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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康’一词源自中国先贤对理想社会的描

绘，承载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中国

共产党百年华诞之际，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这一数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英国巴斯

市副市长余德烁日前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感

慨道，“这是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一个激

动人心的重大事件，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兑现

了自己的庄严承诺。”

余德烁第一次到中国是在 1997 年，他在北京

师范大学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汉语教师培训项

目。两年后，余德烁再次前往中国，于 1999 年至

2001 年在北京大学做访问学者。其间，为了更好

地了解中国，他前往很多地方做田野调查。“我走

访了内蒙古、江苏、浙江、上海、河北、河南、湖北、

陕西、山西和湖南等地，不仅到大城市考察，还跑

到一些偏僻乡村去做调研。”

湖南省茶陵县下东乡的长乐村给余德烁留下

了格外深刻的印象。他回忆道，记得当时该村没

有公路、不通汽车，他特地借了一辆摩托车前往，看

到村里的小学是破旧的房屋，人们的生活水平很

低。“2019年，当我时隔近 20年再次访问长乐村时，

那里发生的变化几乎让我不敢认了！”余德烁说，通

向村子的公路修得平平整整，村里的小学旧貌换

新颜，崭新的楼房取代了老旧的房屋。人们的生

活水平大幅提高，很多人翻盖了房子，日用家电一

应俱全，有的人家还买了汽车。特别是老人们每

个月都能领到养老金，脸上总是挂着笑容……

什么是茶陵县的发展密码？通过实地走访调

研，余德烁了解到，由于实施了精准扶贫政策，茶陵

县在 2018年成功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他

说，“当地一些戴了多年‘贫困帽’的农民告诉我，过

去的扶贫政策像大水漫灌，一些极端贫困人口没

有得到有效帮扶，一些扶贫项目与当地资源也不

匹配，结果大都半途而废。实施精准扶贫后，根据

每个地区、每户人家的具体情况制定扶贫措施，对

扶贫对象实行精准化帮扶，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

在扶贫对象身上、真正用到了贫困地区。”

“茶陵县拥有良好的生态资源，当地政府积

极发展生态旅游，很多农户办起了农家乐和民

宿，从此摆脱了贫困，走上了富裕的道路。”说起茶

陵县的精准扶贫举措，余德烁举例说：为了帮助

一些残疾人和无法外出打工的贫困户，很多村子

建立了扶贫车间，经过正规培训后，他们在家门

口有了稳定的工作；电子商务加快了很多地方脱

贫致富的步伐。

“这些年来我走访了中国很多地方，茶陵县

的变化只是中国发展进步的一个缩影。”余德烁

说，习近平主席曾强调，“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

乡”“没有农村的小康特别是没有贫困地区的小

康，就没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最令人佩服的正是‘全面’二字。中国有

14 亿多人口，要让所有人都摆脱绝对贫困，这是

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余德烁认为，如果不把

所有人的疾苦装在心里，不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

利益看得最重，中国共产党就不会自我加压提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更不会攻坚克难，最

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在余德烁看来，放眼全球，贫困问题依然是困

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顽疾。占世界人口近 1/5的

中国全面消除绝对贫困，提前 10 年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减贫目标，其成功经验值

得广大发展中国家借鉴。“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理论和实践，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

径，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英国巴斯市副市长余德烁

“这一数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本报记者 任 彦

今年 5 月中旬，一部名为《走近大凉山》的纪

录片登陆日本的门户网站雅虎日本首页。“我想

做的，只是呈现真实的中国。在大凉山，我看到

了新的希望。”制作该片的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

亮对本报记者如是说。

自 2013 年从日本移居中国江苏省南京市之

后，陆续制作了《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南京抗疫

现场》《好久不见，武汉》《后疫情时代》等纪实作

品，以其独有的风格介绍真实的中国，受到各国

观众喜爱。

《走近大凉山》一片中，竹内亮延续了自己

“导演+主持”的风格，以自身在大凉山的个人旅

行体验为脉络，生动讲述了多组人物故事，包括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悬崖村易地扶贫

