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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即将迎来成立100周年
华诞。百年光辉岁月，百年光荣梦想。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中国人民
经过不懈奋斗，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并向着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砥砺前行。

有这样一群见证者和参与者，他们

是从世界各地络绎不绝走进中国的国际
友人。到中国旅行、工作和生活，使他
们拥有多重身份：在中国人眼中，他们
是亲切友好的外国朋友；在亲友眼中，
他们是了不起的“中国通”；在国际社
会，他们是离中国最近的观察者。中国
的发展状况如何？中共的执政能力如

何？他们很有发言权。
本报从今日起推出“‘老外’这样看

中共”专栏，采访在华定居或是到过中国
的外国友人，请他们讲述自己接触和感
受的中国共产党和亲眼所见、亲身经历
的中国故事，畅谈对中国的美好期待和
真挚祝福。

走进中国，就知道中共为什么“能”！
本报记者 贾平凡

我的中国朋友们都喜欢我的中文
名字“马豪恩”。1979 年，我 14 岁，
第一次到中国。当时，因为父亲被派
遣到阿根廷驻华大使馆当武官，我们
举家搬到中国居住。得知这一消息
后，我非常激动。

1979 年至 1982 年，我居住在北
京，参观了很多中国的城市。在北
京，我游玩了故宫、北海公园、天
坛、颐和园、十三陵和长城等。此外，
我还去过上海、天津、广州、大同和秦皇
岛等城市。在中国生活那段时间是我人
生最快乐的时光之一。我很喜欢中国美
食，尤其钟爱炸韭菜盒子和饺子。不过，
回想起来，那时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刚
刚起步，经济发展水平还不高。

1982 年离开中国后，因为学术研
究需要，我又有幸 15 次到中国，主要
是参加国际会议和在大学任教。作为一
名学者和政策顾问，我所有的工作几乎
都与中国有关。尽管 40 年前很少有人
相信，我的职业生涯投向中国研究会取
得事业成功，但今天很多人都认可我所

做的正确选择。这些年，在拉丁美洲，研究中国和中国文化的学
者越来越多。我为有幸见证中国所经历的巨大转变而感到高兴。

在我看来，坚持理论创新和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是中国共
产党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也为中国取得革命胜利和经济发展提
供了坚实基础。中国人民是争取民族独立、社会稳定、人民福祉和
祖国统一的中坚力量。如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提出，中国共
产党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
兴”，将使中共成为推动中国不断进步始终如一的政治力量。

近年来，中国在与全球治理有关的各种问题上逐渐承担了更
大的责任，特别是自 2001 年加入世贸组织和 2008 年全球金融危
机以来。在全球治理中，中国通过创造性的想法和计划，努力为
世界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国还致力于建立新型全球伙伴关系并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2017 年，习近平主席分别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和世界经济论坛
2017 年年会上发表讲话，呼吁各国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几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全球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这一理念也对全球抗疫产生了积极影响。

我相信，只要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坚
持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中国必将在实现共同富裕、生态治理、
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上取得更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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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0年第一次到中国，我与中国
的缘分持续了 40余年。我清楚地记得，
1980年9月21日我进入北京语言大学，
学习了1年汉语。随后，我进入上海大学
学习，并于 1987 年获得工学硕士学位。
学成后，我返回巴基斯坦工作和生活。
2010至2016年，我有幸在巴基斯坦驻华
大使馆担任参赞。2016 年从使馆卸任
后，直到 2019 年底，我几乎每个月都到
中国旅游。

我有幸在改革开放初期在中国学
习，也因此成为中国飞速发展的见证
者。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时，贫困还
是随处可见，食品和消费品短缺，实行
粮票、油票、肉票、棉票等配额制；公
共基础设施比较差，公共交通系统还不
发达，很多房子也很旧。在中国读书期
间，得益于每年寒暑假穿越大半个中国
回巴基斯坦的经历，我饱览了中国的
大好河山，也深深爱上了美丽的中国。

