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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宝云（左）在闽宁镇与当地居民交流。

图②：泰瑞尔在太原汾河公园骑行。

图③：贺巴在阅读书籍。

图④：阿贾伊（左二）和同事们在工作。

以上均为受访者供图

图⑤：太原汾河景区远景。 李联军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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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一周的忙碌，周六一早，贺巴约上三五

好友，来到河南省郑州市惠济区的沿黄生态廊

道慢跑。中午时分，在附近寻一处农家乐，点上

一条地道的黄河鲤鱼，大家一起大快朵颐。每

到周末，到黄河岸边休闲游玩，已成为贺巴钟爱

的放松方式。

贺巴来自突尼斯，今年 30 岁，已在郑州生

活了 8 年。2012 年，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就被中

国传统文化深深吸引，决定大学毕业后来中国

留学深造。2014 年，贺巴从突尼斯迦太基大学

高等语言学院中文专业毕业，来到郑州大学攻

读汉语国际教育专业硕士，后又在郑大获得公

共管理博士学位。去年，她成功申请博士后，在

郑大历史学院世界史博士后流动站工作，开展

中东历史问题研究。

“‘黄河之水天上来’，我第一次来中国时就

听说过关于黄河的诗句，亲眼看看黄河的波澜

壮阔曾是我的愿望。”刚到郑州不久，贺巴就和

同学一起来到黄河岸边参观游览。站在黄河岸

边，远眺滚滚东流的黄河水，贺巴想起流经家乡

突尼斯的迈杰尔达河，“在那一刻，我想到了故

乡，也更加理解黄河作为中华民族母亲河的深

刻含义。”

共同抓好大保护，协同推进大治理，黄河正

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如今，黄河边的生态

明显改善了。”贺巴回忆，刚来郑州时，冬天常有

雾霾，天空灰蒙蒙的；黄河沿岸时有私搭乱建，

滩涂上也能看到垃圾，每次为了找一个好的观

景位置，贺巴要走很久。近年来，这里的面貌发

生了巨大变化，天蓝了，水清了，城市更加整洁

美观。

“黄河沿岸已经成为市民亲近自然的好去

处。”贺巴说。近年来，郑州市大力实施生态保

护修复工程，完成沿黄生态带绿化提升 1685 亩，

造林绿化 2.4 万亩，还打造了全长 76.5 公里的沿

黄生态廊道，廊道两侧鲜花簇拥，不远处滩地里

青草茂密，每隔一段就建有专门的观景平台。

探寻黄河文化是贺巴的爱好。她梳理了有

关黄河文化的旅游资源，一到假期，便走进河南

博物院、嵩山少林寺和双槐树遗址等名胜古迹，

实地感受黄河文化。“这是我跟朋友参观少林寺

塔林时拍下的照片。”“这是我去河南博物院参

观时拍下的短视频。”……贺巴拿出手机，与记

者分享她的见闻。“我把自己看到的风景、感受

到的历史底蕴分享给家人，他们都非常希望有

机会来河南逛一逛、看一看。”这几年，贺巴用镜

头记录下在郑州生活的精彩瞬间，发布在社交

平台，收获了不少网友的点赞，“希望让更多人

感受到黄河文化的魅力。”

2018 年，突尼斯同中国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谅解备忘录。“期待阿中之间开展更多的交

流与合作，尤其是文化领域的合作。在郑州生

活多年，我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越来越强，开满

鲜花的沿黄生态廊道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愿做

传播黄河文化的使者，让更多人听到黄河的故

事。”贺巴说。

郑州大学的突尼斯学者贺巴——

“开满鲜花的沿黄生态廊道是我的第二故乡”
本报记者 王 者

黄河流域是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
带。近年来，黄河流域生态
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
推进落实，给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和百姓生活带来可喜变
化，许多在黄河沿线工作和
生活的外国友人作为见证
者，对中国高质量发展前景
充满期待。

山 东 省 东 营 市 的 一 处 公 园

里，刚结束慢跑的阿贾伊·塞斯

正 在 智 慧 健 身 器 材 区 拉 伸 放

松。离公园不远，就是他就职的

山东科瑞油气装备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科瑞”）。在东营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公园连着绿地，

道路伴着林带，社区功能齐全，

厂区现代气派。

“过了春节长一岁，我今年 34
岁了！”阿贾伊是科瑞营销总监。

他带记者来到办公室，指着一棵

发财树，用流利的汉语告诉记者：

“那棵树是我刚来东营栽下的小

苗苗，现在长得比我都高了！”

