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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

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最近，每当我唱起《歌唱

祖国》这首中文歌时，都会想起激动人心的那一天。

今年 7 月 2 日，习近平爷爷抵达阿斯塔纳那天，我和其

他十几名小伙伴很早就到机场贵宾楼大厅迎接。

习爷爷步入贵宾楼大厅时，我们开始用中文演唱《歌唱

祖国》。习爷爷停下脚步，微笑着听我们唱歌。刚开始唱

时，由于比较紧张，我们第一个音调起高了，后来才慢慢回

到正确的调上。整首歌唱完后，习爷爷为我们鼓掌，并夸赞

我们唱得好，我们紧张的心情一下子放松了。

当时我作为两名代表之一，走上前用中文对习爷爷说：

“习爷爷，您好！我叫阿米尔汗，我今年 10 岁，欢迎您来到阿

斯塔纳。”习爷爷非常和蔼可亲，他不仅对我们表示感谢，还

夸我们的中文“说得很标准”。我告诉习爷爷，我出生在阿

斯塔纳，将来想去中国的清华大学读书。习爷爷很高兴，他

鼓励我们今后上好的大学，“欢迎你们到中国去上大学！”我

代表大家对习爷爷说：“谢谢习爷爷！我们爱您！”

与习爷爷这次短暂但难忘的互动，成了那天我们所有

小朋友的骄傲。现在回想起那天在机场的情景，我依然十

分激动。习爷爷是大国领导人，我为习爷爷唱过歌，和他说

过话，这是多么令人自豪的事情！

我和中国、和习爷爷的缘分远不止于此。2013 年 9 月

22 日，我出生于阿斯塔纳。就在我出生前半个月，习爷爷在

阿斯塔纳发表了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未来》的

重 要 演 讲 ，并 且 第 一 次 提 出 共 同 建 设“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哈萨克斯坦也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首

倡之地。

在我 6 岁那年，妈妈开始让我学习外语，

包括英语、西班牙语、中文等。我喜欢学习中

文，每周学习中文的 3 个小时，是我最快乐的

时光。去年 10 月，我代表哈萨克斯坦赛区

小学生选手赴中国云南昆明，参加了第三

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活动。那是

我第一次去中国。记得出发前半年，我就开

始倒计时，临上飞机前一晚，我激动得整

晚都没睡着觉。在昆明，我认识了来自全

球各地的朋友，吃到了以前在书上、电视里

看到过的中国美食。

大人们常常问我：“阿米尔汗，你长大后有

什么理想？”我总是说，我记得习爷爷的嘱托，我要

去中国，去清华大学读书，把中文学好，学更多先进

的科学知识，回来造福哈萨克斯坦人民，为

哈萨克斯坦和中国的友好事业作贡献。

我相信，未来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战争、

饥饿、贫困、不公平的美好世界，人类

之间团结、互助、友爱，正如习爷爷所

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要为那

样美好的世界而共同奋斗。

（作者为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孔

子学院学员 ，本 报 记 者 赵益普 采 访

整理）

我们一起为习爷爷唱《歌唱祖国》
阿米尔汗

今年 7 月 2 日，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出席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对哈萨克斯

坦进行国事访问。当时，我正和同事在阿斯塔纳机场附近采

访、拍照。很快，10 余名哈萨克斯坦少年在贵宾楼大厅用中

文为习近平主席演唱《歌唱祖国》的视频便在中哈两国的互联

网上刷屏。那天在机场外，拿着手机看视频的我，立即想到要

和视频中唱歌的哈萨克斯坦少年阿米尔汗见面。

阿米尔汗非常活泼，采访刚开始，他就忍不住站起来唱了一

遍《歌唱祖国》，并且一句不落。当我问起那天的情景，他从书包

里掏出笔和本，用画画加讲解的方式，清晰地描绘出那天他所有

的见闻。“我特别喜欢习爷爷，因为他也喜欢小孩子，他一直在对

我们笑，为我们鼓掌。”在阿米尔汗的“画作”中，习近平主席同哈

萨克斯坦小朋友在一起，为小朋友们鼓掌、喝彩。

近年来，“中文热”“中国文化热”在哈萨克斯坦持续升

温。目前，哈萨克斯坦共有 5 家孔子学院。中国高校在哈萨

克斯坦分校、鲁班工坊、中国传统医学中心等人文合作项目从

无到有、从有到优。互免签证让两国民众实现像走亲戚一样

常来常往。

阿米尔汗的妈妈阿尔娜认为，世界的未来在中国。早在

怀孕期间，她就作出了让孩子学习中文的决定。如今，阿米尔

汗的妹妹——7 岁的拉雅娜也已经学习中文快一年了，阿米

尔汗也在持续为自己的梦想——去清华大学读书、为哈中友

好作贡献而努力。中哈友好的种子已经悄然种在

少年阿米尔汗的心里，这一家人和中国

的故事，相信还将继续书

写下去。

哈萨克斯坦少年的梦想
赵益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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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
容 自 信 ，以 博 大 的 人 文 情
怀 观 照 人 类 命 运 ，以 兼 容
并 蓄 的 胸 襟 超 越 隔 阂 冲
突 ，以 和 合 共 生 的 愿 景 凝
聚发展合力