搬迁村民、昭觉小学足球队教练和学生、布拖县

小学支教教师和学生以及他们务农父母等。通

过这些人物故事，纪录片以国际视角讲述了大凉

山各族群众同心奔小康的生动场景，揭示大凉山

正在发生的深刻巨变。

“我想亲眼看看大凉山如今的变化。”竹内亮

这样解释拍摄纪录片《走近大凉山》的初衷。2010
年，竹内亮为拍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曾到访

大凉山。当时，因山势险峻，竹内亮只能依靠肩扛

驴驮拍摄设备进山。如今，拍摄团队的车可以顺

利开到许多村民家门口。在安装了新钢梯的悬崖

村，山上卖水的老奶奶收款时随手亮出了二维码；

易地搬迁的村民们在城镇里学上了新技能……竹

内亮感叹，“这一切让我见证了大凉山正在焕发新

的生命力，知道这片土地上已经有了新的故事”。

全面小康路上不能落下一个民族、一个家

庭。在纪录片拍摄中，昭觉县哈甘乡村民俄木依

伍，给竹内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她过去的家距悬

崖村不远，那里海拔 1400多米，与地面垂直距离约

800米，村民们此前进出村子大都需要沿着悬崖绝

壁攀爬藤梯，交通颇为不便。然而，易地搬迁和技

能培训为俄木依伍开辟了新的幸福路。如今，她

的两个女儿凭借奖学金完成大学学业、成为教师，

丈夫则一直在外打工负担家用。

易地扶贫搬迁不仅仅是换一个生活地点，而

是要让搬迁群众体会到人生的新滋味、享有更加

美好的生活。“刚刚搬下山的俄木依伍虽然普通话

不流利，但她终于不再是只能独自守着破败的土

坯房，依靠摇摇欲坠的藤梯与外界交流的家庭妇

女。搬进昭觉县集中安置点的新家后，俄木依伍

打破与世隔绝的状态，收获了与更多人交流和获

取外界信息的机会。她参加了县里组织的彝绣培

训班，凭借自己熟练的技艺制作工艺品出售，兼顾

家庭的同时还能为自己带来一笔收入，用双手改

变命运。”竹内亮通过纪录片向人们介绍一个普通

少数民族村民如何过上小康生活的故事。

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接受良好教育，是扶贫

开发的重要任务，也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

途径。为了更真实地呈现大凉山的面貌，竹内亮

还探访了昭觉县足球基地，对话当地小学的支教

志愿者、小学生，亲身参与彝族的火把节，与当地彝

族居民同吃同住。“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了当地人走

下山、走出去、用知识摆脱贫穷的强烈意愿，也看到

了新的希望，那就是当地孩子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对建设家乡的憧憬。”竹内亮感叹道。

“中国是拍不腻的，越拍越有趣。”竹内亮对于

中国的快速发展怀有浓厚的兴趣。竹内亮表示，

“我还想拍摄更多介绍中国普通民众生活的纪录

片，让各国人民了解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真实客

观的中国，了解中国普通民众的小康生活。”

