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和尼泊尔是山水相连的亲密邻邦。近年来，中尼

传统友谊和友好合作不断发展，两国在教育、文化和旅游等

领域的交流合作蓬勃发展。中方已在尼泊尔成功举办 8 届

“中国节”活动和 8 届“中国教育展”活动，中国多年来稳居尼

泊尔第二大游客来源国……两国人文交流合作持续深化，

进一步拉紧了两国人民的情感纽带，促进了民心相通。

教育合作持续深化

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闹市区商铺林立，古老建筑与现

代民居交相辉映。记者沿着蜿蜒的小巷，来到一所充满南

亚风情的青灰色教学楼前，这栋建筑的五楼便是加德满都

大学孔子学院。这是尼泊尔第一所孔子学院，2007 年由河

北经贸大学与尼泊尔著名学府加德满都大学共同创办。

“我院目前注册学员累计超过 5000 人。”加德满都大学

孔子学院中方院长李双成告诉记者，为满足越来越多尼泊

尔民众学习中文的需求，学院不断拓展教学网络，已在全国

各地开设 31 个教学点，包括 4 所面向中小学生的孔子课堂，

并在加德满都开设 6 个成人社会班，同时向其他城市辐射。

走进学院的中文初级教室，记者看到墙壁上精心布置着

中尼双语词汇卡片、名人名言等。“为提高学生们学习中文的

兴趣和参与度，我们在课余会定期组织各种活动，比如汉字

接龙、成语故事大赛、书法比赛等。”学院老师张宏伟说。

除了常年开设面向中小学及大学的中文必修课和选修

课，孔子学院特别增设了针对成人的中文班，为尼泊尔外交

部、教育部、海关总署等政府部门官员定制中文课程。孔子

学院还与中企合作，为当地员工提供中文培训服务。

2023 年，加德满都大学孔子学院推荐 26 名学生，向中国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申请为期一学期、一学年及两学年的

孔子学院奖学金。尼泊尔前副总理兼外长施雷斯塔表示：

“尼中教育合作持续深化，中国已成为最受尼学生欢迎的留

学目的地之一。中方为尼泊尔学生提供各类奖学金，并向尼

泊尔派遣中国专家学者、志愿者老师等，极大促进两国教育

交流合作。”

文化活动日益丰富

不久前，第六届尼泊尔旅游人才中文半年培训班在加

德满都启动，来自尼泊尔旅游委员会、海关、移民局及各旅

游行业协会的 50 多名学员参加。近日，首届尼泊尔中国流

行舞大赛在加德满都举办。尼泊尔青年学生伴随着中国歌

曲跳起欢快的舞蹈，尽情表达对中国文化的喜爱。

中尼两国人文交流内涵不断深化。众多文化活动的举

办，进一步夯实了两国世代友好的民意基础。今年 2 月，在

加德满都举行的中尼文化峰会上，两国小学生共同演绎中

国歌曲、尼泊尔传统舞蹈等文艺节目，现场洋溢着欢声笑

语。今年 3 月，首届尼泊尔全国龙舟赛在博克拉的贝格纳斯

湖举行。选手竞相争先，号子声此起彼伏。岸边的观众加

油助威，热情高涨。博克拉旅游酒店协会首次组织举办的

这场龙舟赛受到当地民众热烈欢迎，活动进一步促进了当

地民众对中国文化的了解。

尼泊尔总理奥利表示，两国文化活动日益丰富，有助于

加深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陈松

表示，中尼关系的未来和友谊赓续掌握在两国青年手中，希

望青年朋友们争做中尼世代友好的传承者、各领域务实合

作的推动者、中尼关系未来的建设者，为两国关系注入更多

青春活力。

“尼中友谊的生动写照”

