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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
——访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

海外网 张六陆

“越南共产党、越南政府和人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人民

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诚挚的祝贺。”近日，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通过

人民日报海外网的镜头向迎来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致贺。

2019年秋天出任越南驻华大使的范星梅是一位“中国通”。从河

内到香港，再到南宁和北京，从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到驻南宁总领

事再到越南驻华大使，他的工作一直围绕着中国展开。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越南共产
党和越南政府与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
人民健康放在第一位，
并采取了一系列果断措
施，有效防控疫情，尽
快复工复产，推动经济
复苏，使越南和中国成
为了世界上少数能够保
持正增长的经济体。中
国如期完成了新时代脱
贫攻坚目标任务，现行
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越中关系在各
领域稳定健康发展。

在政治关系方面，
2020 年越中两国开展了
多项务实活动，来庆祝
越南中国建交 70 周年。
这一年，双方保持了高
层领导频繁的沟通。越
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阮富仲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次通话，就推动两国
关系不断深化并务实发
展达成了重要共识。越
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同中
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通
话，同意加强疫情防控
合作。两国各部委、各
地 方 的 交 流 进 一 步 加
强，两国的疫情防控合
作有效地开展。

经贸合作继续成为
越中双边关系的一大亮
点。据中方数据统计，
2020 年越中双边贸易额
达 1922.8 亿 美 元 之 多 ，
同比增长 18.7%。越南
首次成为了中国在全球
的第六大贸易伙伴，并
稳居中国在东盟中的最大贸易伙伴。2020
年，中国成为越南第三大投资来源地。

2021年对越南和中国来讲都是意义非
凡的一年。越南召开了越南共产党第十三
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越共十三大决
议，提出了越南未来 5 年经济社会发展计
划和2030年远景目标。这一年，中国将迎
来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也是落实

“十四五”规划的开端之年。
面向2021年，为了进一步贯彻落实好

两党两国高层领导的共识，两国将着重开
展以下主要工作：一是继续加强政治互
信，保持频繁的高层交往，推动两党两国
领导人在疫情防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早日
实现互访；二是深化务实合作，将双方的
经贸合作继续朝着稳定健康的方向发展。
欢迎中方进一步扩大对符合中国市场需求
的越南农水产品等强项产品的进口，也欢
迎中方企业在基础设施、高新科技、环保
型等产业加大对越投资力度；三是加强人
文交流，夯实越南中国睦邻友好与全面合
作的社会基础。期待两国的媒体在引导舆
论、凝聚共识，进一步巩固发展好越中传
统友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作者为越南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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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志明市街头，在骑楼下与棕榈
树的绿荫里与明媚的骄阳躲猫猫，飞
驰的摩托机车在身边穿梭，路过白瓷
砖铺墙垫地、蓝色塑胶桌椅待客的小
食铺，进门招呼老板来一碗越南河
粉，这或许是游客来到这个东南亚国
度留下的最初回忆。

不止是在越南的城市中，美国的
洛杉矶、法国的巴黎，还有北京、上
海的胡同巷弄里也能看到以“PHO”

（越南河粉）为招牌的小店。一碗河粉
既是一张递出国门的越南美食名片，
又是这个中南半岛上历史悠久的国家
传承至今的稻作文明的缩影。

丰富的嗅觉与味觉体验浓缩在一
碗越南河粉之中。外行人趁热乎气儿
囫囵嗦粉，鲜美之味留于唇齿，酣畅
之感周身通透。内行人端起越南粉
儿，细细品味更有讲究——先是这
汤，用牛肉、牛骨熬上一夜，再通过
层层过滤撇去血沫和杂质，好的汤头
须清澈光亮，褐色的汤底会被视作不
尽如人意。再是配菜，罗勒应是紫根
罗勒；柠檬则要选小青柠，因为黄柠
檬的酸度与汤头不甚调和。

河粉成为越南标志性美食的背
后，是越南在历史维度传统农业国和

全球维度第三大大米出口国的定位坐
标。地处北回归线以南，热带季风影
响下常年高温多雨，加之东南面国土
临海，又有包括东南亚最大河流湄公
河在内的多条河流冲积培厚的肥沃平
原，诸多因素集于一身，越南的农耕
传统已有千年历史。

