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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感到安全、活力、自由

“我从学生时代起就开始阅读关于中国
共产党的书籍，对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人民
而奋斗很感兴趣。”潘迪说，1921年前后，
世界上很多国家建立了共产党，但少有像
中国共产党这样历经百年而不衰的政党。

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日战争、从新中国
成立到改革开放……谈起中国共产党极不
平凡的百年历程，潘迪说，无论意识形态
是否相同，只要看看中国的发展，就无法
否认“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非常成功”。

潘迪表示，中国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
大考中的突出表现，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
党的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果断决策，14
亿中国人响应号召、众志成城，广大医务
人员救死扶伤、向险前行……“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全社会都被动员起来。正
因如此，中国成功遏制了疫情。”潘迪认
为，中国抗疫经验带给世界很多启示，其
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中国共产党坚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原则。对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政府而言，没有什么比人民
的生命与健康更加珍贵，这为世界作出了
重要示范。

随着疫情阴霾散去，潘迪在中国感受
到了安全、活力与自由。到访城市越多，
他对中国的认识就越丰富。在西安，他看
到这个历经数千年风雨沧桑的古都如今繁
华依旧；在成都，这个他原以为“欠发达
的内陆城市”欣欣向荣，给他带来了意想
不到的惊喜。

中国飞速发展的“秘诀”有哪些？潘
迪在不断追寻答案。今年全国两会，潘迪
作为驻华使节列席，在现场见证了两会

“如何为中国谋发展，如何为人民谋幸
福”。“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
要为中国未来 5 年乃至 15 年的发展擘画了
蓝图。潘迪认为，五年规划是理解“中国
之治”的一把钥匙。“走五步要看十步，只
有目标明确才能成功。制定并实施五年规
划，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经验。‘十

四五’时期，相信中国会在经济科技等各
领域取得更大发展，为世界作出更大贡
献。”潘迪说。

“中国一直帮助尼泊尔”

一个越来越繁荣富强的中国，带给尼
泊尔越来越多的机遇。作为一个高山内陆
国，尼泊尔的国际合作长期受到地理限
制，互联互通是尼泊尔实现发展的重要前
提。用潘迪的话说，在尼泊尔从“陆锁
国”变成“陆联国”的进程中，“中国一直
帮助尼泊尔”。

在安娜普尔纳雪山的臂弯中，坐落着
尼泊尔旅游胜地博卡拉，这里是极限运动
者和徒步登山者的天堂。不过，对世界各
地的游客来说，要欣赏这里的如画美景

“道阻且长”。博卡拉的老机场运力极为有
限，国际旅客往往要先到首都加德满都转
机，乘坐旅游大巴颠簸几个小时才能到博
卡拉。在博卡拉建设一个新机场，是尼泊
尔人的愿望。中国企业正在建设的博卡拉
国际机场，将为尼泊尔连接世界打开新通
道。潘迪表示，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对推
动尼泊尔旅游业发展至关重要，尼泊尔需
要修建更多铁路和公路。

潘迪对修建西藏吉隆至加德满都的跨
境铁路寄予厚望。位于西藏日喀则的吉隆
口岸海拔 1800 多米，自古是中国与尼泊
尔交往和通商的要道。如今，频繁往返于
加德满都和吉隆之间的尼泊尔货车车流，
展现边贸繁荣景象。潘迪表示，跟现实需
求相比，目前连接吉隆和加德满都的基础
设施还远远不够。2016 年他就曾为跨境

铁路项目到访吉隆，他热切盼望跨境铁路
开通后“促进双方商贸和人员往来”，欢
迎“中国朋友未来通过跨境铁路到尼泊尔
旅游”。

珠峰见证两国友谊高度

穿越喜马拉雅山的中尼跨境铁路寄托
着“天堑变通途”的梦想，也孕育着促进
两国跨境合作的又一次重大契机。珠穆朗
玛峰见证了两国悠久的交往历史，喜马拉
雅山脉成为连接中尼友谊的纽带。

2020 年，两国元首共同宣布珠穆朗玛
峰新高程，标注了两国友谊新高度。“这对
全世界来说都是历史性事件。”潘迪说，尼
中测绘部门经过辛勤努力确立的珠峰最新
高程，不仅是属于尼中两国的知识资产，
也刷新了全世界对世界第一高峰的认知。

“世界各地的人们对珠峰从此有了新认识。”
从两国共同测量珠峰高度的合作中，

潘迪看到了尼中深化科研合作的广阔空
间。回顾新中国发展史尤其是改革开放
史，潘迪认为，中国腾飞的关键因素是
把科技视为“第一生产力”，高度重视科
技进步。面对世纪疫情，中国科技战疫
更 是 大 显 身 手 ， 站 在 疫 苗 研 发 的 全 球