博克拉是尼泊尔第二大城市，多年来以其独特的自然

风光吸引各方游客。

“过去，游客必须先到加德满都中转，乘坐国内支线飞

机才能抵达博克拉。”尼泊尔旅游委员会经理拉努告诉记

者，几十年来，当地一直希望能够拥有一座现代化的国际机

场。如今，由中工国际建设的博克拉国际机场有效促进了

尼中西部地区与外界的互联互通。

2017 年启动建设的博克拉国际机场项目历经 5 年竣

工，于 2023 年初投入运营。截至 2024 年 2 月，博克拉国际

机场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 100 万人次，各项设施运行情况

良好。博克拉国际机场副总经理雅索达表示，新机场的落

成让尼泊尔人民实现了夙愿，促进了尼泊尔与其他国家的

文旅交流。

“新机场的夜航功能是一大亮点，大幅提升了博克拉的

航空运输能力。”据项目总工程师张成钢介绍，机场配备了

先进的自动仪表着陆和助航灯光系统，为夜航提供有力保

障。旅客现在可以轻松实现当天往返加德满都和博克拉，

并且有多个航班可以选择。

尼泊尔民航局局长普拉迪普表示，博克拉国际机场是

国家荣耀工程，它的建成有力带动了当地就业和经济发

展。2023 年，新机场旅客吞吐量超 90 万人次，远高于老机场

前几年的运营能力和盈利水平。作为承办方之一，新机场

为“尼泊尔博克拉国际山地越野赛”等多项国际赛事提供包

机和其他服务。

“天气晴朗时，登高远眺，你会看到机场的波浪形屋顶

与远处的安娜普尔纳峰恰好组成一只展翅高飞的雄鹰。”雅

索达说，“这是尼中友谊的生动写照，两国关系将不断飞向

新的高度。”

（本报加德满都电）

中尼人文交流合作蓬勃发展
本报记者 章念生 白元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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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名出生于俄罗斯西伯利亚地

区的 00 后。从我记事起，便常听大人们

说起中国。中国时常出现在我的梦里，

令我神往。年幼的我，怀抱希望，梦想有

朝一日能到中国旅行。

12 岁那年，在家人的支持下，我参

加了前往北京的研学团，得以亲身感受

这个让我魂牵梦绕的国度。当飞机缓

缓降落，透过舷窗俯瞰，夜幕下的北京

灯火璀璨、流光溢彩。坐在车里看北京

街景，时而车水马龙、高楼林立，时而古

色古香、韵味悠长。站在八达岭长城的

古老石阶上远眺，群山苍翠，壮丽风景

令人心潮澎湃。那次研学之旅让我收

获良多，中国的一切都比我儿时在书中

读到的更纯粹、更美好。

对中国愈发强烈的向往之情，让我找

到了今后努力的方向。回到俄罗斯后，我

做了一个决定，要潜心学习中国的语言和

文化，争取高中毕业后到中国上大学。功

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我收到了海南大

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开始

在海口这座城市求学。

也许是因为从小就与群山为伴、与

溪流为邻，我十分热爱大自然。对我而

言，海南四面环海、风景优美、气候宜人，

是拥抱大自然最理想的地方。学习之

余，我总爱四处走走看看。我自幼学习

绘画，在探索大自然的过程中，禁不住再

次拿起画笔，用绘画记录这里的椰风海

韵和淳朴善良的人民。

我喜欢看海南的秀丽风景，也喜欢

跟不同的人交流，了解当地文化习俗。

我曾听一名赶海的黎族老人讲述过“甘

工鸟”的故事。这段黎族人民家喻户晓

的爱情传说，代表着他们对爱情的向往

和歌颂。老人告诉我，海南最唯美、最浪

漫的所在就是江海交汇之处，而这里也是我遇到爱人的地

方。我们来自地北天南，但都热爱绘画艺术，都向往美丽的

自然。

我希望能用艺术让生活变得更美好。有一次，我和爱

人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写生，吸引了很多小朋友在周围观看，

他们不断地问我们关于火箭发射的种种问题。那一刻我突

然意识到，绘画能够把复杂的科学原理通过简单易懂又有

趣的图形结构展示给孩子们，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和学习

科学。自此，我开始尝试用绘画诠释科学，并荣幸地成为海

南省科学技术协会的科普志愿者，和科学家们一道深入一

线，用绘画为孩子们讲述科技的力量。看到一双双天真活

泼的眼睛好奇地看着我的作品，看到孩子们通过我的解读

收获科学知识，我也感到成就满满。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今年已是我在中国生活的第六个年

头。6 年中，我拥有了幸福美满的家庭，和爱人始终在艺术的

道路上并肩前行。未来，我希望能够和更多人一起，架起中国

与世界其他国家沟通的艺术之桥，让更多人感知中国之美，促

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

（作者为俄罗斯青年画家、海南省青年美术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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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国家研究创新署日前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首都雅加达的水资源供需失衡，整座城市的用水需求高达每

秒 3万升，而实际可用水量不足每秒 2万升。印尼国家研究

创新署湖泊学和水资源研究中心的研究成果显示，雅加达的

用水需求仍在以每年约 3.3%的速度增加，预计到 2028年将

达每秒 4万升，而届时可用水量可能仅剩每秒 1.8万升。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印尼其他地区。爪哇岛拥有印

