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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阿拉伯朋友见面，总有一见如故的感觉。
这种亲近感缘于我们对待彼此的热情和真诚，也
是缘于中阿两个民族的长期交往。

回顾中阿人民交往历史，我们就会想起陆上
丝绸之路和海上香料之路。我们的祖先在大漠戈
壁上“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在汪洋大海中

“云帆高张，昼夜星驰”，走在了古代世界各民族
友好交往的前列。甘英、郑和、伊本·白图泰是
我们熟悉的中阿交流友好使者。丝绸之路把中
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经阿拉伯
地区传播到欧洲，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
医药介绍到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
要篇章。

千百年来，丝绸之路承载的和平合作、开放
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精神薪火相传。中阿

人民在维护民族尊严、捍卫国家主权的斗争中相
互支持，在探索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振兴的道路
上相互帮助，在深化人文交流、繁荣民族文化的
事业中相互借鉴。

我们不会忘记，60年前的万隆会议上，中国
向尚未建交的阿拉伯国家承诺支持巴勒斯坦人民
的斗争；40多年前，13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朋友
一道，投票赞成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我们不
会忘记，近万名中国医生奔走在阿拉伯国家田野
乡间，救死扶伤；而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灾害发

生后，最慷慨的援助来自阿拉伯兄弟。
……
中阿关系的快速发展，也把双方普通人的命

运更加紧密地联结在一起。在我曾经工作过的浙
江，就有这样一个故事。在阿拉伯商人云集的义
乌市，一位名叫穆罕奈德的约旦商人开了一家地
道的阿拉伯餐馆。他把原汁原味的阿拉伯饮食文
化带到了义乌，也在义乌的繁荣兴旺中收获了事
业成功，最终同中国姑娘喜结连理，把根扎在了
中国。一个普通阿拉伯青年人，把自己的人生梦

想融入中国百姓追求幸福的中国梦中，执着奋
斗，演绎了出彩人生，也诠释了中国梦和阿拉伯
梦的完美结合。

中华民族和阿拉伯民族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
明，近代以来又都在时代变迁中经历过曲折，实
现民族复兴始终是我们双方的追求。让我们携起
手来，弘扬丝路精神，深化中阿合作，为中国梦
和阿拉伯振兴而努力！为
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
业而奋斗！

——摘自《弘扬丝路精神

深化中阿合作——习近平在中

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

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

2014年6月6日2版）

开餐厅——
“就像请客人到我家里吃饭一样”

回想初次来到中国，已是21年前。更早之前，穆罕
奈德在荷兰、泰国都工作过一段时间，2000年，20岁出
头的穆罕奈德从泰国来到中国广东，投靠在叔叔的餐馆
里打工。

“我当时的梦想就是要自己创业，成为老板。我一
直觉得自己比较有头脑，中国能给外国人同样提供创业
的机遇，我相信我的事业在中国会成功。”穆罕奈德说。

正是这个时期，穆罕奈德认识了在叔叔餐馆里担任
外语翻译的安徽姑娘刘芳，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穆罕奈
德成了“中国女婿”。刘芳坦言，是穆罕奈德的善良、
正直和上进心深深吸引了她。

2002年，穆罕奈德听朋友介绍，浙江义乌这个城市
有不少来自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客商，但有中东地区特
色的餐馆却不多。穆罕奈德灵机一动：“机会来了！”于
是，他和妻子一起到义乌创业。

那时正值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不久，凭着
“鸡毛换糖”的吃苦精神，义乌人成为傲立改革开放潮
头的“弄潮儿”，义乌逐渐成为世界小商品之都，越来
越多国家的商人纷纷来到义乌经商。可以说，穆罕奈德
和刘芳正是赶上了义乌发展的好时候。

夫妻二人的第一家餐厅名字叫“花”，寓意幸福之
花、和平之花，地址就在义乌外商聚集的稠州北路一带。
他们为餐厅设计了一朵极具阿拉伯风格的白色花朵，将
它镶嵌在门厅上方，这也成为餐厅揽客的招牌之一。

作为义乌老牌阿拉伯餐厅，“花”餐厅在外商圈中
名气不小，很多外商会固定来此吃饭。2014年被习近平
主席“点赞”后，越来越多的顾客慕名前来，生意更红
火了。穆罕奈德感到，餐厅很多设施跟不上，400 多平
方米的场地也不够用了。他在离义乌国际商贸城更近的
繁华路段，租下了三层1000多平方米的新场地。一番精
心设计装修后，2018年3月，新的贝迪餐厅营业了，能
同时容纳400人就餐。