这些年，我频繁往返于巴中两国。
最令人兴奋的是，我每次到中国旅行，
都会看到中国社会发展的显著变化，到
处都有新增的建筑、道路、桥梁等建设
项目。中国的公共服务设施早已今非昔比，中国人民生活水平
也大幅提高。近年来，中国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是消除贫
困。中国是唯一一个提前实现 《联合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
程》 减贫目标的国家，这是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树立的榜样
和标杆，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学习中国的减贫经验。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
后，中国共产党在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成为执政党，
为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建设提供了坚实基础。1978年，中国实行
改革开放，迎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成就。
40多年过去了，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幅
提升。这是对中国共产党执政70多年成就的最大肯定。

近年来，中国和平崛起，全球影响力不断提升，已经成为
发展中国家的希望。在参与国际事务的过程中，中国因为展现
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而受到高度赞赏。在“一带一路”倡议下，
中国已经和许多发展中国家达成合作协议，一些国家已经成为

“一带一路”倡议的受益者。作为亲密朋友，巴基斯坦是中国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巴经济走廊的最大受益者。我很期待，中
国未来可以继续在促进全球互联互通中发挥积极作用，对全球经
济增长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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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50年3月12日出生在美
国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11 岁前，
我和家人一起生活在美国。

我父母都是古巴共产党人，非常
钦佩中国革命。我父亲是一名杰出
的医学专家。我母亲是一名语言教
师，后来成为古巴语言大学的校
长，曾向第一批驻古巴的中国外交
官教授西班牙语。我的叔叔劳尔·
巴尔德斯-维沃是古巴革命领袖，
在上世纪 50 年代初访问中国，受
到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在这种
家庭氛围的濡染下，我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了解中国。在父母的鼓励
下，我很早就阅读了诺尔曼·白求
恩的传记，深受启发。

1969年，我就开始和来自墨西
哥、美国的一些科学家合作，使用计
算机对大脑神经活动（EEG）开展研
究。1987年，在我的孪生兄弟米切尔
博士的指导下，我和中国科学家一起
发表了一些论文。1990年，米切尔和
我共同创立了古巴神经科学中心。同
年，为进一步推动古中合作，我第一
次来到中国，并将一些国外的计算机
化脑电图系统最早引入中国。期间，
我到访了北京市和西安市。在美丽的
古城西安，我被邀请担任首届中国
计算机化脑电会议的国际主席。

由于对中国的文化、历史和革
命传统充满向往，我早就期待访问
中国。到访中国没有让我失望，遇到
的人们都很友善、吃到的食物都很
精致、交流的科学家和医疗专家都
富有创造力。

2000 年，我应邀到中国科学院
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和中国科学家
的交往更加密切了。随后，我被聘
为电子科技大学特聘教授。自那以
后，我每年都在中国待更长时间。
自2015年起，我担任起中国—古巴
神经科技转化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
主任一职。现在，我定居四川省成
都市。我的实验室已经毕业了27名
硕士和博士。

我的人生目标是发展科学，让
世界变得更加美好。中国拥有强大的

科技创新力和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我
与他们都有很好的互动。近年来，我
一直在中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
家一起工作。我们创建了中国—加拿
大—古巴神经技术项目，致力于开发
检测世界各地脑部疾病的方法。现
在，我们正在研究新冠病毒对大脑
的影响，还组建了全球大脑联盟。

古巴和中国都是社会主义国
家。两国都曾遭受外国侵略，都是
从非常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起步，都
在为本国人民争取利益的过程中取
得显著成就。中国在经济发展方面
走得更远，值得古巴学习。古巴在
生物技术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步。
两国的交流是互利共赢的。

中国社会充满发展活力，为消
除贫困付出巨大努力，并成功跻身全
球经济发展前列。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将国家集中规划引导经济发展与
市场力量自由发挥适当结合起来，上
演了迄今为止最令人震惊的经济奇
迹。在世界范围内，中国的发展成就
充分证明了社会主义确实是可行的。

