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让
更
多
人
听
到
精
彩
的
中
国
故
事
﹄

外国青年走读中国

在书籍中阅读中国，用脚步丈量大地，以专业研

究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贡献力量——这是巴基斯

坦青年佐恩·艾哈迈德·可汗（中文名明竺）的生活和

工作日常。谈起 7年来走读中国的感受，她说：“中国

是高速发展、充满活力、具有包容性的国家。”

去年，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明竺特意

前往上海、浙江嘉兴等地参观，探寻中国共产党诞生

的故事。明竺还与其他 35 位“国际青年领袖对话”

项目外籍青年代表给习近平主席写信，讲述他们在

中国各地走访的体会感悟，表示希望发挥桥梁作用，

更好促进中外交流对话。2021 年 8 月 10 日，习近平

主席给“国际青年领袖对话”项目外籍青年代表回

信，对他们积极到中国各地走访、深化对华了解表示

赞赏，鼓励他们加强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青春力量。“收到习近平主席的回信感觉

非常荣幸，感受到巨大鼓舞。”明竺说。

明竺小时候，父亲出于工作原因经常到访中

国，带回了许多纪念品、图册和照片，这些元素构

成了她幼时对中国最初的印象。进入大学，明竺

选择的专业是政治学。“巴基斯坦和中国接壤，两

国人民感情深厚。同样是发展中国家，中国是如

何在短短几十年内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的？”在

老师的建议下，明竺决定到中国去寻求这个问题

的答案，她渴望通过解读中国的成功密码为巴基

斯坦寻找机遇。

2015 年，明竺申请成为清华大学的硕士研究

生，主攻中国外交政策研究。“自 2013 年中国提出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各类围绕倡议的合作项

目陆续启动并扎实推进。时至今日，这些项目所取

得的阶段性成果显著地推动了沿线国家和地区的

经济发展、民生改善。”明竺告诉记者，作为中巴共

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典范，中巴经济走廊从 2013

年启动建设至今，多领域的合作项目如雨后春笋般

涌现并成长，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明竺曾多次实地考察瓜达尔港等中巴经济走

廊框架下的项目，亲眼见证了两国携手推动中巴经

济走廊高质量发展，其中诸多细节令她印象深刻

——孩子们在中企援建的友谊学校里学习，认识更

大的世界；年轻人接受技能培训后找到稳定的工

作，有了更好的未来；偏远山村的女孩走出大山，获

得了学习和工作的机会……“这些变化在过去不敢

想。”明竺感慨，“‘一带一路’建设不仅助力国家经

济发展、改善升级基础设施，也把当地民众的发展

需求作为重要考量，有效增进了民生福祉，所有的

这些让我坚信共建‘一带一路’是值得信任的倡议，

参与其中会给我们带来切实的福利。”

学术研究之余，明竺参与了“国际青年中国行”

活动，到访四川、陕西、江西等多地的城市、乡村，领

略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了解文化遗产保护、基础设

施建设、环境保护等实践。她也曾和中国媒体一起

追寻乡村振兴的故事，“在云南省丽江市华坪县，村

干部对我们所问及的芒果品类、农户数量、种植面

积、销售渠道等问题如数家珍，能看出来他们全心

全意地投入乡村振兴的工作中，对村里发展的每一

个细节了如指掌。”明竺说，在中国多地的探访经历

让她更加深刻体会到中国巨大成就的背后，凝聚着

一代代中国人的实干、付出和智慧。

如今，明竺正在清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将

上海合作组织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区域间互

动作为日常研究关注的重点。她的身影也活跃在

各类论坛和媒体活动中，“通过工作和学习，我希望

架起一座两国沟通的桥梁，向巴基斯坦的人民讲述

更多在中国的所见所闻所感，让更多人听到精彩的

中国故事，更好地读懂中国。”明竺说。

“中国是高速发展、充满活力、具有包容性的国家”
本报记者 屈 佩

联系上汉迪·尤尼亚多时，他正为前往云南

拍摄《“无穷”中国路》系列微纪录片忙碌。该系

列微纪录片聚焦“减贫与包容性发展”议题，记录

了包括新疆、云南在内的中国多地普通家庭的生

活变化。“我希望通过这一系列微纪录片，讲述中

国普通老百姓的脱贫故事，激励包括我的祖国印

度 尼 西 亚 在 内 的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借 鉴 中 国 经

验，带领民众摆脱贫困。”汉迪表示。

“在与一些新疆家庭相处的过程中，我时时

刻刻感受到他们生活的宁静、美好。”翻看汉迪的

社交媒体内容，新疆的美景、美食和人民不时出

现在他所分享的短片之中，“在中国，新疆是我特

别 喜 欢 的 地 方 。”他 直 言 ，“ 很 幸 运 能 够 来 到 新

疆，欣赏这里的美丽风光，看到这里的人们通过

自身的努力摆脱贫困，过上好日子。”