“第一方阵”。
“尼泊尔非常渴望像中国一样发展科

技。”潘迪高兴地表示，2019年尼中就合作
建设马丹·班达里科技大学达成了共识，尼
泊尔希望在中国的帮助下将这所大学建成
世界级高等学府。这所以推动尼泊尔科技
发展为宗旨的高校建成后，将成为尼中携
手并进、分享知识与技术的象征。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非常成功”
——访尼泊尔驻华大使马亨德拉·巴哈杜尔·潘迪

海外网 毛 莉 吴正丹

“到2035年，我们这个世界会发生巨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

向前发展，中国在经济、科技等多个领域将继续走在世界前列。”尼泊

尔驻华大使马亨德拉·巴哈杜尔·潘迪近日在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

表示。

潘迪曾担任尼泊尔外交部长，对中国发展道路有深刻理解和高度认

同。到中国当大使后，他亲眼见证了中国抗疫斗争取得重大战略成果、

脱贫攻坚战获得全面胜利，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有了新思考。

尼泊尔驻华大使马亨德拉·巴哈杜尔·
潘迪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尼泊尔驻华大使马亨德拉·巴哈杜尔·
潘迪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尼泊尔与中国是
邻居，喜马拉雅山脉
将两国紧密相连。清
澈的水流从喜马拉雅
山上顺流而下，一路
流向尼泊尔和中国。
尼中历来睦邻友好。

历史上，中国高
僧法显、尼泊尔高僧
佛驮跋陀罗互访对方
国家。回顾尼中关系
史，我们看到尼泊尔
著名工艺家阿尼哥在
中国建造的宏伟雕塑
与佛塔，留下了尼中
友好交往的佳话。

自 1955 年尼中建
交以来，两国始终在
平等基础上保持着兄
弟般情谊。尼泊尔坚
定 奉 行 一 个 中 国 政
策。对一些别有用心
的势力关于中国的所
谓“侵犯人权”指控，
尼泊尔不仅坚决抵制
这种恶意，更会与他
们划清界限，以守护
尼 中 持 久 友 好 的 关
系。尼中之间没有任
何悬而未决的争端，
堪称典范。

尼中在持续深化
友 谊 方 面 形 成 了 共
识。2019 年，尼中两
国宣布建立面向发展
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两国领导人互访和民
众往来越频繁，两国
友谊就越紧密。

两国的守望相助
也 体 现 在 行 动 上 。
2015年，尼泊尔发生大地震，8000多人丧
生，70 多万座寺庙、建筑、文化遗产被
毁，800 多座教学楼遭到破坏。中国帮助
尼泊尔翻修了历史悠久的宫殿、古迹、寺
庙和学校。在尼泊尔北部边境地区，中国
援建了新校舍。

2020 年，当中国发生新冠肺炎疫情
时，尼泊尔向中国送来口罩；当疫情困扰
尼泊尔人时，中国通过捐助医疗用品、分
享抗疫经验、援助疫苗等方式帮助尼泊尔
抗疫。

尼中在许多国际事务上有普遍共识。
尼中的对外政策都以 《联合国宪章》、多
边主义、不结盟原则以及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作为基础。在许多问题上，我们有相同
的愿景、路线和努力，都积极维护世界和
平与发展。

1978年，尼中发展水平相似，如今中
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在经
济、科技、社会等领域飞速发展。在“一
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尼中签署了诸多
协议及谅解备忘录。中国一直在投资帮助
尼泊尔建设机场、公路、铁路及国际会议
中心等基础设施，推动尼泊尔水电和可再
生能源发展，帮助尼泊尔发展水泥产业。

尼泊尔的旅游业正在稳步发展。期待
尼中跨境铁路未来开通后，更多中国游客
到尼泊尔游览名胜古迹，欣赏丛林美丽风
光，感受尼泊尔的民族和谐。

“人人皆吾师，处处有学问。”尼中可
以分享科技成果，增进贸易交流，实现
共赢。我们衷心祝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
政府取得的成就，中国已经完成了消除
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决胜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取得决定性成就。世界还可以从
中国经验里学到，领导人和政府必须坚
持“生命至上”才能遏制疫情。在维护
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方面，尼中
有相同看法和立场。

总之，尼中关系经受住了时间考验，
并将继续相互尊重、携手并进。

（作者为尼泊尔驻华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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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色佛像在午后阳光中
熠熠发光，两扇木门雕刻着
精致的神秘图案，玻璃橱窗
中整齐摆放着尼泊尔传统典
藏……当“我在中国当大使”
栏目组步入尼泊尔驻华大使
馆，浓郁的异域文化气息扑
面而来。