我曾有幸受邀观看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阅兵式。我的结论
是：中国是一个未来发展道路明
确、以科学原理为导向、以造福世
界和全人类为目标的国家。

我出生在伟大的诗人、哲学家
泰戈尔的故乡——印度西孟加拉邦
首府加尔各答市。这里是我对中国
文化产生浓厚兴趣的启蒙地。

读高中时，我有幸到维斯瓦巴
拉蒂大学（又译为“印度国际大学”）
中国学院参观访问，并在此学习了1
年中文。而这所大学也是中印友谊
的历史见证者。1924年，泰戈尔访
问中国，受到中国人民热烈欢迎。
返回印度后，泰戈尔萌生了在印度
建立一个研究中国的学术机构的想
法。1937年，在中印两国学者的共
同努力下，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和平
乡创建维斯瓦巴拉蒂大学中国学
院。至今，在中国学院的墙壁上，
人们还可以看到印度著名画家南达
拉尔·博斯创作、反映中印佛教文
化交流历史故事的精美壁画。

后来，我考入位于印度新德里
的尼赫鲁大学，主修中文专业 5
年。学习中文专业之后，我开始将
注意力放在国际关系上，着重研究
中国社会治理和中印关系。

2010年，我第一次到中国，是
到湖南师范大学学习交流。我感到很
幸运，因为湖南是个历史文化底蕴很
深厚的地方，也是毛泽东主席的家乡。
我非常热爱中国古代文学，认真阅读

了唐诗宋词、四大名著等文学经典。最
令我感动的是，为满足我学习中国古
代文学的热情，湖南师范大学专门
给我安排了古代文学课程。当时，
每到周末或假期，我就和学校里各
国的同学们一起，去附近爬山或者
出去旅行，收获了全新的人生体验。
那年春节假期，我到中国的云南省、
江苏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
北京和上海等地游玩，非常开心。

硕士毕业后，我拿到印中两国
政府合作的一个奖学金，有机会到
中国留学。2011年，我第一次访问
中国浙江省。这次经历让我关注到
浙江省的环境治理问题，并将其作
为我博士论文的研究方向。为完成
博士论文，我又多次到访浙江省的
不同城市，参观考察各行各业。在

此过程中，我见证了中国生态环境
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过程。

印度和中国都是人口大国和发
展中国家，都面临严峻的环境治理
挑战，可以在环境治理领域加强合
作交流。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模式
有很多值得印度学习的地方。比如，
中国的河流污染曾经也相当严重，但
近年来通过采取“河长制”等综合措
施，取得了河流全流域污染治理的良
好成效。印度也有贯穿各邦的大河，
在治理河流污染上可以借鉴中国经
验。此外，印中两国在垃圾分类处
理、可再生能源技术、减贫事业和新
兴产业等领域的合作空间也很大。

在当前国际形势下，发展中国
家要更加注重基于平等条件的合作
关系，以便双方或多方都有机会平等
地参与国际事务并贡献自己的一分
力量。印度和中国都是多个多边合
作组织的成员国，例如上海合作组织
和金砖五国，在这些框架下为推动
多边合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印度和中国
也互帮互助，发生了很多感人故事。

印中关系发展并非一帆风顺。
但作为文明古国和邻国，印度和中
国携手合作，将对世界产生深远影
响。我对此充满期待和祝福。

中国成就证明社会主义是可行的
■ 讲述者：电子科技大学生命学院中国—古巴神经科技转化

前沿研究联合实验室主任 佩德罗-瓦德尔斯

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印度学习
■ 讲述者：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

中心副教授 沙海丽·查塔拉支

中国有很多地方值得印度学习
■ 讲述者：印度国立伊斯兰大学中国问题研究

中心副教授 沙海丽·查塔拉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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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6月7日，多国驻华使节探访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之地”，在上海市中共一大纪念馆外合影。
新华社记者 王 翔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