2015 年，汉迪来到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学院

担任印尼语教师。“一直以来，中国悠久的历史文

化 深 深 吸 引 着 我 。”他 说 ，“ 来 中 国 任 教 后 ，我 开

始学习中文，进一步加深了对中国的了解。”如今

汉迪常居北京，可以用中文交流和阅读，也越来

越习惯这里的生活。“在北京住久了再回印尼老

家，家人、朋友说我走路、吃饭、说话的速度都变

快了。”汉迪笑着说。

汉 迪 喜 欢 探 索 不 同 地 区 的 风 土 人 情 ，每 逢

学 校 放 假 ，都 会 出 趟 远 门 。 2015 年 至 今 7 年

间 ，他 走 了 中 国 许 多 地 方 。 在 这 些 旅 程 中 ，他

通 过 摄 影 、写 作 ，记 录 下 中 国 的 发 展 变 迁 ，“ 中

国 的 河 流 山 川 令 我 流 连 忘 返 ，中 国 人 民 的 勤 劳

善 良 让 我 印 象 深 刻 。”汉 迪 说 ，“ 近 年 来 ，在 中 国

政 府 和 人 民 的 共 同 努 力 下 ，中 国 在 经 济 、科 技 、

基 础 设 施 等 方 面 发 展 迅 速 ，人 民 生 活 水 平 不 断

提 高 。”

在 汉 迪 拍 摄 的 视 频 中 ，一 则 有 关 2022 年 北

京冬奥会的短片广受关注。片中，他探访了北京

玉渊潭公园冰雪游园会，向观众介绍北京市民如

何在城市中体验、参与冰雪运动。“在筹备北京冬

奥 会 的 过 程 中 ，人 们 对 冰 雪 运 动 的 热 情 不 断 上

涨，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其中。一到冬天，北京的

一些公园就会开辟冬季运动场地，建起冰雪游乐

设施。如果你在冬天走进这些公园，能看到冰场

上热闹非凡，人们脸上洋溢着欢乐和幸福，这氛

围令来自热带国家的我也受到感染，禁不住想上

去试试身手。”汉迪说，他已经尝试过滑雪、冰壶

等冬季运动，每当他将自己滑雪的照片发给远在

家乡的亲友时，总能赢得一片赞叹。

“北京冬奥会期间，数百名北京外国语大学

学生参与了志愿服务工作，为促进文化交流发挥

重要作用，我为他们感到自豪。”汉迪很高兴，在

这些志愿者中也有他的学生。从事印尼语教学

工作以来，他和学生参与了两国文化交流的许多

活 动 ：参 加 研 讨 会 、工 作 坊 ，撰 写 文 章 ，制 作 视

频 ，与 学 生 一 起 翻 译 双 语 诗 歌 等 文 学 作 品 ……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增进两国人民对彼此的了

