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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了解中国是大使的重要工作”

俞博生对中国的最初印象，来自儿时曾光顾的一家中
餐馆。俞博生说，卢森堡市内有很多中餐馆，其中有家上
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张的中餐馆颇有名气，在那儿吃过的一
顿午餐让他至今难忘。中国味道，成为俞博生与中国缘分
的开端。

俞博生对中国的浓厚兴趣，从他的中文名中可见一
斑。俞博生说，“俞”谐音“愉”，有欢乐之意；“博”是指
他拥有经济地理学博士学位；“生”可解为“学生”，“因为

学习了解中国是大使的重要工作”。
近 4 年来，俞博生不断了解中国：到陕西淘古玩，感

受中华历史文化的深厚底蕴；到四川吃火锅，享受有滋有
味的市井生活……俞博生说，每天从官邸到使馆的半小时
车程，就是他的读书时间，“每一分钟都不会浪费”。对中
国了解越多，俞博生就越感慨中国发展了不起。“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中国 7.7 亿农村人口摆脱贫困。”俞博生说，

“这是一项巨大成就，没有其他国家办得到。”
谈起脱贫攻坚战，俞博生提起两国民间交往的一段佳

话。2018 年起，一位名叫尼科·汉森的卢森堡退休警察扎
根广西河池宜州区刘三姐镇乍洞村，自愿给当地第一书记
当起“助理”，和村民一起种百香果、种牧草、修路。3年
多来，乍洞村的惊人变化让汉森认识到中国减贫的独到之
处：中国政府关心贫困人口，帮助他们摆脱贫困，给他们
未来的希望。从汉森的故事里，俞博生看到两国减贫合作
的广阔空间。俞博生介绍，卢森堡将国民生产总值的1%用
于发展援助，“希望在对外援助过程中向中国学习减贫经
验，这可以成为卢中合作的增长点。”

“卢森堡葡萄酒和中国美食是绝配”

俞博生认为，中国消除绝对贫困还有更深远的世界意
义。“随着中国告别绝对贫困、中国国内购买力提升，中国
将扩大进口和对外投资，这对整个世界来说都是好事。”俞
博生说。

2021年 3月，中欧地理标志协定正式生效，对中国和
欧洲都是好消息。中国和欧洲的消费者可放心购买更多来
自对方的优质产品，吃上更多来自对方的特色美食。卢森
堡摩泽尔葡萄酒名列其中，卢森堡葡萄酒进入中国市场的
路子更宽广更顺畅。“卢森堡葡萄酒和中国美食是绝
配。”俞博生说，每次使馆举办宴会，他都会根据中餐菜
谱精心挑选卢森堡葡萄酒，让来宾享受中国味道和卢森堡
佳酿的融合之妙，他希望“更多中国朋友能喜欢上卢森堡
葡萄酒”。

俞博生对两国经贸合作前景的信心，来自两国源远流
长的经贸往来。在钢铁领域，两国合作已有 100 多年历

史。俞博生日前到访湖北，专程到博物馆重温了两国钢铁
合作的一段友好历史——1890年，中国第一座钢铁厂汉阳
铁厂在卢森堡专家欧仁·吕贝尔主持下建成投产。吕贝尔曾
担任汉阳铁厂总工程师，在武汉工作长达20年。一张张历
史老照片、吕贝尔的游华日记，让俞博生感慨万千，他在
留言簿上写道：“非常感谢能回到这个见证了卢中友谊之根
的地方。”

“空中丝绸之路”雪中送炭

展望未来，俞博生希望在中国的广阔天地找到更多深
化两国关系的契机，河南是他多次提到的省份。“从河南可
以看到中华文明的悠久灿烂，也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勃勃
生机。我每次去河南，都会发现新变化。”俞博生说，“我
喜欢河南和河南人民。”

俞博生这份特殊的河南情缘背后，是一条联通郑州和
卢森堡的“空中丝绸之路”。郑州—卢森堡“空中丝绸之
路”起源于 2014 年河南一家企业收购卢森堡货运航空公
司 35%股权。卢货航虽然是欧洲最大全货运航空公司，但
市场增长乏力，需要中国的广阔市场；郑州致力于建设综
合物流枢纽城市，需要国际网络和先进经验。双方在合适
的时间走到了一起，找到了有效的合作方式，“空中丝绸
之路”从此牵起了欧洲交通枢纽和中国内陆大省的“友谊
之桥”。

