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

——25 岁的美国小伙子迪伦·奥斯汀·沃克对

此深有感触。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最近，

他从北京语言大学毕业，取得了国际政治硕士

学位。

5 岁时，沃克就开始在家乡马萨诸塞州当

地的周末中文学校学习中文。随着逐渐长大，

他对中国的兴趣越发浓厚。2016 年，他来到

北京语言大学留学。在这里，他有了一个中文

名字——伍淡然。

留学期间，伍淡然去过中国的许多地方，

这让他不仅对中国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也对

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中国共产

党始终保持活力，有着能够长期为之奋斗的最

高理想和最终目标，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伍

淡然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

就，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在伍淡然看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

中国以实际行动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形

象。“中国是最早对外援助医疗物资和派遣抗

疫医疗专家组的国家之一，这是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的生动诠释，也推动了各国共同抗疫。”

他还用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向美国的家人和朋

友们讲述中国的抗疫故事。

伍淡然十分认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认

为这一理念是后疫情时代应对共同挑战的“人

间正道”。

“我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些什么？”

这是伍淡然一直思考的问题。在他看来，作为

一名青年，应当为推动世界和平发展而努力，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人生价值。“不

同文明使世界更加丰富多彩。各国青年可以

充分利用留学、旅游、就业等方式，增进不同文

明间的包容互鉴。”

他以北京冬奥会为例：“在开幕式上，各代

表团的‘小雪花’汇集在一起，最后共同构成了

一片‘大雪花’，象征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世界，也讲述着从‘我’到‘我们’的故事，传

递着‘一起向未来’的团结智慧。”

美中关系的发展和走向，是伍淡然一直关

注的重点。“我希望能和更多的两国青年一道，

为改善和发展美中关系注入新活力。”在华留

学期间，伍淡然很喜欢与身边的中国同学交

流，“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中国年轻人都非常

努力，这令我非常钦佩。他们很关注国家的发

展，视野开阔，善于学习，努力为中国发展贡献

力量。”

今年将召开的中共二十大是中国国内政

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伍淡然表示，希望更多

的国际友人可以通过这次重大会议更好地了

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全过

程人民民主这一民主新形态。

美国青年伍淡然——

“增进不同文明间的包容互鉴”
本报记者 刘军国

“从农业转型到工业

发 展 ，从 电 商 到 教 育 ，中

国 脱 贫 攻 坚 实 践 充 分 展

现 了 中 国 的 制 度 优 势 和

中国人民的智慧，凸显了

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为

世 界 上 其 他 国 家 树 立 了

典范。”