“‘贝迪’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我家’，就像
请客人到我家里吃饭一样，希望大家来餐厅有回家的感
觉。”穆罕奈德解释说。

发展到现在，贝迪餐厅有10名厨师，分别来自黎巴
嫩、叙利亚等国，都是穆罕奈德专门从阿拉伯国家招来
的。“沙拉、烤肉、大饼、甜点……每种都需要专人负
责。现在他们在这边工作也很开心，生活得很好！”

做好一家餐厅，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简单。穆罕
奈德总结，要位置好、装修好、饭菜好，服务好……

“餐厅不是开了之后就甩手不管了，要用心经营的。尤
其是老板要思考、谋划，要和客人交流，收集反馈意
见，一直改进。”与记者连线时，穆罕奈德正准备打印
贝迪餐厅的第三版菜单。“我们现在有300多道菜，可供
客人选择。”

“没出国，却在义乌吃到了正宗的阿拉伯菜，推荐
甜点米布丁”“土耳其烤肉好评！配的酱汁正好解腻”

“装红茶的杯子和我在土耳其用的一样，连小碟子的镂
空纹路也很精致。”“去的时候正好是国庆假期，店里插
满了中国国旗，太好看了，很热情”……穆罕奈德的用
心，从网友们的点评里也能看出。

都说穆罕奈德的餐厅味道正宗，地道的原材料少
不了。

如今，每隔一周或半个月，穆罕奈德就会带着全家
去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采购橄榄油、长粒米等。“一些
进口商品以前要托国外的朋友带，或者到上海、广州等
地买，现在不出义乌就能很方便地买到，价格也实惠。”

确实，义乌小商品市场拥有 210多万种商品，每年

有超过55万人次的境外客商前来采购，10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1.5万多名境外客商常驻义乌。每天傍晚，穆罕奈
德习惯站在餐厅的落地窗前，望着稠州北路上川流不息
的车辆和行人，感受这座城市的活力和气息。“既然我的
梦想可以在义乌实现，那我就留在义乌。”他坚定地说。

做公益——
“义乌就是我的家，我要守护它”

一群外国人，不顾暑热，在义乌的街道上，帮忙将
共享单车移至规范停车区域并摆放整齐。仔细一瞧，他
们都身着蓝色马甲，上面写着“奈德之家”，还有一个
漫画版的人物形象。这是今年新成立的“奈德之家”工
作室在做公益活动。

“我成立‘奈德之家’就是想做公益、做好事，现
在很多外国朋友加入我们。”谈起做公益的初衷，穆罕
奈德的回答很朴素：“义乌就是我的家，我要守护它，
能做多少做多少。不一定都是捐钱、捐物，有时候看见
老人家过马路，就上去扶一下；也不是要什么名声，看
见被帮助的人笑了，感觉很值得。”

其实，作为最早在义乌创业成功的约旦人，穆罕奈
德广交朋友，也一直发挥着中外“友谊使者”和“麻烦
调停者”的作用。例如，穆罕奈德经常帮助刚来义乌的
外国客商租房、招聘等，定期给他们介绍最新的中国国
情、政策和法律法规。

有时候，外商找到穆罕奈德，希望他帮忙调解不同
国籍间商人的经济纠纷。他能很快把矛盾双方约到餐
厅。“我先分别和两边谈，说些好话，先使双方心平气
和，然后讲理讲情，事情解决起来就更容易些。解决
后，大家一起吃个饭，大部分的事情在餐厅里就能解
决。”穆罕奈德经常说，“在义乌，大家都是家人。大家
合作，很多事情就不会那么难了。”

2014年 6月底，由于他丰富的“涉外案调解经验”，
穆罕奈德受聘于义乌市涉外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成为
了一名外籍人民调解员。一批与穆罕奈德类似的外籍人
士，在义乌当地被亲切地称为外国“老娘舅”。

义乌市政府也非常重视这些外籍人士的意见。2015
年，穆罕奈德的几个外国朋友无意中谈到，每次出门都
要随身带着护照，一旦丢失，补办会非常麻烦。穆罕奈德
等人便向义乌市政府提出这个问题。不到一年，义乌面
向常驻境外人士推出了“商友卡”，在义乌行政管理领
域可以替代护照，持卡的境外人员在基本养老、医疗、
子女教育等社会保障方面享受与义乌市民同等的待遇。

为了方便外商办事，义乌在2012年就设立国际贸易
服务中心，整合公安、商务、税务、海关等 12 个部门
125个涉外事项，实现了办理涉外事项只进“一扇门”、
服务“一站式”。

