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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白娇艳的杏花俏立枝头，阵阵花香扑面而来……在青海

海东市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的积石镇尕别列村，春日暖阳映照清

清黄河水，烂漫春色吸引了许多游人前来踏青。人群中，一位个

子高挑、金发碧眼的外国姑娘格外引人注目，她是来自瑞典的米

莉安·福林，大家都亲切地叫她“米粒”。

2015 年 ，米 粒 作 为 交 换 生 来 到 中 国 上 海 ，在 复 旦 大 学 学

习。一次偶然的机会，她结识了一名青海小伙子，后来两人相恋

并结婚。婚后，米粒和丈夫来到了他的家乡青海生活。“早先，我

就从一些书籍和纪录片中了解到，黄河、长江、澜沧江的发源地

都在青海，这里被称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亲身来到高原，

米粒被这里壮美辽阔的景色所震撼，“特别是黄河，和我想象中

完全不一样，黄河并不‘黄’，我们看到的河水如翡翠般碧绿！”米

粒回忆起初见黄河时的惊喜。

米粒和丈夫的家位于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长宁镇鲍

家寨西村，黄河的支流大通河就从这里流过。从小在森林旁长

大的米粒，对大自然有着特殊的感情，“闲暇时，我和家人经常会

到大通河两岸郊游、露营、骑行，这样亲近自然的生活方式让人

很放松。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工作。”曾

几何时，大通河的生态环境并不算好，河道里有垃圾，还不时散

发出阵阵异味。这两年，随着有关部门完善污水管网、疏通排水

沟渠、美化林间河道等一系列举措的推动，大通河的污染问题已

经基本解决，生态得到了较好修复，农村人居环境也不断改善。

“我最喜欢大通河的夏天。阳光透过树叶洒在潺潺流水上，让我

感觉仿佛回到了家乡的小河旁。”米粒说。

一家人一起耕种、榨菜籽油、翻盖新房、准备年夜饭……慢

节奏的农村生活和浓浓的人情味让米粒着迷，她开始用镜头记

录一家人的生活，以及在旅途中看到的中国风土人情，这些视频

在社交媒体上吸引了许多粉丝。最近，米粒和丈夫做起了直播

带货。“枸杞、牦牛肉、手工皂，这些青海本地的特色产品很受大

家欢迎。”米粒一边介绍，一边翻开手机相册给记者看，“因为工

作需要，我们先后去过甘肃、河南、陕西等地，这些也都是黄河流

经的省份。一路行走一路欣赏，我们深深感受到这条古老河流

的魅力，灿烂的文化、不同的风光，让人流连忘返。”

如今，米粒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青海也成了她的第二

故乡。工作之余，米粒喜欢刺绣、剪纸，也经常带着孩子们在村

子里捡拾垃圾、打扫卫生。“我明显感受到，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

已经深深印在了乡亲们的心里，大家都有着强烈的环保意识，要

保护好我们的河流、我们的家乡。”谈及未来的打算，米粒有着详

细的计划，“我们想去中国更多的地方、了解更多的文化，也想通

过视频让越来越美的青海为更多人所知。这里就是我的家，我

要把黄河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河水如翡翠般碧绿”
本报记者 贾丰丰

汾河是黄河的第二大支流，山西大学卢旺达留学生迪塞尔·
姆普穆杰（中文名宋华）的生活与这条河息息相关，“我喜欢白天

在汾河边的图书馆看书，晚上沿着汾河跑步；春天到了，我还会

和朋友一起去汾河公园踏青。”

今年是宋华在山西太原市学习、生活的第八年。2017 年，

他进入山西大学经济学专业读本科，后来考入本校管理科学与

工程专业读研究生。学业之余，他一直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一

次沿黄文化之旅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8 年春节期间，宋华参加了“古中国·大运城”民俗文化

旅游年活动，他跟随导游沿着黄河一路探访，参观了距今约 243
万年的西侯度遗址，还去了古典名著《西厢记》故事的发生地普

救寺；体验过中国国家级非遗威风锣鼓，也感受过风陵渡铁路桥

的壮美……“百闻不如一见。在黄河岸边，我想起‘白日依山尽，

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眼前河面开阔，

望不到边，太壮观了！”宋华感慨道。

这次旅行激发了宋华探索黄河文化的热情，此后，许多相关

的文化活动中都能看到他的身影。 2018 年，在太原市举办的

“一带一路”民歌邀请赛上，宋华与同学合作演唱了一首经典山

西民谣，歌词诙谐幽默，曲调婉转柔美，带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演

唱有一定难度。表演中，宋华毫不怯场，凭借精彩的演绎博得台

下观众阵阵掌声。“山西被称作‘民歌海洋’，果然名不虚传。这

次比赛中我和其他选手有过很多交流，真切地感受到中国民歌

艺术的魅力和感染力。”宋华说。

这些年，宋华去过山西的许多城市。山西现存古建筑超 2.8
万处，在这里能找到许多朝代的历史印记。课余时间，宋华喜欢

逛古城古院，“黄河文化悠久灿烂，沿线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历

史，越是了解，越是喜欢。”