栏目组初见尼泊尔驻华
大使马亨德拉·巴哈杜尔·潘
迪时，立刻被大使身穿的尼
泊尔传统服饰吸引了目光。
长至膝盖的白衬衣、白长
裤、黑皮鞋，再加上一顶小
花帽，很是抢眼。小花帽在
尼 泊 尔 语 里 被 称 为 “ 托
比”，是尼泊尔男性传统服
饰的一部分，迄今已有 1000
多年历史。据说古代尼泊尔
男子在山林打猎时，妻子缝
制的小花帽是防护加保暖的

“神器”，如今成了尼泊尔的
一张文化名片。

在采访过程中，潘迪大
使热情地介绍尼泊尔传统文
化。他拿出早就准备好的一
件小型尼泊尔木雕作品“孔
雀窗”向栏目组展示——“孔
雀王”悠闲而不失威严地站
在木雕中央，繁复的花纹环
绕四周。“孔雀窗”被视为尼
泊尔艺术的精髓，其精美程
度让人不禁感叹尼泊尔能工
巧匠的精湛手艺。

“尼泊尔‘孔雀窗’在
世界上独一无二。”潘迪大
使骄傲地说。光展示一件小
型木雕还不够，大使边介绍

边带领栏目组游览使馆，寻找隐藏在木雕中的一
只只“孔雀”。栏目组这才发现，从使馆大门到任
何一个窗框，都少不了孔雀木雕装饰。大使介
绍，这些木雕由尼泊尔工匠在当地完成雕刻后，
千里迢迢运到中国。

潘迪大使说，尼泊尔木雕也是尼中友好往来
的见证。往来于尼中的商人们将中国的商品带往
尼泊尔，也把尼泊尔的木雕带到中国。“我们非常
乐于与中国分享尼泊尔传统文化，增进两国文化
交流。”

采访结束当天，栏目组以“尼泊尔最牛特产
是什么？驻华大使亲自揭秘”为题发布短视频，
有眼尖的网友认出了尼泊尔“孔雀窗”。尼泊尔驻
华大使馆工作人员也在社交媒体上回应：“欢迎大
家在疫情结束后前往尼泊尔。”

来
大
使
馆
寻
找
﹃
孔
雀
﹄

海
外
网

赵
壹
晨

尼泊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是南
亚的内陆山国。这个古老而神秘的国度
屹立于冰川雪原之上，日月星辰似乎触
手可及。

加德满都是尼泊尔的首都和最大城
市。这座位于加德满都谷地、群山环
抱的古城，有 1200 多年历史和 2700 多
座寺庙，是观察尼泊尔文化的绝佳窗
口。斯瓦扬布纳特寺，也被称为“猴
庙”，位于加德满都山谷西部的一座小
山顶上。沿着 365级台阶拾级而上至树

林覆盖的山顶，可以鸟瞰整个加德满
都山谷的景色。

加德满都另一处标志性建筑——博
达哈大佛塔位于城市东郊，是全世界最
大的圆佛塔。大佛塔被色彩缤纷的街
道、狭窄的小巷、藏传佛教寺院所环
绕。博达哈大佛塔的兴盛与拉萨和加德
满都的商贸联系紧密相关。佛塔位于两
地商旅往来的交通要道上，过去，那些
翻越喜马拉雅山、历经艰难旅途的商人
和旅者，途中都要前往佛塔祈祷平安。

至今，仍有许多人在开始喜马拉雅山行
程之前或顺利归来之际，前往博达哈大
佛塔祈福还愿。

千年古城巴德岗是加德满都谷地城
市，是尼泊尔中世纪建筑和艺术的发源
地。砖红色是巴德岗古城的主色调，质
朴的红砖、深栗色的精致木雕，再加上
林立的寺庙和砖石佛塔，组成了巴德岗
独特的建筑风格。古城中心的巴德岗杜
巴广场是历史变迁的记录者，这里有着
不同时期风格的建筑：老皇宫、神庙、
佛塔、石亭、华表、孔雀窗、马拉国王
的金身塑像……这些古迹向全球游客展
示着尼泊尔文化的深邃与隽永。

当游客行走在尼泊尔的老城中，迎
面而来的是漫长时光孕育的厚重和多元
文化催生的包容。而面带微笑的尼泊尔
人双手合十说出一句“Namaste”（你
好），将成为游客深刻的记忆。

（海外网 张六陆整理）

雪山佛国：
心灵休憩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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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目远眺白雪皑皑的珠穆朗玛峰。
尼泊尔驻华大使馆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