让俞博生感触最深的是，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郑州—
卢森堡“空中丝绸之路”这条国际大通道架起雪中送炭的

“空中桥梁”，将抗疫物资源源不断输送到急需之地。在河
南抗疫时，卢森堡及时送来了口罩和其他医疗用品。3
月，河南第一时间筹措的抗疫物资沿着“空中丝绸之路”
飞抵卢森堡。“看到抗疫物资上‘友谊无国界’的寄语，我
很感动。”俞博生说，“我知道抗疫不是一个国家的战斗，
中国等朋友愿意帮助我们，这很难忘。”

俞博生认为，在全球疫苗接种的关键时期，卢中携手
能为全球抗疫继续作出更多贡献。“中国有强大的疫苗产
能，卢森堡有专业的国际货运航空公司，可以帮助中国把
疫苗运输到全世界各地。”俞博生说。

“看到今天中国的勃勃生机”
——访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

海外网 毛 莉 吴正丹

在卢森堡驻华大使官邸，一条挂满卢森堡巨幅风景照的游廊让

人仿佛置身万里之外的“千堡之国”。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

时，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当起了向导：“这座看上去是古堡的建筑

实际上是银行，卢森堡有很多银行，新中国在海外设立的第一家银

行分支机构就落地卢森堡”“中国驻卢森堡大使馆在一座有几百年历

史的古堡里”……在俞博生的娓娓讲述中，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勾勒

出卢中关系发展的长卷。

卢森堡驻华大使俞博生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得知对卢森堡驻
华大使俞博生的采访
将在大使官邸进行
时，“我在中国当大
使”栏目组对此行格
外期待，因为这是栏
目组走进的第一个

“藏”在胡同深处的
大使官邸。

官邸在北京市东
城区内务部街胡同
21 号，窄窄的门脸
看起来并无太多出奇
之处，但朱红色的铁
栅栏后别有洞天。

走过前院灰色烧
砖铺就的甬道和一排
平房，大使官邸豁然
露出真容：灰墙红瓦
的二层小楼融合了中
欧元素，一座被中式
游廊环抱的花圃植有
松柏，四周的石雕宫
灯更添一份古典气
息。坐在小楼的阳
台，可观春日雨、听
夏蝉鸣、看秋风起、
赏冬雪飞。

对热爱中国文化
的俞博生大使来说，
北京的这个“家”带
给了他太多惊喜。第
一眼，他和家人就爱
上了这里。“住进来
那一刻，我女儿兴奋
地在院子里跑来跑
去，好奇地探索角角
落落，高兴地说‘这
就是现在我们要住的
地方了’。”

当栏目组走进主
楼会客厅，立刻被一
屋子大大小小的中式
家具吸引。一人高的
飘窗前，摆放着一个
上了年头的对开门木柜，枣红色的漆
层已斑驳，但鎏金的镂空雕饰光华不
减，身着戏服的画中人神态清晰可
辨。会客厅中央靠墙处有一个深红色
中药柜，一格格抽屉保留着用毛笔写
的“茯苓”“灸草”“连翘”等药材标
签。紧靠药柜的白色沙发旁，一张小
马扎颇为惹眼，它和墙上挂的一幅简
笔画相映成趣。画里描绘的正是内务
部街胡同的日常生活场景：一位老大
爷坐在一张小马扎上与人谈笑。

精心布置的一桌一椅，无不展示
俞博生大使对这里倾注的心血。大使
边带栏目组参观，边介绍他的寻宝故
事，“这是从西安淘来的，这是在北
京买的。在中国每到一地，我都会去
当地古玩市场淘一淘宝贝。”大使
说，他希望用文化搭建两国人民友谊
的桥梁。

俞博生大使喜爱中国文化，也很
懂中国人的礼节。采访结束后，虽然
栏目组一再请大使留步，他仍坚持

“尽地主之谊”，将栏目组送到大门
口。大使说，他闲暇时爱在门口溜
达，看胡同里人来人往，他喜欢“打
开门就看到老百姓的市井生活”。

被德国、法国、比利时环绕的袖
珍小国卢森堡，国土面积 2000多平方
公里，人口仅有 60余万人。卢森堡国
土面积虽小，但以“千堡之国”驰
名，独特的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色吸引
着众多游人前往打卡。

