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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挝语中有潮汕方言

虽然坎葆到中国当大使不足一年，但对她和很多老挝
人来说，老挝与中国从来就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谈起两
国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坎葆说，在老挝生活着不少中国
人，从广东一带移居来的中国人带来了他们的文化和语
言，如今老挝语中还有一些潮汕方言，《三国演义》《包青
天》等中国电视剧在老挝经久不衰。

中国元素早已融入坎葆的日常生活中，她爱吃中国美
食、爱看中国功夫、爱赏中国美景、爱交中国朋友。与中
国打交道近20年里，坎葆踏遍中国大江南北。宏伟的莫高
窟让她看到中华文化海纳百川的胸襟；西双版纳泼水节让
她找到和老挝文化相通的亲近感；南宁的“六七”学校旧
址让她追忆在艰难时刻中国向老挝伸出援手。

“六七”学校是中国无偿援助老挝在南宁建设的一所老
挝干部子弟学校，因中老双方于 1967年确定创办该校而得
名。从 1968 年办校教学到 1976 年迁回老挝国内，“六七”
学校的老挝师生累计逾1000人。“在老挝饱受战火之苦时，

‘六七’学校为老挝培养人才提供了巨大支持。今天，很多
‘六七’学校校友已进入老挝各行各业。”坎葆说。

坎葆介绍，“六七”学校承载的两国教育交流合作传统
生生不息。“中国为老挝培养了大量人才，老挝十分珍视和
感激中国的教育支持。”她说，中国政府每年都向老挝学生
提供奖学金，尤其是 2019年，老挝成为东盟中获得中国政
府奖学金最多的国家，目前在华留学生有上万名。

感谢中国帮助老挝抗疫

中老之间兄弟同志般的合作互助关系，在抗击新冠肺
炎疫情过程中得到进一步升华。无论是疫情防控、还是疫
后复苏，坎葆见证了两国关系的“抵疫前行”。

中国防疫期间，老挝作为人口不到700万、经济总量不
到 200 亿美元的国家，向中国捐赠 70 万美元现金和多批防
疫物资，付出了真心、使出了全力；当老挝宣布首度确诊
病例并请求中方援助不到5天，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携带大
批医疗物资飞赴老挝首都万象；今年2月，在中老双方共同
倡议下，中国—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外长会在万象
举行，率先发出地区国家携手抗疫的有力信号……中老守
望相助，携手走出了抗疫的最艰难时刻。

“在中国共产党的团结带领下，中国抗疫取得了令人敬
佩的成功。”回望这场抗疫斗争，坎葆表示，“上下同心”
是中国抗疫成功的秘诀。在中国抗疫斗争中，中国共产党
和中国政府坚持生命至上、人民至上，医务工作者、志愿
者、党员和千千万万普通中国人表现出了大无畏的奉献精
神。中国不仅成功控制住了国内疫情，还为推动国际抗疫
合作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国的帮助对老挝抗疫至关重要。
在地区和国际层面，中国为全球公共卫生事业发展作出了
重要贡献。”

中老还携手促进疫后复苏和经济发展。中国连续多年
成为老挝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外资来源国，今年上半
年中国对老挝直接投资更是逆势上扬。寄托着老挝人民

“陆锁国变陆联国”梦想的中老铁路，是两国务实合作的旗
舰项目，也是两国共同推动经济复苏努力的见证。

特殊时期，既要不误中老铁路 2021年通车的工期，又
要做好疫情防控，难度可想而知。“我们找到了最合适的方
法，双方协商增派了医疗专家和工人确保项目加速推进，
目前完成度已超过90%。”坎葆说，不仅中老铁路，万象—
万荣高速公路、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等项目也在稳步推
进。这些重大项目是老中友谊的象征，将增强老挝与中国
及地区的贸易、投资和旅游合作，并为老挝创造就业。

为中国的发展自豪

历史和现实一次次证明，中老是好邻居、好朋友、好
同志、好伙伴，更是命运共同体。2019年签署的构建中老
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是中国首份以党的名义签署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边合作文件。正因为中老两国唇齿相
依、命运与共，坎葆用“自己人”的眼光看待中国的发
展，为中国前进的每一步“自豪”。