2009 年，阿贾伊从尼泊尔来

到中国，在东营就读中国石油大

学石油工程专业。感受到中国

经济发展的蓬勃活力，毕业后他

决定留在中国。2017 年，他成为

科瑞的一名营销经理，为来自世

界各地的技术人员提供专业培

训。此后的几年间，他感受到中

国推动科技创新的力度越来越

大，也见证了东营高新区石油装

备企业实现集群式发展。

2021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山东省济南市主持召开深入

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

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强调“十四五”是推动黄河流域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时 期 ，要 抓 好 重 大 任 务 贯 彻 落

实，力争尽快见到新气象。这让

阿贾伊感到很振奋，“中国高度

重视推动企业技术研发与创新，

能 源 结 构 正 加 快 向 多 元 化 转

变。”阿贾伊说，近年来，科瑞持

续加大研发投入，在全球设立了 16 个技术研发中心和科

研实验室，去年超 4%的销售收入用于研发。

走进生产车间，一排排国六标准 2500 型超高压压裂

车整装待发。压裂车是页岩气开采的利器。“这十几台压

裂车将陆续发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阿贾伊边说边走

近一辆压裂车，“这辆车安装了 36 兆帕高精度化学注入

撬设备，是为中东客户量身定制的。目前已经有几辆压

裂车抵达阿曼等国项目现场并成功应用，外国客户都对

中国技术赞不绝口，这让我也与有荣焉。”

阿贾伊说，高质量发展意味着技术研发高精尖、质量

管控更严格、管理模式更前沿，中国政府致力于健全科技

创新保障措施，完善国家创新体系，“我们对未来的发展

信心十足”。

高质量发展，人才是关键。如何留住更多人才，激发

创新活力？“生态环境的改善是留住人的一块磁石。”阿贾

伊以自己的经历为例，这些年在中国，工作之余他喜欢到

山东各地走走，无论是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看黄河浩浩荡荡入海的壮观景象，还是在城市公园、周边

湿地、广利河畔散步，看沙鸥翔集、锦鳞游泳，每到一处，

生态环境之美总令他心折。

“春天来了，一切都在复苏，让人心怀喜悦。”阿贾伊

说，未来，他打算畅游中国大好河山，领略更多美景，体验

不一样的风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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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太原时，正是初冬时分。乘车沿着汾