尼 60%以上人口，而水资源仅占全国的 10%，当地农业在

旱季难以获得足够的灌溉水源。联合国的数据显示，当

前印尼 1 亿多人口无法获得安全饮用水，全国仅 7%的废

水得到了妥善处理。

水资源短缺影响印尼正常生活用水、农业灌溉、工

业生产等，制约经济发展。《雅加达邮报》报道称，到 2045
年，印尼面临的水资源困境可能导致其国内生产总值下

降 7.3%。

印尼多个部门和专业人士呼吁全社会保护水资源、提

高利用效率。印尼政府也不断采取措施解决供水问题，保

障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截至今年初，印尼政府已在全国多

个省份开工建设了 110个清洁水中心、约 140口井及相关的

清洁水分配点和 2000 多个水源点。印尼政府还成立了由

专家组成的清洁水工作组，协助解决易旱地区的供水问题。

印尼国家研究创新署还通过分析河流水文、土壤及相

关经济社会指标等数据来评估某地区水资源健康状况，并

据此实施了一系列解决方案，如恢复森林、修建蓄水池等，

以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

雅加达计划到今年年底修建 12 座水库，同时探索大

规模废水处理方案，以缓解首都圈的用水紧张问题。雅加

达 政 府 还 鼓 励 饮 用 水 公 司 增 加 供 水 管 道 安 装 ，力 争 到

2030 年将清洁水覆盖率提高至 100%，保障社区民众的基

本用水需求。东爪哇省政府及当地企业合作开发了流域

管理综合模式，通过生态补偿计划确保当地农业用水的安

全供应，并进一步提高了用水效率。

印尼政府同时通过与国际组织合作以加强水资源治

理。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帮助下，印尼加强了水资源相

关数据监测及分析能力，并在一些相对落后的地区、学校、

社区加大护水节水宣传力度。2017年，世界卫生组织印尼

办事处与印尼卫生部等部门合作，开始实施水安全计划。

多年来，水安全计划通过收集分析数据、制定行动路线图、

提供技术援助、加强专业培训等措施，持续改善印尼的安全

饮用水供应状况。 （本报雅加达 8月 25日电）

印尼努力应对水资源不足问题
本报记者 曹师韵

■国际视点R

据新华社澳大利亚阿德莱德 8月 24日电 （记者章建华、吕

薇）澳大利亚南澳大利亚州阿德莱德动物园 24 日开始为大熊猫

“网网”和“福妮”举行为期两天的生日庆祝活动。

“网网”今年将迎来 19 岁生日，“福妮”则刚刚年满 18 岁。自

2009 年起，它们在阿德莱德动物园居住了 15 年。阿德莱德动物园

每年都会为“网网”和“福妮”举行生日庆祝活动。当天，动物园大

熊猫馆人头攒动，游客们齐声为大熊猫唱生日歌，一起观赏“网网”

享受泡泡浴、“福妮”安睡的惬意场景。

南澳大利亚州州长马思诺说：“‘网网’和‘福妮’在过去 15 年

里为南澳大利亚作出了重要贡献，吸引了众多游客。”

阿德莱德动物园是澳大利亚第二古老的动物园。这对大熊猫

是动物园的明星，每年吸引大量游客慕名参观。

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动物园举行大熊猫生日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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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博克拉国际机场航站楼。 本报记者 白元琪摄

中国游客在尼泊尔费瓦湖上泛舟。 本报记者 白元琪摄

据新华社塔什干 8 月 23 日电 （记 者李

奥）“咸海区域生态环境综合科学考察”启动仪

式 23 日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此

次考察旨在推动解决咸海生态危机，共同推进

咸海区域绿色创新合作。

乌兹别克斯坦生态、环境保护和气候变化

部部长阿布杜哈基莫夫在启动仪式上表示，乌

方对中国政府始终大力支持两国科学合作表

示感谢。此次考察不仅具有重要科学意义，而

且将对咸海区域未来发展以及当地民众生活

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于骏致辞表示，咸

海地区生态保护和修复工作是中乌两国、中国和

中亚务实合作的重要内容，多次写入双多边文

件，成为元首层面共识。此次联合科学考察活动

将为咸海综合治理奠定坚实的科研基础。

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所长张

元明表示，此次由中方科学家牵头组织的考察，

将通过对干涸湖盆生物多样性、土壤、水文、地形

地貌等实地考察，研究咸海干涸生态退化机理，

提出“咸海生态修复和绿色发展方案与路线图”。

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副院长图尔迪库洛

娃表示，学习中方在大规模环境治理和修复工

作方面的经验，对于乌方来说非常重要。

据悉，此次考察将于 8 月 24 日至 9 月 5 日进行，由中国科

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发起并联合乌兹别克斯坦和俄罗

斯等国科学家共同开展。

﹃
咸
海
区
域
生
态
环
境
综
合
科
学
考
察
﹄
在
塔
什
干
启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