“中国古人讲‘同舟共济’，现在国际

社 会 则 需 要‘ 同 球 共 济 ’。”今 年 以 来 ，

习近平主席多次在外交场合强调“同球

共济”，彰显中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坚定决心。一年来，面对乱云飞渡，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从容自信，以博大的

人文情怀观照人类命运，以兼容并蓄的

胸襟超越隔阂冲突，以和合共生的愿景

凝聚发展合力，汇聚起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广泛共识和强大动力。

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一定

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

因测序。“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延绵

5000 多年而从未中断的悠久文明。”今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图尔马莱山口凭窗远眺，共论和而不

同的文明相处之道。理解了中华文明突

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

平性，就能更加深刻理解中国外交的特

色、风格、气派，更好读懂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

造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扎根中国

深厚历史文化土壤，是对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

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民胞物

与、协和万邦，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

公”的美好世界。中华文化以和合理念

为精神内核，秉持“以和为贵，和而不同”

的价值取向，推崇不同国家、不同文化

“美美与共、天下大同”。和平良善的本

性、博大包容的胸襟和对公平正义的追

求植根于中华文明，生长在中国人民的灵魂深处。面对“建设

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习近平

主席给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将马克思主义

为人类谋进步的使命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尚和合、求大同的

理想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关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

思想。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国与国关系从和平共处向命运

与共的历史跨越，为世界展现了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

前景。人类只有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向不断迈进，才能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习近平主席

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从发展、安

全、文明三个维度指明人类社会前进方向，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提供了战略引领。中国携手各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

是在坚持发展自己的同时兼济天下、造福世界。埃及前总理伊

萨姆·沙拉夫认为，中国的文化价值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需的价值观紧密契合，有助于构建以对话、规则和多边主义

为基础的世界秩序，让所有国家共同迈向繁荣发展的未来。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不断丰富和发展，实践行动也在

稳步推进。中国同中亚、中国同东盟、中国同澜湄流域各国、中

国同阿拉伯国家、中国同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等区域性命运共同

体建设相继展开，不断拓展和合共生的文明新境界。今年 5月，

习近平主席访问塞尔维亚，两国元首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

共同体，塞尔维亚成为首个同中国共同构建命运共同体的欧洲

国家；7 月，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成员国重申推动构

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

共同体；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

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11 月，习近平主席访问巴

西，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巴关系提升为携手构建更公正世界和更

可持续星球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

新突破，推动命运与共、“同球共济”的历史潮流。

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社会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

字路口。唯有从人类悠久文明中汲取智慧，坚持登高望远，才

不会在百年变局中迷失自我，才能确保人类这艘航船始终行

驶在正确的方向。在此关键时刻，人类更应该树牢命运共同

体意识，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让文明的灯塔照耀人类前

行的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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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帝力 12 月 22 日电   （记者陶方伟）12 月 20 日，东

帝汶总统奥尔塔和总理夏纳纳分别会见全国政协副主席、民

建中央常务副主席秦博勇。

秦博勇转达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对东帝汶领导人的

亲切问候，表示中方愿同东帝汶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

识，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朝共建命运共同

体迈进。秦博勇介绍了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

会议精神。

东帝汶领导人请秦博勇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等中国领导人

的良好祝愿，感谢中方为东提供宝贵发展支持，表示两国关系

基础扎实、充满活力，期待同中方深化发展合作。东帝汶坚定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南海问题应由当事国通过双边谈判

和平解决。

秦博勇一行于 12 月 20 日至 22 日访东，其间还会见了东

议长费尔南达、副总理黎发芳。

东帝汶总统奥尔塔、总理夏纳纳分别会见秦博勇
新华社北京 12 月 20 日电   12 月 20 日，中共中央对外

联络部部长刘建超在北京分别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副主

席、政府外长久里奇和由参议院外交、国防、军事力量委员

会主席佩兰率领的法国议员代表团，就加强党际交流合作、

推动国家关系发展等交换意见。

刘建超分别会见塞尔维亚和法国客人

新华社杜尚别 12 月 22 日电   应塔吉克斯坦人民民主党

邀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陈洲于 12 月 19 日至 22 日

访塔，分别会见塔议会下院副议长穆伊尼和塔人民民主党、共

产党领导人等，深入宣介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就中塔关

系和党际交往交换意见。双方表示要认真落实两国元首重要

共识，加强党际合作，推动新时代中塔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行稳致远。

中 共 代 表 团 访 问 塔 吉 克 斯 坦

新华社北京 12月 22日电   外交部发言人 22 日就美国

宣布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援军售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12月 21日，美国白宫宣布向台湾提供 5.713亿