来中国这一年里，坎葆赶上了中国不少大事。头一
件，就是在天安门广场参加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盛大
庆典。“看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强大的军队，
我感到非常自豪。”坎葆说，中国正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
相信中国将如期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

今年 6 月 23 日，中国北斗三号系统最后一颗全球组网
卫星发射成功，是中国航天事业发展的又一件大事。卫星
发射当天，坎葆和很多中国人一样守候在电视前，见证了
中国迈向航天强国的历史性一步。“热烈祝贺中国！”坎葆
认为，北斗三号系统是中国攀登科技高峰的重要里程碑，
是为全球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的重大贡献，也是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又一项伟大成就。

在坎葆看来，北斗三号系统完成全球组网，预示着老
中未来在卫星发展方面更广阔的合作空间。两国在卫星领
域已经打下了良好合作基础，2015年在中国西昌卫星发射
中心成功发射的“老挝一号”卫星，是中国首个向东盟国
家整星出口的商业卫星。2016年，随着首个定位服务单基
站在万象建成并通过技术测试，北斗服务正式落地老挝。
经过数年发展，北斗系统已经在老挝社会多领域实现应用。

智慧城市、智慧农业、智慧交通……在强大的卫星系
统支撑下，坎葆对老挝未来生活的现代化充满憧憬。她
说，目前中国企业正在参与老挝磨丁经济特区智慧城市建
设，“现在老挝年轻人也很流行网上点外卖、购物，智慧城
市意味着老挝人的生活会越来越便利”。

热情友善的老挝人民、金碧辉煌的万
象塔銮、风光旖旎的湄公河畔……到过老
挝的游客，总有许多美好的“记忆点”。

湄公河对于老挝这个内陆国家意义重
大。首都万象、千年古城琅勃拉邦、商贸
重镇沙湾拿吉……老挝许多重要城市都分
布于湄公河畔。万象与泰国的廊开府隔湄
公河相望，这让老挝成了世界上少数几个
将首都设立于国界附近的国家之一。不同
于中文字面意义，万象与“象”并没有直
接联系，在老挝语中的含义是“檀木之
城”，据传因此地过去生长茂密的檀木树林
而得名。

位于湄公河与南康江汇合处的琅勃拉

邦，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老城市。这里曾
是老挝很多朝代的都城所在地，如今更成
为老挝历史和文化的象征。鳞次栉比的古
建筑、精美的壁画、有亚洲最美寺庙之称
的香通寺……与琅勃拉邦一景一物的邂
逅，都是与老挝历史的一次次亲密接触。
每当夕阳西下，日落洒下的金色光芒与湄
公河交相辉映、灿烂耀眼的红霞醉倒在青
山之中，这份宁静平和是琅勃拉邦给予疲
惫旅人的心灵抚慰。

除了金碧辉煌的宫殿、神秘肃穆的佛
寺，老挝一半山一半水的独特地貌造就的
石灰岩溶洞、湍流而下的飞瀑，也成为吸
引各国游客前来探险的“世外桃源”。从老

挝与越南边界高山发源的河水在老挝境内
潜藏于地下，塑造了千奇百怪的喀斯特地
貌。勘探显示，老挝色帮发洞是世界上最
大的河流穿行的溶洞之一。位于老挝和柬
埔寨边界的孔恩瀑布，是世界上流量最大
的瀑布。游人远远就能听见震耳欲聋的浪
涛声，沿着河畔前行，只见陡峭的岩石耸
立在河水中，瀑布一泻千里，恢宏壮观。

作为“万象之邦”，大象也是老挝的象
征符号。在老挝沙耶武里省，一年一度的
大象节吸引各国游客前来观览。这个节日
不仅让人们有机会亲近大象，更让人们了
解为保护大象所作出的努力。说起大象保
护，在中老边境建立的跨境生物多样性联
合保护区域值得关注。中老双方经常进行
合作交流，开展联合巡护等工作，经过多
年联合保护，已经形成了一条跨境生物多
样性保护绿色生态走廊。在这条走廊上，
大象这群两国特殊的“边民”自由跨境

