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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东盟青年在广西民族大学学习扎染工艺。

本报记者 白元琪摄

图②：东盟青年在广东广州市南沙水鸟世界生态园参观。

何中辉摄

图③：广西横州市茉莉花展馆内，工作人员在直播展示茉莉

花特色产品，东盟青年加入其中并向网友们问好。

本报记者 戴楷然摄

图④：东盟青年在广西民族博物馆与前来参观的当地小学

生交流。 本报记者 白元琪摄

图⑤：东盟青年在广汽研究院了解中国电动汽车发展现状。

何中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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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的

第十四届中国—东盟青年营在广西、广东

举行。来自东盟国家与中国的青年代表参

加中国—东盟青年发展论坛，参访科创企

业、生态示范点，走进乡村社区，体验非遗

项目。在 7 天的行程中，记者跟访了来自

老挝、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的 4
名年轻代表，听他们讲述对中国各领域发

展的观察、认识和思考。

“ 中 国 的 成 功 经 验
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初 夏 的 南 宁 ，绿 意 盎 然 ，鲜 花 盛 开 。

5 月 17 日 ，广 西 民 族 大 学 的 拓 印 体 验 区

人头攒动。放好瓦当，铺上宣纸，轻润纸

面，来自老挝的迪希拉·玛尼萨坤小心翼

翼 地 用 拓 包 蘸 取 墨 汁 ，轻 轻 拍 打 图 案 。

“以前体验过不少中国传统手工艺，上手

操作瓦当拓印还是第一次。”玛尼萨坤曾

是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教务办公室主

任 ，目 前 在 广 西 民 族 大 学 攻 读 民 族 教 育

专业博士学位。

玛尼萨坤十分关注如何在继承传统

的同时实现创新突破。“扎染时千变万化

的图案呈现了中国文化的创新内核，而绿

色环保的制作流程则体现了人与自然的

和谐统一。”玛尼萨坤一边用橡皮筋扎住

待染的布料，一边对记者说，“中国文化历

史悠久、博大精深，我希望以后有更多机

会观摩学习。”

老挝国立大学孔子学院是老挝第一

家 孔 子 学 院 ，于 2010 年 成 立 。 正 是 那 一

年 ，玛 尼 萨 坤 从 云 南 昆 明 的 大 理 学 院 毕

业 ，主 动 请 缨 成 为 孔 子 学 院 首 批 志 愿 者

教 师 。“ 发 布 培 训 公 告 时 ，我 们 担 心 报 名

学 生 不 多 而 无 法 开 课 。 没 想 到 ，同 学 们

热 情 非 常 高 ，我 们 收 到 了 1200 多 份 报 名

申请。”

如今，中老两国民间交流互动越来越

多。“很多中国人来老挝开公司、发展业务，

来老挝旅游的中国游客也越来越多。同

时 ，到 中 国 留 学 成 为 很 多 老 挝 学 生 的 首

选。尤其是中老铁路开通后，来中国上学

太方便了！”在南宁开往广州的动车上，看

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风景，玛尼萨坤感慨地

说，“10 多年前我来中国留学，经陆路从老

挝首都万象到昆明要走近两天时间，而今

两地往来已实现朝发夕至。中老铁路让老

挝人民迈入了快速列车时代。这个例子表

明，中国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

其他国家发展。”

几天的走访参观，让玛尼萨坤收获颇

丰。在南宁，伶俐工业园聚焦智能制造，

横州青年创业示范基地通过特色产业助

力减贫，广西民族博物馆利用数字赋能保

护和发扬文化遗产；在广州，明珠现代都

市农业实验园展现现代化农业产学研合

作硕果，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专注高端制

造 ，华 南 国 家 植 物 园 让 人 如 入“ 花 园 城

市”……一次次走访参观、一个个发展案

例让玛尼萨坤体会到，“中国式现代化是

全面发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中国的成功经验有

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 我 要 做 东 盟 与 中 国 友 好 交 往 的 使

者。”谈到未来计划，玛尼萨坤说：“我在中

国留学多年，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国家。

在中国完成博士学业后，我计划回到老挝

的孔子学院继续工作，为两国友好合作培

养更多青年人才，为推动老中全面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 中 国 减 贫 事 业 取
得的成就让人赞叹”

