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习近平主席给北京大

学的留学生们回信，鼓励他们更

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把想

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的人，为促

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

作用。作为一名留学生，我深受

启发和鼓舞。”来自哈萨克斯坦

的留学生张诺说。

张诺今年 29 岁，2017 年 9
月来到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

博士学位，现在是动物医学院

预防兽医学专业在读博士研究

生。她很喜欢在中国的生活，

用她的话说，这里“出行安全、

购物便捷、特色美食琳琅满目，

城市的现代化程度令人震撼”。

去 年 6 月 ，西 北 农 林 科 技

大学组织留学生来到陕西省镇

巴县开展科技支农助农活动，

张诺参与其中。“中国在脱贫攻

坚战中做出的种种努力、中国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农

村发生的翻天覆地变化都给我

留下了深刻印象。”

张诺和同学们刚到镇巴县

小洋镇时，村民们平日里没见

过外国人，起初颇有些不好意

思。相处一段时间后，当他们

听到张诺会说汉语，又了解养

羊相关技术，就纷纷来问她“怎

么养好羊”。

“对养殖业来说，疫病防控

特别重要。如果等到羊群生病

再治疗，万一是传染病，就会造

成羊群大量病死。”张诺反复给

村民介绍预防疾病的重要性以

及预防的重点：一是环境卫生

管理，要定期清扫羊舍，保证羊

舍干净整洁；二是做好消毒，把

环 境 中 残 留 的 病 原 微 生 物 杀

灭，降低疫病发生率。

在小洋镇的日子里，74 岁

的张开芝奶奶引起了张诺的注

意。“张奶奶长得很像我的亲奶奶。每次看到她时，总

让我想起远在哈萨克斯坦的家人们。”就这样，张诺有

了一位中国奶奶。

助农活动结束后，张诺回到了学校。因为自己的中

国奶奶，她一直记挂着这个山里的小镇。3个月后，她从

学校出发，几经辗转，经过 7 个小时的路程后，又来到了

小洋镇。与之前不同的是，这次张诺去的是张奶奶刚搬

的新家。

新家就在山脚下，是政府帮助修建的安居工程房，

房间宽敞又漂亮。奶奶知道张诺要来，特意提前把房

间打扫干净。两人一起做了午饭，开开心心吃完后，奶

奶又骑电动车载她去羊圈，看羊羔的生长情况。

按照张诺的指导，现在奶奶家的羊很少生病，羊舍

里也新添了几只小羊羔。“羊羔都长得很好！”奶奶告诉

她，在农牧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下，20 多户原本生活困

难的贫困户，每年每户都增加了万余元的收入，大家的

生活越过越好。“太让人欣慰了！”张诺很高兴。

到今年，张诺已经在中国学习生活了 4 年，她对中

国的了解也越来越深入。如今，她经常在网络社交平

台上传自己拍摄的视频，向哈萨克斯坦网民介绍中国，

分享自己在中国走过的地方。“网友们都很感兴趣。”她

还上传了和张奶奶的合影与视频，讲述在中国政府的

帮助下，张奶奶过上了幸福美好生活，引来了众多哈萨

克斯坦网友的点赞。

“中国能有今天的快速发展，都是中国共产党团结

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作为一名留学生，能

见证、参与中国的快速发展，我很荣幸。我希望能够向

世界传播更多真实生动的中国故事，让更多外国人了

解中国。”张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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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长期生活的外国人，见证着中国的快速发展，感受着真实立体的中国。在他们看来，中国取得今天的发展
成就，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努力奋斗的结果，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是靠奋斗创造出来的

图①：在 2020 年于上海举行

的国际葡萄酒与烈酒贸易展览会

上，陈仙妮在推广宁夏葡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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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②：张诺（左）和张开芝奶

奶在小洋镇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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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③：功必扬在苏州感受江

南水乡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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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④：在位于宁夏贺兰山东