“旅游”，尽享与人类共存的和谐。
（海外网 吴正丹整理）

“热烈祝贺中国”
——访老挝驻华大使坎葆·恩塔万

海外网 毛 莉 任天择

“老挝有很多中国餐馆，来中国当大使前我就学会做麻婆豆腐。”老挝驻华大使坎葆·恩塔万近

日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说。这番拉家常的话，折射出她与中国的缘分。

自坎葆2004年首次访华以来，中国就在她的外交官生涯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作为一名长期与

中国打交道的资深外交官，坎葆亲历了两个社会主义邻邦之间特殊情谊的不断加深，“我很高兴能

在老中关系的最好时期被任命为驻华大使，有机会见证老中命运共同体开花结果”。

“我在中国
当大使”栏目组
近日走进毗邻北
京三里屯的老挝
驻华大使馆。与
摩登时尚的商业
街一街之隔，使
馆 院 落 古 朴 清
新。使馆门前，
两棵石榴树已硕
果累累。

进入使馆主
楼，一幅悬挂于
走廊左侧的老挝
国花“鸡蛋花”
画作清新淡雅。
居中放置的玻璃
展示柜中，几尊
大象木雕和身着
民 族 服 饰 的 人
偶，让人一窥这
个 有 “ 万 象 之
邦”美称国度的
多彩文化。

老挝驻华大
使坎葆·恩塔万
的亮相，更让人
眼前一亮。剪裁
利落的深灰色西
服上衣搭配绛紫
色 老 挝 传 统 裙
装，大使身上既
有职业外交官的
干练，又有女性
特有的温柔。当起老挝文化的

“推荐官”来，坎葆大使轻车熟
路。她随手从茶几上拿起的竹
编小提篮，就是老挝文化的典
型代表。

中国人和老挝人都爱吃米
饭，老挝大米味道有何不同？坎
葆大使盛情邀请我们尝一尝，她
揭开小巧精致的竹盖，里面是一
小筐晶莹饱满的白米饭，“把煮
好的米饭放在小提篮里保温效果
很好”。按照老挝习俗，米饭应
该直接手抓食用。怕我们不习
惯，坎葆大使还贴心准备了筷
子。不过，品尝原汁原味的老挝
米饭，自然要入乡随俗地直接

“上手”才地道。弹牙软糯、入
口清香，老挝大米果然不一般，
简简单单的白米饭就能让人有大
快朵颐之感。

谈 起 老 挝 大 米 的 “ 不 一
般”，不仅坎葆大使一脸骄傲，
现场的使馆工作人员也七嘴八舌

“推销”起来。有的说，老挝大
米有上千个品种；有的说，老挝
人的一天必须从一篮白米饭开
始；有的说，在老挝人的宴会
上，装米饭的小提篮会换成一人
高的大竹筐。

这份独特的老挝味道引发的
热议，从线下延伸到了线上。采
访当天，我们以《老挝驻华大使
请你吃“饭”》为题发布的短视
频，在网上引来网友“围观”：

“好可爱的小篓子”“忍不住想吃
里面的米饭”“和我们的东北大
米比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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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神奇老挝的亲密接触

第19届“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老挝赛区决赛日前在老挝万象落幕。来自老
挝国立大学语言学院、孔子学院和苏发努冯
大学孔子学院的 9 名选手参赛。图为一名选
手在决赛中进行才艺表演。

凯 乔摄 （新华社发）

老挝驻华大使坎葆·恩塔万近照。 海外网 季星兆摄

老挝万象塔銮。老挝驻华大使馆供图

老挝境内山峦起伏，森林密布，
栖息着数不胜数的野生动物，尤以大
象居多。大象在老挝是神圣、吉祥的
象征，是老挝人的好伙伴。老挝每年
都会举行大象节。节日期间，人象同
乐，场面壮观，大象拴线仪式、大象
戏水表演、大象知识竞赛、大象骑行
项目等活动精彩纷呈。图为游客们在
老挝沙耶武里大象节上与大象互动。

凯 乔摄 （新华社发）

人象同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