卢森堡首都卢森堡市因古堡、老
城区和防御工事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
名录。由于地势险要，卢森堡在历史
上一直是西欧重要军事要塞。15世纪
以后，卢森堡先后被西班牙、法国、
奥地利等国统治 400 多年，卢森堡人
为抵御外敌入侵，修建了三道护城
墙、许多坚固城堡和 20多公里长的地
道。在岁月的冲刷中，当初的防御工
事散去了金戈铁马的硝烟，如今已成
为卢森堡的亮丽文化名片。

对很多游客来说，走进卢森堡如
同走进了梦幻的童话世界。有人说，
卢森堡的童话气质一半在森林，一半
在峡谷。佩特罗斯大峡谷如鬼斧神工
般将卢森堡城一分为二，新城区在
南、旧城区在北。为连结两岸，当地
人在大峡谷上先后修建了 100 多座大
桥。其中最有名的两座大桥是阿道夫
桥和夏洛特桥，其悬于绝谷上，攀过
峭壁，气势如虹。伏桥而瞰，桥下是
色 彩 斑 斓 的 大 片 山 谷 ， 山 谷 中 红、
黄、绿各色树木交错；凭桥四望，举
目所见是弯曲的小路、盘旋的阶梯、
成群的鸟儿，动人景致不负“欧洲最
美露台”盛名。而要想将整个卢森堡
城的胜景尽收眼底，宪法广场是绝佳
观景台。哥特式建筑、洛可可建筑、

后巴洛克建筑……在森林汇成的绿色
海洋间，座座古堡让人不禁生出一份
远离尘嚣的宁静。

维安登古堡也是打卡卢森堡的必
去之地。古堡位于乌尔河谷旁小山丘
的制高点上，早在中世纪时就成了欧
洲非常著名的城堡。维安登古堡下有
一座美丽小镇，因为大文豪雨果曾流
放于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雨果小
镇”。在这里，雨果写下了 《悲惨世
界》 的部分内容。喜欢雨果的游客一
定不能错过雨果故居，这里还保持着
雨果在卢森堡居住期间的原貌。

无论是古堡深巷、还是绿境深
邈，卢森堡都能满足游客对童话世界
的想象。

（海外网 陆宁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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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森堡驻华大使官邸内的中药柜。
海外网 陆宁远摄

卢森堡国土面积不到中国
上海市的一半，但吸引了世界
各国银行落户。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卢森堡考虑到依赖钢铁
行业、经济结构单一带来的弊
端与风险，在经济多元化的进
程中着力发展金融业。

中国与卢森堡在银行业的
合作渊源深厚。早在 1979 年，
中国银行就在卢森堡设立分
行，这是新中国在海外设立的
第一家银行分支机构。如今，
主要中资银行纷纷在卢森堡设
立欧洲总部。目前卢森堡已成
为欧洲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之
一和中国资本进入欧盟的主要
门户之一。

与此相呼应，卢森堡国际
银行2019年来到中国，正式落
户北京，成为首家在中国大陆
开设代表处的卢森堡银行。成
立于 1856 年的卢森堡国际银
行，是卢森堡历史最悠久的综
合性银行机构。在卢森堡国际
银行北京代表处的揭幕仪式
上，卢森堡国际银行有关负责
人表示：“中国在世界上属于
发展强劲的国家，对我们来说
独具吸引力，我们看到中国有
很大的发展潜力，此次在中国
设立代表处，代表着我们进入
中国的第一步。”

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国际
领先的金融中心携手，书写了
一个个合作共赢的故事。近年
来中卢在绿色债券、绿色信贷
等绿色金融服务领域进行重点
合作，为两国共建“一带一
路”增添了亮色。绿色债券是
国际市场上快速发展的新兴债
券品种，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
持具有环境效益的绿色产业项

目。绿色债券对中国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基
础设施等方面的绿色升级具有重要作用。据悉，中国金
融机构已发行数只以“一带一路”或可持续发展为主题
的绿色债券，在卢森堡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募集数十
亿美元资金用于支持相关国家绿色项目建设。中卢双方
多年的合作与对话，正在助力全球绿色和可持续金融市
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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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堡之国，童话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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