登上古城墙俯瞰全城，听导游讲解晋商文化，了解当地的建

筑、民俗特色，观看大型情景体验剧《又见平遥》……宋华和朋友

曾去过位于汾河东岸的平遥古城，两天时间里，他们游览了很多

地方，为这座古城的青砖黛瓦而震撼。“一些看似寻常的建筑竟

有着成百上千年的历史，真是令人惊叹。城墙、镖局、城隍庙等

建筑让中国历史中的一段段故事栩栩如生，这是最吸引我的地

方。”宋华说。

拍照打卡、拍摄短视频、写游记……宋华经常在社交媒体上

分享他在山西的所见所闻。如今，贯穿山西忻州、吕梁、临汾、运

城 4 市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主线全线通车，全长 1200 多公里的

线路将沿线景区景点串珠成链。“未来，我计划着多出去走一

走。如果有机会，我还想带着家人和朋友沿黄河一号旅游公路

自驾游，让他们也能体验和感受到黄河的壮丽风光和民俗文

化。”宋华说。

“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历史”
本报记者 付明丽

天刚蒙蒙亮，埃及农业专家哈尼·莫汉纳便开始了一天的工

作。他来到位于山东东营市的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

范区，一头扎进盐碱地现代农机基础构件智能创制车间，抄起扳

手，准备调试正在设计阶段的新型盐碱地播种机。这几天，他正

忙着对播种机进行触土部件的结构优化与疲劳试验，“通过不断

改进，机械的性能将更适应盐碱地土壤的现实生产环境。”

今年 48 岁的莫汉纳曾是埃及国家研究中心的一名农业工程

教授，在农业机械等领域已工作 20 余年，是一位盐碱地治理专

家。“埃及国土总面积约 96%是沙漠，多年的工作经验让我对盐碱

地等土地再熟悉不过。”2012 年以来，他先后 10 次到访中国。去

年 10 月，作为黄河三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全职引进的

农业工程高层次人才，莫汉纳来到东营市工作。目前，他是黄三

角智能农机装备产业研究院非洲农业工程研究所所长，主要负

责智能农业机械装备的研发。

“春天白茫茫，夏天雨汪汪，十年九不收，糠菜半年粮”，一则

民谚道出了曾经在盐碱地种粮的艰辛。东营市地处黄河三角

洲，属滨海盐碱类型区，是世界利用难度最大的三角洲型盐碱地

之一。近年来，东营市不断推进盐碱地综合治理与科学利用，盐

碱耕地占比降至约 60%。莫汉纳在埃及有过大型农场顾问的从

业经历，对不同类型土壤的综合利用颇有经验，他深知这个成果

来之不易。“在东营，我看到了农业机械科技的进步以及物联网

等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广泛应用。”

因地制宜开展盐碱地农业技术研究、开发和应用已被写入

黄河保护法，对促进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来到

东营后，莫汉纳便马不停蹄地投入智能农业机械装备的研发工

作中，时常一整天泡在盐碱地里，实地测试装备的应用效率。为

了更好地推进盐碱地综合利用，前些日子，他又与中国专家一道

为盐碱地机械化作业编制标准，明确盐碱地耕作可使用的合适

农机类型。“我们的工作就是为盐碱地量身定制农业机械，利用

科技的手段推进现代农业在盐碱地上实现高质量发展，帮助农

民提升作物产量并获得更多收入。”莫汉纳说。

谈起未来，莫汉纳有一个愿望——助力黄三角智能农机装备

产业研究院发展成为一个国际性机构，将东营的智能农机装备技

术带去埃及以及非洲其他国家，“让更多国家获得农业机械化带来

的便利。”

“这里的基础设施和设备非常棒，可以制作很多类型的现代

农机装备。我们可以通过研究院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人员面

对面交流，了解他们的需求，研发、制造产品并推广出去。”为此，

他组建了一支农业工程领域高层次专家团队，以此增进各方

在农业机械技术、农业经营等领域的经验分享和学习。

“希望我们的努力能够推动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加强交流，在耐盐碱

作 物 种 植 、种 业 培 育 等 方 面 开 展 更 多 合

作。”莫汉纳充满期待。

“让更多国家获得农业机械化
带来的便利”

本报记者 王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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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不断加大生态保护力度，随着

黄河湿地生态环境不断改善，众多候鸟来此栖息、繁殖。这是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境内的黄河湿地，候鸟翱翔天际。

王晓博摄（影像中国）

图②：米粒在自驾游中。

图③：宋华在山西太原市汾河公园。

图④：莫汉纳在车间里。

图②至图④均为受访者提供

图⑤：河南济源市黄河湿地公园内，柳色如烟，春色如画。

李培献摄（影像中国）

图⑥：黄河流域在建海拔最高、装机容量最大的水电站——

国家能源集团青海玛尔挡水电站全貌。 张海轩摄

今年今年 44月月，，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一周年黄河保护法正式施行一周年。。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推进落实高质量发展战略持续推进落实，，黄河流域生态面貌焕然一新黄河流域生态面貌焕然一新。。许多在沿许多在沿
黄省区工作黄省区工作、、学习的外国友人在点滴生活日常中亲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学习的外国友人在点滴生活日常中亲历当地生态环境质量
改善改善，，感受悠远厚重的黄河文化魅力感受悠远厚重的黄河文化魅力，，见证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见证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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