最近，一段展示东南亚特色商品的小

视频，让印尼青年外交协会主席迈克尔·西

亚尼帕尔的社交账号收获了许多点赞。这

段视频拍摄于南宁的中国—东盟特色商品

汇聚中心，镜头里，泰国榴莲、马来西亚燕

窝、印尼小鸡干脆面、柬埔寨香米、老挝啤

酒等商品琳琅满目。

在青年营活动期间，西亚尼帕尔时不

时会拿出手机来，或拍摄风光秀丽的乡村

景色，或记录新奇的智能生产设备，或认真

回复网友留言。“我把在中国的见闻发布在

个人账号上，吸引了很多关注。世界各地

的青年都对中国的发展充满兴趣，他们跟

我 一 样 ，努 力 探 寻 中 国 高 质 量 发 展 的 经

验。”西亚尼帕尔说。

西亚尼帕尔今年 32 岁，这是他第三次

来到中国。谈及参加青年营的初衷，西亚

尼帕尔坦言，“我想了解中国的发展经验，

看看中国是怎样消除绝对贫困、推动乡村

振兴，怎样鼓励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升级。”

他说，当前印尼面临着减贫、发展经济、产

业结构调整等任务，可以向中国学习发展

经验。

“ 中 国 减 贫 事 业 取 得 的 成 就 让 人 赞

叹。”西亚尼帕尔表示。在“数字时代的减

贫行动”分论坛上，他了解到，中国不断加

强农村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用数字技术为

农业农村发展赋能；在广西横州现代农业

产业园，他注意到，当地利用电商直播等途

径 拓 展 农 产 品 销 路 ，带 动 农 民 增 收 致 富

……“中国很重视农业农村发展，因地制宜

采取多种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西亚

尼帕尔称赞道。

中国以科技创新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

践也让西亚尼帕尔印象深刻。参观南宁伶

俐工业园时，西亚尼帕尔在建筑材料智能

生产车间停留很久。“智能生产线仅需 20
名工作人员，生产效率还能大幅提升，这样

的科技创新手段有效地推动了产业升级。

希望东盟与中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开展更多

合作，实现共同发展。”

5 月 22 日，雅万高铁开始联调联试，为

全线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雅万高铁

开通运营后，雅加达和万隆之间的铁路运

行时间将从以前的 3 个多小时缩短至 40 分

钟。”西亚尼帕尔期待，在共建“一带一路”

框架下，印尼和中国之间将开展更多像雅

万高铁一样的合作项目，造福两国民众。

“ 中 国 的 乡 村 振 兴
战略充满智慧”

“ 他 年 我 若 修 花 史 ，列 作 人 间 第 一

香。”品尝茉莉花酒、体验茉莉花美妆产品

……在横州茉莉花展馆内，马来西亚青年

阿斯达·库玛卢频频点赞。“这次参观让我

了解到一朵茉莉花如何‘开出’一个产业，

帮助农民致富。中国的乡村振兴战略充

满智慧。马来西亚各地也有不少特色农

产品，我们可以把中国的经验推广到马来

西亚去。”

库玛卢是马来西亚彭亨州秘书办公

室行政部副部长，也是个历史迷，平时很

喜欢阅读中国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参

加 活 动 期 间 ，库 玛 卢 每 天 都 会 读 一 读 手

机里下载的《孙子兵法》，“中国传统文化

充 满 智 慧 ，这 本 书 对 我 的 工 作 和 生 活 很

有启发。”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2008 年，我第

一次来到中国。那次游历像是推开一扇

窗，让我看到一个充满魅力的中国。”库玛

卢说，从那时开始，他就渴望更多地了解中

国，曾多次到访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桂

林等城市。

横州盛产茉莉花，当地就地取材推动

茉莉花产业不断发展。幽香的茉莉花茶、

轻 盈 的 茉 莉 团 扇 、芬 芳 浓 郁 的 茉 莉 精 油

……横州培育了多个以茉莉花为元素的本

土知名品牌，带动了一批精深加工企业开

发 香 水 、精 油 、护 肤 品 等 高 附 加 值 产 品 。

2022 年 ，当 地 茉 莉 花 产 业 综 合 总 产 值 达

152.7 亿元，每亩花田每年为花农增收 2 万

多元，带动 34 万花农致富。因花而美、因

花而富，茉莉花的故事让库玛卢赞不绝口，

“各式各样的茉莉制品通过电商平台远销

海内外，还吸引越来越多游客慕名而来。

大家因种植茉莉花过上了好日子。”