今 年 2 月 ，摩 洛 哥 主

流期刊《挑战者周刊》发表

题为《一名摩洛哥青年眼

中的中国脱贫攻坚实践》

文章，向世界介绍中国的

减贫成就。文章的作者是

哈纳内·塔米克，一名正在

武汉大学攻读电子商务博

士学位的摩洛哥姑娘。在

中国，她更喜欢被称呼中

文名——何晓娜。

留学期间，何晓娜曾

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组 织 下 访 问 山 西 吕 梁 兴

县，走进农民家中、扶贫生

产车间，近距离了解这里

的脱贫攻坚实践。当地的

电商扶贫举措吸引了她的

注意，“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农产品经过精心分拣、

深度加工、创意包装，价格翻了一倍。村民们利用互

联网零售商和直播平台销售这些农产品，在增加收

入的同时，也为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动能。”在何

晓娜看来，中国政府大力普及数字基础设施、组织电

商培训，农村电商发展迅速，已成为农民摆脱贫困的

重要工具。这次走访期间，围绕如何加强农村信息

服务站建设、建立扶贫电子商务站、进一步培养电商

人才等话题，何晓娜还从专业角度提出了自己的

建议。

“百闻不如一见。留学中国让我对这个地大物

博、人口众多的国家不再止于想象。我为见证了中

国的蓬勃发展感到自豪，也为不虚此行、收获颇丰而

无比骄傲。”在中国生活 8 年来，何晓娜对脚下这片

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一个普通的武汉清晨让何晓娜印象深刻。天空

刚刚出现一抹鱼肚白，街头已经有了步履匆匆的行

路者，环卫工人在清扫街道，出租车奔驰在大街小

巷，小吃店里热腾腾的粉面已经出锅……“我被中国

人民的勤劳和拼搏深深打动，正是这些普通劳动者

创造了中国的发展奇迹。”她认为，中国在过去数十

年中取得令人惊叹的发展成就实属不易，也绝非巧

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保了各项政策的实施和连

续性，营造了稳定的发展环境，也维护了国家的长治

久安。”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何晓娜选择留下同中

国人民共同抗击疫情。她捐赠了自己积攒的 5000
元人民币，并用亲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抗疫故

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一心抗

击疫情。这段与中国人民共同抗疫的经历，是我一

生难忘的记忆。”何晓娜动情地说。

青年是中非友好事业的未来。何晓娜是非洲—

中国青年领袖协会的成员，该协会经常举办有关中

非科技、商业等主题的网络研讨会，为青年交流搭建

平台。何晓娜每周都会为该协会撰写关于非中合作

的文章。“我衷心希望，非洲各国青年充分学习借鉴

中国发展经验，在未来成为非洲减贫事业的主力军，

推动非洲经济社会发展，延续非中人民世代友好。”

何晓娜说。

摩
洛
哥
青
年
何
晓
娜
—
—

﹃
一
生
难
忘
的
记
忆
﹄

本
报
记
者

白
紫
微

5 月底，巴基斯坦留学生保克顺利完成硕

士学位论文答辩后，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他参

加答辩的照片，并向中国科学院大学空天信息

创新研究院的老师们表达了感激之情。

今年是保克与中国结缘的第七个年头。

2016 年，带着对中国的向往，保克来到北京。

“中国的大学有着一流的教育水平，研究设施

也很完善。”完成语言学习后，保克申请了空天

信息创新研究院的地图学与地理信息系统专

业硕士项目，希望未来从事相关科研工作。

去年 11 月，中国成功发射了全球首颗专

门服务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科学

卫星——“可持续发展科学卫星 1 号”。保克

所在的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参与了卫星有效

载荷的研制工作，这让他倍感自豪。“我打算继

续在中国学习，攻读博士学位。”

“6 月 5 日，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这样的成就令人震撼！”保克非常

关注中国在空天领域的发展，也很关心巴中两

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合作，双方的潜在合作领

域包括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航天员选拔

训练及飞行、载人航天科学应用与成果转化等

方面。他表示，希望未来为两国密切在该领域

的合作作出自己的贡献。

在华学习期间，保克去过不少地方，他与

记者畅谈了去年 6 月的“国际青年中国行”活

动。在这次活动中，他去了陕西延安。除了在

宝塔山、延安革命纪念馆等地参观学习外，保

克还与其他外籍青年一同来到了位于安塞区

高桥镇的南沟村，亲身感受脱贫攻坚给当地带

来的巨大变化。

“村里过去出行困难，通信信号差，一年到

头也没有什么收入。”听着村民讲述曾经深受

贫困之苦的历史，再看看眼前环境优美、产业

发展势头良好的村庄新貌，保克非常感慨，“当

地党组织，尤其是村党支部书记在脱贫工作中

辛勤付出，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时隔一年，保克依然对南沟村党支部

书记张润生的事迹记忆犹新。在张润生的带领

下，南沟村发扬创新精神，开启了村企合作的发

展模式，将贫困户的土地统一进行流转，基础设

施不断完善，旅游业得以快速发展。村民的收

入显著提高，很多村民在家门口就能找到工作。

“南沟村的发展变化是中国取得脱贫攻坚

胜利的一个缩影，脱贫攻坚的成功离不开强有

力 党 组 织 的 带 头 作 用 和 人 民 群 众 的 共 同 努

力。”在保克看来，这些发展经验对于同为发展

中国家的巴基斯坦来说很有借鉴意义。“政府

通过提供农业技术培训、改善交通条件、推广

乡村旅游等举措，推动当地经济发展。这是一

种可持续的减贫和发展模式。中国的减贫经

验值得我们学习。”