农耕乃百姓衣食之源，更是城市
文明之根，如今依旧保存完好的越南
古城遗址是游客亲近越南历史文化的
好去处。比如阮朝古都顺化，原名富
春，巍峨壮丽的遗迹名列世界文化遗
产名录。城内建筑沿南北轴线布局，
外层为防城，中层为皇城，内层为紫
禁城，屹立的旗台、雄伟的午门、庄
严的世庙无不显露出当年帝王的雄
心。城内九尊铜鼎饰有景色、物产、
花草、禽兽，甚至越南百姓生活的细
节，体现了 19 世纪越南铸铜的高超
技艺。

顺化之外，在秋盆江入海口坐落
着另一座越南古城，同时也是越南唯
一的港市一体城市——会安。在 15
世纪至 17 世纪，这里曾是东南亚繁
华的贸易中心，来自中国、日本、印
尼乃至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商船在这
里停靠。现如今，街道、祠堂、会

馆、寺庙仍旧保留着曾经的风貌，倾
斜的屋顶整齐地铺盖着瓦片，精巧的
榫卯结构在内，细腻的雕刻装饰在
外。每月阴历十五日，城内不再开启
电灯，昏黄的蜡烛与灯笼带着游客告
别都市喧嚣，穿越回尘封的历史。

古城中男耕女织、精耕细作的画
面已成往昔，如今的越南不但依旧是
稻米的重要产地，工艺精良的天然蚕
丝纺织品同样是越南闻名遐迩的特
产。由丝绸制成的越南国服“奥黛”
被外国游客称为与咖啡、摩托机车并
列的“越南三宝”之一。“奥黛”即
为长衫，上身胸袖剪裁合身，下摆宽
松飘逸，两侧开高衩至腰部，内搭喇
叭长裤。就色彩而言，传统上越南各
地奥黛的流行色各不相同，北部时兴
淡黄色，中部绛紫色，南方偏爱白
色；从年龄层看，少女多着蚕丝本身
的象牙白，待嫁女子以柔美的粉色示
人，主妇则为稳重的深色。头顶尖尖
的斗笠露出半面俏丽的脸庞，身着衬
得身材窈窕的奥黛，越南街头少女的
倩影无疑是这个国家最灵动的符号。

吃过美食，走过古城，身着奥
黛，感受越南风情的迷人之处。

（海外网 吴正丹整理）

一碗河粉 品味越南

作为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中越两国
不仅共享春节、端午等传统节日习俗，
越来越多的中国影视剧作品在越南热播
也催生出两国民间互动新话题。

上世纪 90 年代，中国电视剧 《渴
望》 引发越南万人空巷的观影热潮，剧
中人物刘慧芳被许多越南人视为“梦中
情人”。近些年，《还珠格格》《芈月传》
等古装剧和 《省委书记》《铁面无私》 等
现代剧在越南赢得好口碑，也有 《花千
骨》《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等热播剧在越
南翻拍后，传回中国视频网站引来满屏
弹幕：“ 《延禧攻略》 更新慢，中国网友

‘追到’越南网站提前看”“如果中国电
视剧能有越南语配音，就更棒了”……
刷同一部剧，追同一批偶像，越南观众
也把中国影视剧作品送上越南社交网络
热搜榜。

文化交流如此频密，中越情谊有多
么与众不同？带着这个问题，“我在中国
当大使”栏目组应约采访了越南驻华大
使范星梅。专访定于越南驻华大使馆会
客厅。绕过门口呈荷花图样的红木屏
风，会客厅全貌映入眼帘：白橡木桌沿
红毯两侧整齐摆放，墙壁上悬挂着色彩
恬淡的越南风景画；在客厅正中央矗立
着胡志明主席铜像，阳光透过窗楹，整
个房间明亮大气。

刚刚布置好拍摄机位，范星梅大使
健步而入。面对上前打招呼的主持人，
大使微笑着抬起手肘示意双方碰肘致
意，并温和地提醒我们“防疫期间就不
握手了”。众人会心一笑，双方心理距离
迅速拉近了。

谈到两党、两国的交往故事，范星
梅大使娓娓道来。说起两国人文密切往

来，大使谈兴更浓。大使表示，作为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越中两国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两国人民的传统文化既有许多
相同之处，又有各自鲜明的独特本色。近年来，两国之间的人
文交流、文化合作呈现出活跃态势。中国的许多电视剧、电
影和著名的文学、音乐作品赢得了越南民众的喜爱。同时，
许多越南特色的文化产品在中国的知名度越来越高，受到了
许多中国人民的欢迎。大使也希望有更多中国人、特别是中
国年轻人能够通过越南的文学和影视作品了解越南文化。