南宁青秀山峰峦叠嶂、郁郁葱葱，广州

华南国家植物园百花绽放、姹紫嫣红，南沙

水鸟世界流水潺潺、鸟语花香……游览中

国大地、走访城市乡村，让库玛卢真切感受

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中国在实现

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中国式现代化是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他说。

今年是中马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

10 周年，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 50 周年。近

年来，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合作不断走深走

实：东海岸铁路项目稳步推进、“两国双园”

模式开创共建共享新篇章……“中企参与

建设的这些项目有助于增加当地就业岗

位，帮助青年人提升职业技能、拓宽职业前

景。”库玛卢如今正在武汉华中科技大学攻

读博士学位，“我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国家间

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我的研

究范例。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

来，造福了沿线国家和地区人民。希望马

来西亚与中国深化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

下的合作，推动共同发展。”

“ 这 里 的 创 新 创 业
氛围令人振奋”

“很高兴新冠疫情之后能来到中国，和

中国及东盟其他国家的朋友面对面交流。”

新加坡国家青年理事会青年领袖代表陈琦

韵 曾 在 中 国 香 港 留 学 ，能 讲 一 口 流 利 的

中文。

谈起此次参访的印象，陈琦韵用了两

个关键词：“科技创新”和“志愿服务”。

在广州市南沙区，陈琦韵体验了安全、

便捷的全无人自动驾驶出行服务，汽车在

传感设备的支持下实时监测路况变化，自

行选择驾驶路线，“驾驶感很新奇，也很舒

适。”在广东空天科技研究院，陈琦韵了解

到中国在空天科技领域的技术研发、装备

建设以及空天飞行器产业化推进等方面的

情况，“让人感到非常震撼。”在明珠现代都

市农业实验园，陈琦韵实地参观了鱼菜共

生 4.0、数字渔场·桑基鱼塘等项目，感受科

技与现代农业交融的魅力。

“中国在科技创新领域取得了重要成

就，高校、科研机构与企业之间建立了良

好的合作关系，产学研深度融合，形成了

积极的正向循环。”陈琦韵表示，随着中国

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高端产业不断取

得突破，“中国为全球科技创新贡献了强

大动能。”

陈琦韵曾在荷兰等国的初创公司实

习，对于创业政策非常关注。“粤港澳大湾

区为青年创新创业提供了广阔舞台。”她以

粤港澳青年创新创业基地创享湾为例，从

提出创业方案，到初创公司的经营运转，再

到产品的推广宣传，创享湾为青年创业者

提供了一站式服务，帮助更多创业者把握

大湾区发展机遇，“这里的创新创业氛围令

人振奋。”

“ 中 国 青 年 参 与 志 愿 服 务 的 热 情 如

何？”“研究生支教团有没有短期项目？”“报

名志愿服务以后，有哪些培训服务？”……

青年营期间，无论是在广西民族大学举办

的中国东盟青年交流座谈会，还是在华南

国家植物园举办的志愿服务交流座谈

会，围绕如何更好地开展志愿服务，陈

琦韵频频提问。

陈琦韵表示，志愿服务代表着回

馈社会的精神。中国青年踊跃参与乡

村 支 教 、环 保 项 目 、敬 老 服 务 等 志 愿 活

动，形成了良好且浓厚的志愿氛围。“新加

坡也提出了‘青年行动计划’，鼓励青年群

体积极参与社会活动，中国在志愿服务领

域的成功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借鉴。”陈琦

韵说。

中国与新加坡在先进制造业、生物医

药、新能源、人工智能产业等领域具有互补

优势。在广州参观期间，陈琦韵

主动向记者提及新加坡与中国

合作建设的中新广州知识城

项目。在她看来，这是新中

双 边 合 作 的 重 要 载 体 和

创新典范。“知识城项目

一 直 保 持 快 速 发 展 ，

目前已经两次扩容，

这 样 的 双 边 合 作

成果将进一步惠

及两国人民。”

参加第十四届中国—东盟青年营的青年们走进中国广西、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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