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

“大凉山正在焕发新的生命力”
本报记者 岳林炜 刘军国

建党百年之际，

中国共产党带领中

国人民实现了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全

面建成了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

对贫困问题。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向前

迈出新的一大步

在与中国社会

有过接触的国际人

士眼中，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并不抽象，而

是具体地体现在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各

个方面和普通老百

姓的生活之中

什么是“小康社会”？中国为何以此

作为国家发展的目标？这一目标能否实

现？多年前，当沙基勒·拉迈把中国作为

研究方向时，他不禁感叹中国思想文化源

远流长，中国古代先哲对理想社会的憧

憬，竟然成为了现代中国的奋斗目标。

拉迈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有着丰富

的内涵，“可以从社会治理的宏观层面来

看，也可以通过放大镜来细细察看”。作为

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中国研

究中心主任，他在对中国经济社会开展研

究的同时，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

人民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历

程。“从学术研究的数据和图表中抽身出

来，我真实地感受到中国人民的生活正一

天天变得更好”，拉迈说，作为中国的“巴

铁”朋友，他为此感到由衷的欣喜。

拉迈到访过中国的许多地方，最让他

印象深刻的是遇到的许多年轻人。2017
年，拉迈受邀前往贵州调研扶贫情况。坐

着高铁穿越贵州的喀斯特地貌，列车在桥

梁隧道交替之间“移步换景”。拉迈惊叹

于中国基建的快速发展，同时意识到，这

样独特地形条件也对当地经济发展形成

了制约，要实现脱贫并不容易。

“从蜿蜒的公路和弥漫的山雾就能知

道，我们到访的乡村条件十分艰苦。”拉迈

回忆说，他们乘车探访贵州深山之中的乡

镇，一位担任驻村干部的年轻中共党员接

待了他们。交流中，这位驻村干部介绍了

村里的特色产业——竹笋，向他们介绍了

当地实现脱贫的经济账。“育林、采摘、保

险、运输、销售，一切的成本核算清清楚

楚，村民们忙碌一年的收获实实在在。”这

位年轻人的敏锐和实干精神让拉迈感动，

通过交流，拉迈得知，在大学毕业后他主

动回到家乡贵州，希望为改善当地人民的

生活作一份贡献。

拉迈了解到，经济作物和特色农产品

种植是贵州扶贫的一项重点工作。“新修

的道路为产业发展创造了条件，但要实现

产业发展，更重要的是村里能有这样的带

头人。”拉迈说，从这个案例可以看到，中

国扶贫取得成功的秘诀之一，正在于这些

学有所成后主动回到家乡，愿意为家乡做

事情的年轻共产党员。

从宏观的角度，拉迈在贵州看到的

是扶贫实践的“组合拳”：从纵横交错的

高铁公路，到村村实现通水通电通网；从

因地制宜实行的产业扶贫政策，到对特

困地区开展易地搬迁工作；从承接东南

沿海轻工制造产业，到挖掘开发当地旅

游资源……贵州从聚集了许多连片特困

地区的脱贫“困难”省，变成如今产业发

展迅速，处处都有商机的好地方。“从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的高层引领与政策

支持，到年轻的基层党员干部务实工作，

在贵州，这幅上下一心的奋斗脱贫图景

令我震撼。”拉迈说。

2018年，拉迈率巴基斯坦青年代表团

来到青岛参加上海合作组织青年论坛，作

为东道主的中国青年让他印象深刻。拉迈

说，各国青年代表在论坛上齐聚一堂，中国

代表团热情而谦逊地欢迎大家到来。

“在论坛安排的企业访问和青年交流

工作坊环节，年轻的科学家向我们展示了

‘中国创造’的最新成果，年轻的创业者向

我们展示了中国社会为创业提供的无穷

可能性。”拉迈说，中国青年不畏竞争，更

懂得合作。在上合青年论坛，他们毫无保

留地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方法，热情邀请

各国青年参与创业项目，敞开胸怀与世界

分享他们的成果。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产党带

领中国人民完成的伟大奇迹。在这一历

程中，新一代中国青年人成长起来，成为

中国未来发展的宝贵财富。”拉迈说，“青

年人的风采让我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

他们具有奋斗精神和创造活力，必将为推

动中国向前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巴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迈