麓的一酒庄的葡萄园内，当地高

校师生在研究葡萄栽培技术。

新华社发

每天清晨，陈仙妮开车从银川出发，驱

车约 1 个小时，经过连绵的葡萄园，就能来

到她工作的酒庄。

一路行进在贺兰山东麓，山势雄阔，山

脚是正蓬勃兴起的一片酿酒葡萄产区。陈

仙妮记得，以前经过这片地方，只能看到黄

沙和黄河。如今，这里变成了一块“在全球

都难得”的葡萄酒产业热土，一家家酒庄破

土生长，很多人的命运因产业兴起而改变。

在荒原上种植、采摘葡萄，酿造葡萄酒，再把

佳酿推广到世界。法国姑娘陈仙妮见证了

这项事业从无到有，绚丽展开。

未来将成为一个新的世
界级葡萄酒产区

陈仙妮讲一口流利的中文，她不仅是所

在西鸽酒庄的全球品牌大使，也是外界了解

这片新兴葡萄酒产区的“一座桥”。很多到

访这里的客人都听过她的讲解，经由她，知

道了当地发生的巨变。

西鸽酒庄位于贺兰山南端尽头，山背后

就是内蒙古的茫茫腾格里沙漠。酒庄就地

取材，用近 20 万块贺兰山石垒成环形的高

大墙壁，围住整个酿造厂区。其中除了林立

的酿造罐、恒温恒湿的储酒空间、封闭管理

的流水线，还有一座小型图书馆，一方庭院，

一片可以望向湖水和葡萄园的露台。

谁能想到，陈仙妮最早来到这里时，举目

只有一片荒原。山是秃的，地是光的，当地人

穷困自不用说，邀请她加入创业团队的老板张

言志也住在工地板房里，一天到晚“吃沙子”。

陈仙妮的家乡位于法国古老的葡萄酒产区

——勃艮第产区。大学时期在法国学习中文专

业的她，2011年来到中国，先在四川大学读书，

后在武汉、深圳等地工作，向中国推介法国和其

他国家知名产区的葡萄酒。回忆起当时的工作

环境，陈仙妮开玩笑说，“非常优雅光鲜”。

西鸽酒庄创始人张言志毕业于法国波

尔多葡萄酒学校。陈仙妮熟识他时，对方已

是一名资深葡萄酒经销商。因此，起初听说

张言志一头扎进中国西北创业，拿出大量资

金建设酒庄，陈仙妮满心疑惑。

“中国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处处有梦

想。”陈仙妮一了解才知道，宁夏未来将成为

一个新的世界级葡萄酒产区：地理纬度适

中，贺兰山脚下土壤矿物质含量丰富，砂砾

土适宜种植优质酿酒葡萄；日光充沛，控水

灌溉便利；该片区距离银川 1 小时车程，区

域位置称得上得天独厚……

张言志问她：“世界上成熟的产区很多，

但从零起步参与建设的葡萄酒大区，还能找

到第二个吗？”陈仙妮心动了。

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巨大
潜力，见证梦想如何变为
现实

中国创业团队的热情感染着熟稔葡萄

酒行业的陈仙妮。投身于宁夏葡萄酒产区

建设，令她兴奋不已。“我喜欢中国。这是个

很好的创业机会，我不想错过。”就这样，她

带着在中国的全部家当来到宁夏。

酒庄所在的青铜峡市，隶属宁夏吴忠

市。陈仙妮刚到这里时，酒庄建设刚刚起

步，她直接住进了“庄里”。种植采摘期，她

和工人们一起在葡萄园忙碌；酿造阶段，她

在车间里跟师傅们交流；到了推广季，她全

国各地四处出差。有时候，酿酒师直到半夜

还在加班，她就跟着后面尝样品、提意见。

在当地产业政策的引导下，创业者们脚

踏实地，辛勤耕耘，葡萄酒产业逐渐发展起

来。很多当地农民，包括一些曾经的贫困户

在酒庄找到了工作，增收脱贫，生活越来越

好了。一些高等院校的年轻人，毕业后也加

入了酒庄团队，许多新想法新创意不断产

生。贺兰山东麓产区逐渐为海内外葡萄酒

行业人士所知。2019 年，西鸽酒庄产出的葡

萄酒被联合国总部代表餐厅列入采购单，多

个品类打开了国内外市场。在 2020 年举办

的第九届宁夏贺兰山东麓国际葡萄酒博览

会上，贺兰山东麓与法国卢瓦尔蒙路易、西

班牙普里奥拉托等产区一同荣获“世界十大

最具潜力葡萄酒旅游产区”称号。

“葡萄酒的世界，像汉语的世界一样，越

学越觉得丰富。”在中国 10 年，陈仙妮从最

初的将外国葡萄酒带进中国，到将中国产的

葡萄酒推介给世界，看着中国葡萄酒产区的

蓬勃兴起，她深切感受到了中国市场的巨大

潜力，也见证了梦想是如何变为现实。

一个产业，每年为这里
带来 12万个工作岗位

去年受疫情影响，身在法国的陈仙妮无

法即刻回到中国。用她自己的说法，是在家乡

整整“困”了 8个月。中国的同事、朋友都在打

电话、发微信关心她。终于有机会返回中国

时，她立马在朋友圈告诉大家：“我回来了！”

“回到宁夏像是回到家，这个感觉太强烈

了。”陈仙妮说，她喜欢中国的发展速度，习惯

了这里的生活节奏。“总有一件接一件的事情

等着去做。”人们都为了更好的生活去奋斗。

“在中国，这是我身边很多人共有的状态。”