也是在这次延安之行中，保克和其他外籍

青年还参观了“国际友人在延安”图片展览。

展览以 400 余幅珍贵照片，再现了以埃德加·
斯诺为代表的 150 多位国际友人抗日战争时

期在延安工作生活的情景。“他们是中国人民

的朋友，在当时搭建起延安与世界的友谊之

桥。而当今世界更需要我们互帮互助，齐心协

力应对全球性挑战。”保克说，他希望与更多中

国青年朋友增进沟通交流、互学互鉴，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

巴基斯坦青年保克——

“这是一种可持续的减贫和发展模式”
本报记者 时元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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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近年来近年来，，许多外国青许多外国青
年来到中国学习年来到中国学习、、工作工作、、生生
活活，，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
的中国的中国，，深切感受到中国深切感受到中国
在脱贫攻坚在脱贫攻坚、、抗击新冠肺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炎疫情、、共建共建““一带一路一带一路””
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等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
为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为世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
献献。。他们讲述中国故事他们讲述中国故事，，
成为促进中外友好的青年成为促进中外友好的青年
使者使者，，为推动构建人类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运共同体、、建设更加美好建设更加美好
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

安瓦尔·哈迪·西迪格来自苏丹，她有一个

好听的中文名字叫做陈晴空。提起中国，她

说：“我们一家都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

陈晴空的家乡在距离首都喀土穆 300 公

里的迈达尼市，她从小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

曾在当地的一家中资棉花加工厂工作，与中国

同事朝夕相处，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还在中国

政府援助的诊所接受过治疗。“这些经历使得

母亲一直对中国人民有着很好的印象，也对中

国有着很深的感情，她经常跟我说起一些与中

国相关的故事。”陈晴空说，母亲的讲述在她心

中播下了向往中国的种子，她希望有一天可以

去中国看看，去认识更多友好的中国朋友，也

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带着这份向往，陈晴空选择在大学期间就

读中文专业。2013 年，她获得孔子学院奖学

金，成为西南交通大学的留学生。在华留学期

间，她沉浸于中国灿烂悠久的文明和博大精深

的文化。“中国老师和同学的勤奋努力对我的

影响很大。”陈晴空笑着说，与他们相处，自己

也变得更加积极向上，在学习中讲究方式方法

和效率，眼界也随之更加开阔，“在中国的学习

经历是我宝贵的人生财富。”

毕业后，陈晴空返回苏丹，进入在苏中企

工作，还曾担任苏丹中资矿业协会秘书长。这

段经历令她切实感受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

意义和重要性。“中国企业本着互利共赢的理

念，给苏丹带来了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帮

助苏丹更好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在农业、矿

产、石油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同时，

中企的投资也带来了许多就业岗位，较好的工

资和福利待遇让我们当地员工的生活水平有

了显著提高。”陈晴空说。

身在苏丹，她依然对中国保持着关注。“无

论是令人惊叹的中国发展速度，还是打赢脱贫

攻坚战，摆脱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

困问题，这一切都是因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出的勇于担

当和积极作为，同样让陈晴空印象深刻。疫情

发生后，中国迅速反应，举国同心，全力保障人

民生命健康的行动令世界钦佩。“不仅如此，中

国还通过援助抗疫物资、捐赠医疗设备、派遣

医疗队等方式与包括苏丹在内的许多国家患

难与共、守望相助，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树立了典范。”

最近，陈晴空计划自主创业，与中国朋友

合作开展进出口贸易，向中国市场推介苏丹商

品，也把中国的商品引进苏丹。她对本报记者

表示，“我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做共建‘一

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

苏丹青年陈晴空——

“做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参与者”
本报记者 苏 航

图①：保克在“国际青年中国行”活动中体验中

国传统文化。

图②：陈晴空在工作中。

图③：伍淡然在北京语言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

办的读书会上分享读书心得。

受访者供图

图④：位于四川省宜宾市长宁县的宜威高速公

路施工现场。高速公路建成通车后，将带动乌蒙山

贫困地区加快发展。 兰 锋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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