“青年人的风采让我对中国未来充满信心”
本报记者 程是颉

韦斯利·道格拉斯有不少头衔，南非

政府高级顾问、前国会议员、非中友好协

会常务秘书等，但让他格外珍视的是“非

洲碳交易所董事”。这缘于他一直怀揣

的绿色梦想，而这个梦想的渊源与中国

有关。

在 2008 年以前，道格拉斯对中国的

印象大多来自西方媒体。“它们描述的中

国好像总是灰色的”，然而，那一年的 11
月，当道格拉斯第一次前往中国，他被北

京的一抹抹“亮色”所感染。

最先让道格拉斯感到意外的是故

宫、颐和园里如潮的人流。“我知道北京

奥运会刚刚开完，一定有很多人想去那

里看一看，但没想到人会那么多。这正

是中国国富民安的印证，因为老百姓钱

袋子鼓了、有闲暇才可能去旅游。”北京

的夜晚同样让道格拉斯着迷，“我去过伦

敦、巴黎等时尚之都，北京在这一方面毫

不逊色。让我印象格外深刻的还有那红

彤彤的糖葫芦，驴打滚儿一口咬下去粘

满嘴的黄豆面……”

那些北京的色彩让道格拉斯难忘，但

当时中国之行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考察

北京绿色交易所（原北京环境交易所）。

道格拉斯至今对北京 2008 年办绿色奥

运、成立这一交易所的创举深感钦佩，“成

立北京绿色交易所，更好地实现了为企业

节能减排、低碳发展提供服务，同时也为

国际气候合作作出了贡献”，“在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路上，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绿色

环保的生活环境，这与中国政府提出的建

设美丽中国的理念相一致”。

道格拉斯之后几次去中国考察碳交

易市场建设的经验，让他对中国的“绿色

发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记得在山东

滨州，道格拉斯对当地一名企业负责人

提出了内心的疑问，“中国中小城市的企

业会不会对环保不关心？”得到的回答很

明确——“不关心就关门，我们走过一段

先发展再治理的老路，事实证明那是事

倍功半的。现在考核企业的多项标准

中，环保指标有一票否决权，哪家企业还

敢不抓环保？”

在接触中，很多中国人也对非洲国家

来中国学环保感到好奇。道格拉斯对此

解释道：“中国人的环保理念、技术和经验

都值得非洲学习。同样作为发展中国家，

中国对非洲的帮助更加切合实际。非洲

许多国家还很贫穷，但当地人也意识到需

要更好地学会与自然共处，环境保护也是

非洲国家向中国学习的重要领域。”

2015 年 10 月，非洲碳交易所在南非

约翰内斯堡正式成立，它将帮助南非乃至

非洲各国应对气候变化，推动低碳发展。

在揭牌仪式上，非洲碳交易所和中国方面

签署了框架合作协议，中国将为非洲碳交

易市场建设提供技术支持和服务。

道格拉斯最近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3
年前。初夏的广州温暖宜人。“我去了广

东的多个城市，不论走到哪里都是碧空如

洗、天气很好，中国‘蓝天保卫战’已取得

明显成效。要知道气候治理、保护生态环

境并非一日之功。”道格拉斯强调，“我尤

其钦佩中国政府政策的连续性，它反映出

的是中国制度的巨大优势，这是西方国家

及其政党不可比拟的。同时中国人民不

仅吃苦耐劳，而且有共同的信念，那就是

一定要努力创造美好生活。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意味着中国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

上迈出了一大步，我想我们非洲人在追求

美好生活上也有着同样的梦想。”

南非政府高级顾问韦斯利·道格拉斯

“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绿色环保的生活环境”
本报记者 邹 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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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眼中的小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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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①：：2019 年 10 月，英国巴斯市副市长余德烁在湖南茶

陵县长乐村与当地村民合影。

图图②②：：2020 年 7 月，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右二）与凉山

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哈甘乡村民一起收割荞麦。

图图③③：：2017 年 9 月，巴基斯坦可持续发展政策研究所中国

研究中心主任沙基勒·拉迈在北京长城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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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④④：：近年来，重庆万盛经开区黑山镇南门村依托当地良

好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浓郁的民俗风情、乡土文化，盘活农村闲

置农房，实现了农村变景区，农房变客房，产品变商品，更多人

走上了致富路。图为南门村远景。 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