解，加强两国友好往来。”汉迪说。

“中国人民的勤劳善良让我印象深刻”
本报记者 杨 一

“我撰写的英文书《上海，新时代的中国之窗》

即将出版。选择以上海作为书写的对象，是因为这

座城市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之一，从上海的

发展故事中，读者可以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发展

方向。”来自英国的杰米·利·莱特（中文名杰霖瑞），

向记者讲起与中国结缘的故事。

杰霖瑞曾在英国利物浦大学修读硕士学位，读

书期间，他与留学英国的中国姑娘相识相恋。2018
年 8 月，杰霖瑞决定飞往北京与女友相聚，由此开

启了他的中国之旅。“一开始，我并不确定会待上一

年半载还是更久。”杰霖瑞直言，在这里生活的点点

滴滴让他爱上了这座城市，并最终决定留在中国生

活和工作。

“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总能感受到人们对于

外国朋友的友好和欢迎。”杰霖瑞回忆起刚到中国

的感受，“经常有小朋友用英语向我问好；也有叔叔

阿姨对我说，‘欢迎你来到北京’，这些都让我感到

温暖。”行走在不同城市，舒适便捷的社区生活和居

民满满的幸福感也让杰霖瑞印象深刻——很多中

老年人会一起跳广场舞，或是在公园里一起打太

极拳，还有人在工作间隙踢毽子。“我妈妈来中国

时，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坐在小区里观察这些热闹、

生动的生活场景。”杰霖瑞说。

2019 年，对传媒行业颇有兴趣的杰霖瑞加入

中国外文局旗下的“聚焦中国”（China Focus）团

队，成为一名记者，并开设了自己的专栏，发表评论

文章及其他新闻作品。出于工作原因，杰霖瑞有机

会到中国的很多地方走访。第一次出差，他去了河

北张家口的崇礼区。根据自己的亲身见闻，杰霖瑞

用英文撰写了专栏文章《从贫穷到繁荣：崇礼的故

事》，详细记录了在政府部门、投资者和当地人民的

共同努力下，崇礼借助冬奥会举办的契机，从一个

国家级贫困县变成旅游经济蓬勃发展的滑雪胜地，

提升人民生活福祉的故事。

“在崇礼区的上窝铺村，我看到新社区建起来

了，沥青路铺起来了，混凝土砖房盖起来了，老百姓

的生活越来越好。”杰霖瑞感慨。

不只上窝铺村如此，在云南的怒江傈僳族自治

州、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等地，杰霖瑞目睹了一

个个基础设施建设启动、一项项扶贫政策“不让一

个人掉队”。“我见证了中国昔日贫困地区的居民在

生活上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人类历史上振奋人心

的成就。”杰霖瑞感慨。

2020 年 ，收 录 杰 霖 瑞 3 篇 文 章 的《和 你 在 一

起——25 国外籍专家战“疫”实录》一书出版。文

中，他记录了中国人民齐心抗疫、共克时艰的努力，

也对一些国家别有用心的抹黑行为进行批驳。这

些年，杰霖瑞一直努力向世界展示“更真实客观的

中国”。未来，他期待继续在中国写出更多作品，向

世界讲述中国故事。

“这是人类历史上振奋人心的成就”
本报记者 时元皓

“近年来，中国与各国的人文

交流活跃，国际合作密切。我为

自 己 能 参 与 其 中 感 到 欣 喜 和 自

豪，这无疑是人生中最正确的决

定之一。”接受记者采访时，中乌

（黄埔）国际创新研究院国际技术

转移经理安娜·多森科感触良多。

3 年前，俄罗斯姑娘安娜来到

中国，和丈夫一同定居广州。“走

访游历过很多城市之后，我最终

定居广州——一个温暖湿润的城

市，这座城市满足了我童年对理

想居住地的憧憬。”除了宜人的气

候，广州的发展速度与创新活力

也令安娜印象深刻。“我所在的广

州市黄埔区有许多科技园区，创

新企业和孵化器遍布于此。”安娜

说，在全球化进程加快技术和产

业升级步伐的今天，广州为创新

产业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在

这里我既能找到飞速成长的创新

企业和前沿研究机构，也能看到

中国乡村振兴，全面感受到发展

的活力。”安娜说。

在 中 乌（黄 埔）国 际 创 新 研

究院，安娜负责俄罗斯、白俄罗

斯等国的新材料、节能环保、智

能 装 备 制 造 等 领 域 技 术 在 中 国

华 南 地 区 和 上 合 组 织 示 范 区 的

推广和落地。她与团队还积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的国

际科技和贸易合作，包括为中外企业、研究机构和成果

转化机构提供国际资讯共享服务、技术转移转化、创新

人才交流引进、产能合作和商旅文融合服务等。

为做好这份工作，她需要了解各国创新政策、熟悉国

际科技创新资源分布。不久前，安娜参与的讲述“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短视频作品获得国际青年智汇行

动“十佳提案”。“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沿线

国家和地区获益良多，带来了许多发展的活力和机会，许

多国家渴望与中国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我希望成为中国

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之间合作的桥梁。”安娜说。

功夫不负有心人，安娜致力于两国友好合作的努力，

不断收获成果。两年来，上合示范区与俄罗斯萨马拉州

经济投资区、日古利高新科技园签约，上海合作组织国际

创新和产能合作资源数据库启动……每一个进展都让安

娜振奋激动。“在我看来，中国与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之

间拥有着巨大的合作空间和潜力，蕴藏着宝贵的机遇。

这些合作对于参与其中的国家意义重大，我渴望能为其

贡献自己的力量。”

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无论工作还是生活，安娜总能感

受到友好的氛围，“遇到问题时，总有中国朋友热心地伸出

援手。尽管在异乡，我却总能感受到来自朋友、同事无微不

至的关心和支持。每个节日我们都会聚在一起做菜、谈心，

这种舒心、自在是实实在在‘家’的感觉。”在刚刚过去的中

秋节，安娜还和家人一起亲手做了月饼，送给同事和朋友。

未来，安娜还有很多计划和期待。她希望能创办一

个俄中联合学术孵化器，用于支持学术交流和教育项目；

也希望参与推动更多国际创新和产能合作项目落地，吸

引更多国外专家和优秀青年人才来中国工作，为推动中

外合作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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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 10年来，越
来越多外国青年在中
国求学、工作、生活。
他们努力探寻中国的
发展奥秘，对中国的了
解 和 认 知 日 益 加 深 。
他们积极向世界分享
各自的中国故事，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青春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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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安娜在 2021 年举行的中

新广州知识城“疫情防控与城市治

理能力现代化”研讨会上发言。

图②：明竺在 2021 年 11 月举行

的“中国与联合国：50 年合作历程

与未来发展”论坛上发言。

图③：汉迪在外研社参观交流

时留影。

图④：2022 年 9 月，杰霖瑞参加

“国际青年中国行”在江西上饶市婺

源县的乡村考察。

以上均为受访者供图

图⑤：新疆博湖县的博斯腾湖生

态环境逐年改善，成为鸟类迁徙途

中停留、觅食、繁殖的欢乐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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