽 车 板 有 限 公 司

（VAMA）副首席运营官乔治·席尔瓦的办公桌

上，摆放着《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英文

版。“这套书蕴含了中国领导人的智慧，回答了

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发展的现

实问题，让我受益匪浅。”乔治对记者说，他在

书页空白处写下了心得感悟，并将书中有关内

容记录到电脑上。

乔治来自巴西，2011 年便来到中国，参与

VAMA 的筹建。VAMA 是钢铁制造商安赛乐

米塔尔集团与湖南华菱钢铁集团合资成立的

公司。工作中，身边的共产党员以身作则、率

先垂范，让乔治等外方员工打心眼里佩服。他

给记者举例说，酸轧生产线上的党员周路遥，

不仅本职工作做得出色，周末还去支教；设备

维护部门的党员吴君华，夜以继日地攻关轧制

断 带 技 术 难 题 ，将 产 品 的 断 带 率 从 7% 降 到

0.5%以下；去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维护

部门党员李思雅的爱人奔赴抗疫前线，几个月

来，她在后方兼顾工作和家庭，没有请一天假，

没有一丝抱怨……

近年来，乔治经常受邀参加公司党组织开

展的党建活动。通过参加活动，包括乔治在内

的外方员工对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程有了更

多了解。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许多党建活动与

公司生产经营紧密结合，让外方员工充分了解

与企业发展相关的党的路线方针。钢铁工业

是资源能源密集型产业，在公司党委的带领

下，VAMA 已将碳减排写入公司“十四五”规

划中。

“我来中国已有 10 年，见证了中国日新月

异的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越来越完善，人民生

活更加幸福快乐，社会治安秩序良好。疫情

防控中，中国政府及时采取疫情防控措施并取

得重要战略成果，强大的决策能力和组织能力

令人钦佩！”乔治说，安赛乐米塔尔集团还让他

们把中国的抗疫经验整理成文件，供集团在其

他国家的工厂学习。

打心眼里佩服身边的党员同事
本报记者 朱玥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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