专访过后，范星梅大使特地安排栏目组前往随后举行的
“新年媒体见面会”。会上，范星梅大使在致辞中回顾越中关
系在过去一年取得的进展，表达了对新一年继续推动两国关
系发展、深化人文交往的期待。

活动中，范星梅大使热情地邀请栏目组尝试现场准备的
越南美食，其中人气最旺的当属越南春卷。薄如蝉翼的米浆
饼皮下五颜六色的馅料呼之欲出——绿色的生菜、红色的萝
卜、黄色的蛋皮，配色清新，营养丰富。每只春卷都包裹一
只完整的大虾，配以鱼露食之，清新爽口，唇齿留香。

采访结束，“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以越南美食为主
题制作的短视频播出后，引来数万网友观看并点赞：“中越
友好”“越南朋友继续一起追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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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驻华大使范星梅近照。 海外网 谢 明摄

越南水上市场。 越南驻华大使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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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般的深厚情谊

同为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越有着“同志加
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在峥嵘岁月里的彼此支持是双方共
同珍视的记忆。范星梅指出，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精心缔

造和培育的传统友好是越中两党、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的
宝贵财富。他高兴地看到，近些年，越中两国关系与党际
交流得到了继承、巩固和发展。

在极不平凡的2020年，中越两党两国相互支持、共克
时艰，携手取得疫情防控的重大成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
兄弟般的深厚情谊，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的独特优势。范星梅指出，疫情之下，两国两党以灵活
方式保持着频繁沟通和交流。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
阮富仲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两度通话，就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务实发展达成
了重要共识。

2021 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对这样一个历史
时刻，范星梅送上了真挚的祝福：“祝贺中国共产党百年
华诞。”

越南希望看到一个繁荣发展的中国

中国改革开放经验对越南发展有重要借鉴意义。范星
梅表示，越中两国在政治体系、发展模式等方面有着许多
相同之处，越南的革新和中国的改革开放都取得了令人瞩
目的成就。他特别提到，作为“后起者”，越南借鉴了中国
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

以“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例，范星梅表示：“这是中
国为及时、有效应对国际国内新形势而采取的重大举措，
为中国在短期和中期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越南希望看到一
个繁荣发展的中国，希望‘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为包括越
南在内的地区各经济体带来正能量。”

40多年前，改革开放的春风改变了中国社会面貌。在
范星梅看来，如今，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经济之中，是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也是世界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即便是在
困难重重的 2020 年，这种强劲的发展势头也没有停下脚
步。2020年以来，中国克服了新冠肺炎疫情影响，经济运
行逐步恢复正常，成为全球唯一一个保持正增长的主要经
济体。

促进地区的和平稳定与繁荣发展是中越
两国共同心愿

2020年全球经贸形势艰难，人员往来锐减，世界经济
衰退。范星梅认为，在此背景下，中越双边贸易仍保持增
长势头殊为不易。据中国海关最新数据显示，2020年中越
双边贸易额达1922.8亿美元，同比增长18.7%。在稳居中国
在东盟最大贸易伙伴的同时，越南首次成为中国在全球的
第六大贸易伙伴。

在此基础上，范星梅对两国经贸往来抱有更大期待。
在地方合作层面，对于越南各地方的贸易伙伴地区，如广
东、广西、云南、浙江、上海等，范星梅希望现有合作

“提质升级”，“期待中方投资越南的基础设施、高新科技、
环保等产业”。对于那些潜在的合作伙伴，如四川、重庆
等，范星梅则更为看重“增长潜力”，“注重强化贸易、物
流合作，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推动双边合作辐射到东盟、
中亚、欧洲等区域”。

在国家合作层面，范星梅期待越中两国尽早恢复商业
航班，在确保疫情防控要求的前提下，建立双方商务人员
和货物往来的“快捷通道”。另外，双方还应在进出口、通
关方面为两国企业提供便利，将越中贸易发展的利好带给
两国人民。“越方希望中方继续扩大符合中国市场需求的越
南强项农、水产品，鼓励两国企业继续通过线上、线下等
灵活方式推介优势产品，寻找商机。”范星梅说。

推动双边经贸合作走向纵深的同时，促进地区的和平
稳定与繁荣发展也是中越两国共同心愿。2020年11月，历
经8年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 正式签
署，包括中越在内的 15个国家携手为多边经贸注入动能。
范星梅特别提到，作为地区第一大经济体和全球第二大经
济体，中国的加入必将提升 RCEP的全球影响力和辐射作
用，“RCEP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等区域合作倡议相
融合，为越中两国及东盟与中国进一步扩大贸易和投资合
作规模发挥重要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