美元军援。同日，美国国防部发布消息称，美国务院已批准

总额 2.95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说，美国再次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援军售，严

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八·一

七”公报规定，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违背美

方领导人不支持“台独”承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严重

错误信号。中方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第一时间向美方提

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

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美方“以武助独”只会引火

烧身，“以台制华”注定不会得逞。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

武装台湾，停止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危险行径。中方将采

取一切必要措施，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

外 交 部 发 言 人 就 美 国 宣 布 向
中 国 台 湾 地 区 提 供 军 援 军 售 答 记 者 问

在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几十名大学生聚精会神地盯着智

慧黑板，认真听老师讲解数字通信系统知识。这是本报记者

日前在老挝邮电技术学院看到的一幕。在中方帮助下，这所

建于 51 年前的学院不仅新建了大楼，还新开了专业，重新焕

发生机活力。

中国援老挝邮电技术学院项目是中国援老挝“十所学校”

项目之一，是中老友好合作的缩影。该项目由中铁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承建，总建筑面积约 5500 平方米，包含教学楼 1 栋、

设备房 1 栋，今年 5 月完成移交。

老挝技术与通讯部部长波万坎表示，老挝政府注重社

会经济发展的数字化转型，建立信息通信技术培训体系对

于人才培养非常重要。中国援老挝邮电技术学院项目为培

养 本 土 急 需 的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人 才 提 供 了 优 质 的 场 所 和 设

备，体现了老中两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成果，将

为 老 挝 数 字 经 济 发 展 提 供 助 力 ，给 老 挝 带 来 实 实 在 在 的

好处。

老挝邮电技术学院院长潘达姆塞告诉本报记者，在中方

帮助下，学院不仅有了崭新的教学楼，还增设了信息通信技术

专业，有助于相关行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我们是老挝第一

个开设现代通信技术专业的高等学府。”潘达姆塞说，该专业

相关课程多、内容覆盖全，技术理论和应用管理并重，着力培

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学院未来将成为老挝信息通信技术人

才基地。

记 者 采 访 时 ，学 院 教 师 万 阿 南 正 在 办 公 室 准 备 教 案 。

万 阿 南 的 数 字 通 信 系 统 课 程 深 受 学 生 欢 迎 。 对 万 阿 南 等

老 挝 教 师 的 培 训 ，也 是 援 老 挝 邮 电 技 术 学 院 项 目 的 一 部

分 。 学 院 建 设 期 间 ，中 方 就 开 始 对 老 方 人 员 进 行 信 息 通

信 技 术 专 业 讲 师 培 训 和 职 业 认 证 课 程 培 训 。 除 本 地 培 训

外 ，万 阿 南 等 老 挝 20 名 高 级 人 才 还 赴 华 参 加 了 高 级 管 理

培训。

“我们需要不断提高教学水平，跟上新技术的发展。经过

系统培训，我们的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得到了提升。”万阿南

告诉记者：“中国的现代科技令人惊叹，在中国的培训给了我

很大帮助。我们对老挝的信息通信事业满怀憧憬，未来我将

致力于为老挝培养更多专业人才。”

学院大学三年级学生丽萨说：“这一项目让老挝学生获

得信息通信技术等科技领域的知识和能力。我们将努力学

习，学以致用，成为助力国家发展的高新技术人才。”

近年来，中老数字领域合作方兴未艾。去年底，中老签署

《数字经济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双方同意加强数字经济政策

协调，促进数字技术创新应用，推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今

年 7 月 ，双 方 签 署《关 于 国 家 数 字 基 础 设 施 合 作 的 谅 解 备

忘录》。

“老中在信息通信技术领域的交流合作将为老挝的现代

化发展创造有利条件。”波万坎表示，老挝将继续在高质量共

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深化数字技术在

农业、能源、制造业等领域的应用，挖掘两国在数字科技领域

合作潜力。

助力老挝培养信息通信技术人才
本报记者   孙广勇

图①：阿米尔汗在云南昆明参加

第三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

活动。 受访者供图   
图②：7月2日，哈萨克斯坦儿童在阿

斯塔纳机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  
 本报记者   王   洲摄   

底图：中国企业参与投资建设的

哈萨克斯坦谢列克风电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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