河一路向北，金黄的银杏树叶随风飘落，一座座

大桥飞跨两岸，美得好像走进了一幅画中。”初

到太原，英国人瑞思·泰瑞尔就对汾河印象深

刻。3 年前，他来到位于汾河西畔的太原理工

大学，成为外国语学院的一名教师，他对太原的

了解也从汾河开始。

汾河是黄河第二大支流，也是山西的母亲

河，流经太原境内 188 公里。曾几何时，由于开

发过度、采砂排污，汾河污染严重，一度断流。

为加强黄河中游水土保持和污染治理，山西通

过一系列措施治理汾河，将黄河流域生态保护

和高质量发展工作落到实处。2021 年 9 月，汾

河太原城区段生态修复治理工作全面完成。

如今，汾河水量丰起来了、水质好起来了、风

光美起来了——汾河景区种有各类树木花卉 230
余种，绿地面积达 8.5平方公里；沿河道两岸而建

的汾河公园，也成为市民户外休闲娱乐首选地。

有空时，瑞思喜欢去汾河公园走走，但目前

也只逛过一半。“汾河公园面积很大，而且生态环

境非常好，一年四季都有水鸟，我看到过白鹭、秋

沙鸭等。听拍鸟的摄影师介绍，景区里有 160 多

种鸟类活动，包括很多珍稀鸟类。汾河生态景区

令人心旷神怡。”瑞思说。

前不久，瑞思受邀拍摄山西广播电视台承

制的体验类节目《首席体验官》，首站便来到汾

河公园。在镜头里，这位英国体验官骑上小轮

车、跟着当地人学习民间舞蹈“小花戏”……“我

跟汾河真是有特别的缘分。”瑞思感慨。

太原三面环山。玉泉山、崛围山、东山、西

山……“这些山几乎从城市的每个角落都能望

到，赋予太原一种独特的气质。”瑞思说，春天去

玉泉山森林公园赏樱花，秋天到崛围山看红叶

——这些山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也见证了太原

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努力。

有些山一度因私挖乱采伤痕累累，经过持续

治理，许多城郊森林公园陆续建成，昔日植被稀少

的山头，如今一片郁郁葱葱。“绿水青山让人们的生

活更美好。”在瑞思看来，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城市文

明的生动体现，也是人们生活品质的重要保障。

“太原是一座宜居的城市。”3 年过去，瑞思

深深喜欢上这里，“贯穿南北的汾河让整座城市

都流动起来，汾河两岸坐落着各种各样的博物

馆，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生动窗口。太原不仅有

山有水，还有数千年的悠久文化，这里还有更多

的地方等待我去探索。”瑞思告诉记者，他会继

续在太原工作生活，并把自己的所见所闻分享

给家人和朋友。

生活在山西太原的“首席体验官”、英国人瑞思·泰瑞尔——

“汾河生态景区令人心旷神怡”
本报记者 付明丽

钻地窝子、学摘蘑菇、体验烤土豆……在电

视剧《山海情》拍摄地、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永宁县闽宁镇，摩洛哥姑娘巴图尔·内贾维（中

文名宝云）亲身感受到移民群众生活翻天覆地

的变化。

2022 年 12 月，这部脱贫题材电视剧的阿拉

伯语版首次在海外播出。电视剧讲述了世代生

活在宁夏南部山区的老百姓在闽宁协作机制的

帮助下，搬迁到黄河边创造新生活的故事。宝

云，正是这部电视剧的阿语译者。

在翻译《山海情》时，为加深对剧情的理解，

宝云实地探访了闽宁镇。走进小镇，条条柏油

马路纵横交错，排排楼房庭院干净整洁，居民休

闲广场热闹非凡、人来人往。向远处眺望，小镇

周边的葡萄园星罗棋布，在碧空下汇聚成一片

绿色的海洋。

尤其令她震撼的是这里的女性，“她们在这

里扎根、识字、发家致富，就和剧里的女主人公

水花一样。”在闽宁镇的闽宁禾美电商帮扶车

间，当地妇女借助电商致富增收，成为家庭的经

济支柱，并被冠以“巧媳妇”称号。“居民生活水

平的提高，在女性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宝云

感慨，从腼腆害羞到面对镜头侃侃而谈，闽宁女

性在不断成长和提升。

1996 年，福建与宁夏签订对口帮扶协议，

一场跨越 2000 多公里的闽宁协作由此展开。

20 多年来，福建和宁夏在经济、文化、教育、卫

生等领域开展全方位合作，以此得名的“闽宁

镇”也成了闽宁协作的一个缩影。

“《山海情》里有很多种植双孢菇的场景，就

是在闽宁镇拍摄的。到了现场，我才知道是怎

么一回事。”宝云从剧中场景进入现实，“居民易

地搬迁过来以后，来自福建的专家带领当地百

姓种蘑菇，发展产业，脱贫致富，大家的生活有

了很大改善。”

在闽宁镇，这样的变化还有很多。村容村貌

提升、改水改厕、村村通硬化路、建起当地第一家

电影院……如今，这个塞外小镇绿化覆盖率达

35%，常住人口接近 6万。“我看到很多村民都在院

子里养起了观赏花卉。他们说，现在日子好了，

也要讲究生活质量。这样的故事让人心动，应该

讲给更多的外国受众，让他们看到中国的发展变

化。”宝云说，这几年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

质量发展先行区，当地人生活的幸福感不断提

升，“很多外国人和我一样，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感

到钦佩，想知道中国快速发展的秘诀”。

中外交流，文化先行。宝云说，以前阿拉伯

国家民众了解中国往往通过英文和西方视角，而

现在则更倾向于“向东看”，许多翻译成阿拉伯文

的中文书籍在当地反响不俗，未来潜力巨大。

目前，宝云正在参与“读懂中国”系列丛书

的审校工作。这套丛书邀请一系列中外各领域

权威专家学者，从他们的视角介绍中国。宝云

说，她希望通过自己的翻译工作，帮助阿拉伯国

家受众更好地“读懂中国”。“我愿意继续当好阿

中友好使者，讲好中国故事，将更多优秀的中国

图书翻译推广到阿拉伯国家，为加强阿中文化

交流作出自己的贡献。”

走访宁夏山区的《山海情》阿语译者巴图尔·内贾维——

“对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钦佩”
本报记者 秦瑞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