她回到宁夏，看到同事们在酿造一种新

口味的葡萄酒。蛇龙珠是一种有着中国特

色的酿酒葡萄品种。刚开始，人们认为这是

葡萄园中的杂果，没想到酿造出来的葡萄酒

给大家以最大的惊喜。“它的口感平衡柔和，

特别能表达宁夏的特点。我们希望把它做

成一款可以表达中国特色的酒。”陈仙妮说。

在酒庄的日子里，陈仙妮常常和这里的

员工聊天。酒庄葡萄园的很多员工都是从

西海固移民过来的，马成军就是其中之一。

他是固原市西吉县人，离开家乡来到酒庄，

先是学会驾驶拖拉机，后来又成为葡萄园的

技术骨干。如今，马成军已是一名园长，管

理着 600 多亩葡萄园、20 多名工人，还把全

家人都接到了酒庄附近的闽宁镇生活。

不忙的时候，马成军会跟陈仙妮讲以前

在西海固的故事，讲自己为了喝口干净的水

走几公里的山路。陈仙妮听着过去的故事，

看着马成军现在的变化，感慨不已。

“人们劳作，收获，再劳作，还有更大的

梦想在前面。”陈仙妮说，一个产业，每年为

这里带来 12 万个工作岗位。很多人也因此

拥有了更好的生活。“美好生活，就是这样创

造出来的，这就是我看到的中国。”

人人在奋斗，处处有梦想
本报记者 王汉超 秦瑞杰

“ 中 国 正 以 开 放 的 态 度 向 世 界 敞 开 胸

怀 。”在 中 国 学 习 已 有 10 年 的 阿 根 廷 人 布

莱 恩·冈 萨 雷 斯 感 慨 。 这 些 年 ，他 愈 加 感

受 到 中 国 人 对 本 土 文 化 的 自 豪 与 自 信 、对

外 来 文 化 的 尊 重 与 包 容 ，“ 小 康 社 会 收 获

的 不 仅 是 物 质 文 明 的 胜 利 ，更 是 精 神 文 明

的成长”。

与布莱恩·冈萨雷斯这个名字相比，他

的中文名“功必扬”更为中国电视观众和网

民熟悉。功必扬一直在制作讲述阿中两国

友好的短视频，发布在社交网络平台。视频

中，他与阿根廷朋友畅谈他们眼中的中国。

今年，他在阿根廷《号角报》上发表文章，

分享他在中国的故事。在文章中，功必扬向

阿根廷民众介绍中国发展的成功经验。他

说，中国成功消除绝对贫困，成功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

功必扬告诉记者，他欣赏中国，不仅因为

中国科技不断创新、生活十分便利，还因为中

国民众在与外国人的交流中，展现出的开放、

包容、自信。“中国传统文化以一种新的表现

形式活跃在当下。”功必扬注意到，中国年轻

人日常生活中的传统元素越来越多，像文化

创意产品、京剧风格的餐厅、诗词主题的酒吧

等，常能吸引众多顾客。

功 必 扬 认 识 一 位 重 庆 的 汉 服 爱 好 者 。

这位姑娘不但经常身着唐制汉服参加各种

展览，还自己设计汉服、运营商店、支持公益

活 动 ，与 一 些 博 物 馆 、艺 术 馆 开 展 推 广 合

作。功必扬也因此与汉服结缘，参加了一些

相关活动。“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发展中一

直扮演重要角色，在当下更是有了很多创新

的呈现，这背后展现出的是中国日益强大的

文化自信。”

2018 年，功必扬曾前往武汉体验京剧表

演。老师是个不满 10 岁的小姑娘，她的一招

一式、一颦一笑都恰到好处，专业程度令人赞

叹。在这位小老师的指导下，功必扬学习了

京剧《贵妃醉酒》选段，他感慨：“像京剧这样

的中国国粹，让我们获得感受美的能力，赋予

人们更强的精神力量。”

“ 拥 有 文 化 自 信 的 民 族 乐 于 与 世 界 交

流。中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也愿意

深入了解不同文化。”今年的牛年春晚上，阿

根廷探戈表演让功必扬印象深刻。伴随着

著名探戈曲《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玛丽亚》欢

快的旋律，身着阿根廷服饰的舞者时而环抱

旋转，时而踢腿跳跃，向观众传递着来自阿

根廷的热情与活力。“春晚是许多中国人春

节必备‘年夜饭’。在如此重要的时刻，探戈

让 阿 根 廷 与 中 国 民 众 共 同 分 享 节 日 的 喜

悦。”功必扬说。

精通汉语的功必扬用“兼收并蓄”来形

容中国文化的多元包容。他回忆起 2016 年

在 中 国 的 一 次 节 目 录 制 经 历 ，在 这 期 节 目

中，他披上一件阿根廷高乔人的斗篷出镜。

“ 斗 篷 在 不 同 场 合 有 多 少 种 穿 法 ？ 套 在 头

上 ，披 在 肩 上 ，系 在 腰 间 ，意 义 也 会 不 一 样

吗？”现场观众带着好奇连连发问。功必扬

没想到，身上的斗篷会引起中国观众的热情

追问。“他们追问的不仅是一件斗篷，更是传

统服饰背后的阿根廷文化。我感受到他们

对阿根廷文化的浓厚兴趣。”功必扬说，他希

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阿中文化交流更进

一步”。

中国向世界敞开胸怀
本报记者 姚明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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