“不管你来自哪个国家，找义乌市政府部门办事都
非常方便。”对此，穆罕奈德深有体会，“义乌市政府不‘小
气’，你遇到了什么事，政府就会帮助你。隔段时间，政府
就请各国商会负责人开会，问问最近遇到的麻烦。我们
提过的子女教育、医疗等问题现在都解决了。”如今，穆
罕奈德的两个儿子都在义乌的学校里读书，而义乌的几
个主要医院也渐渐配上了翻译，方便外商们就医。

作为义乌百位改革体验官之一，走进街道、小区，
对垃圾分类运行情况进行考察并提出意见和建议，参与
义乌消防题材微电影《平安订单》的拍摄，传播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的权威指南，参加义乌世界商人的献血活动
……翻开穆罕奈德的朋友圈，“热心肠”的他一直在为
义乌发展奔走出力。他还经常带着两个小孩一起参加公
益活动，培养下一代的公益意识。

“我们做好事，要像花一样盛开，把幸福散播给他
人。”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爱中国——
“中国梦就像一朵花，开花后，其

他人都可以闻到花香”

“‘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乡。’让我们
携起手来，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
边，为实现世界永续和平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而不懈奋斗！”穆罕奈德的抖音和微信朋友圈里，
转发了很多有关习近平主席的视频，并配以“中国国
旗”“爱心”等表情符号。不大识汉字的他，用这种方
式表达对习近平主席的崇敬之情。最新的一条，便是这
段习近平主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
周年纪念会议上的重要讲话。

“我一直在转发习主席的视频，他说的话有道理。
我感谢习主席，他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改变，让我们得到
更多的发展机会。他关心我们，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他。”质朴的话语，满满的真情。

从月薪2000元，到现在有房有车还有餐厅、生意非
常好，穆罕奈德说：“是中国帮助我实现了梦想！”20多
年间，在中国安全稳定的大环境下，他见证着义乌高速
发展，新的楼房、道路源源不断生长出来，城市越来越
繁华。如今，通过海运、空运、义新欧班列等，义乌早
已实现了“买全球”“卖全球”。

见证了这么多中外商人在义乌成就事业、实现梦
想，穆罕奈德认为，中国梦不仅仅属于一个人、一个国
家。任何人、任何国家，都可以拥抱中国梦，通过“一
带一路”倡议，各国人可以实现各自的梦想。“中国梦
就像一朵花，开花后，其他人都可以闻到花香。”他
说，“中国好，我才好；我们好，中国更好！我和家人
一辈子都不想离开义乌、离开中国。”

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远在约旦的亲人担心他的安
危，穆罕奈德却非常乐观，坚定地留在中国。因为疫
情，餐厅有几个月是不营业的，但很快，穆罕奈德就收
到了来自义乌市政府的温暖——给每个店补贴 2万元支
持。“对于我们店来说，这笔钱不会改变很多，但给了
我们信心，一定很快会渡过难关！”

现在回看，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中国已充分体现出
优势。穆罕奈德透露，疫情期间，尽管外商来义乌的少
了，但前来就餐的中国人已经大大超过外国人，贝迪餐
厅并没有因疫情而亏损。

“节假日、周末、暑假这些时间，生意依然火爆。
我们完全不担心疫情的影响，餐厅会越来越好。”的确，
贝迪餐厅多年经营起来的良好口碑，吸引了不少来打卡
的客人，还有很多成为回头客。每当穆罕奈德发布新菜
品的信息，就有顾客热情询问什么时候上新。

穆罕奈德的上进、努力源于长年扎根中国。“在中
国这边，我学会了勤劳。商人们要照顾他们的生意，很
早就起来了。老人起来走路去买菜，年轻人起来去上班
赚钱，大家都在努力。”

穆罕奈德也在努力。他盘算着，等 4楼装修好后，餐
厅可以容纳更多的客人。“店
还是要大一点，有客人来，因
为等位就走掉太可惜了。”他
还憧憬着，要在全国各大城
市开分店，“开在北京、上海、
广州、杭州都很好。”

中国梦和阿拉伯梦的完美结合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在义乌追梦成功的阿拉伯人穆罕奈德说——

“是中国帮助我实现了梦想！”
本报记者 叶 子

2014年6月5日，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
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讲述了一
个普通阿拉伯青年扎根中国、实现人生梦想的故
事，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在浙江义乌开阿拉伯餐馆
的约旦人穆罕奈德·沙拉比。

如今，穆罕奈德已经可以操着流利的中文与

记者交流。在中国生活 20 多年来，他抓住机遇、
干事创业，开了餐厅，也做国际贸易；他还喜结
良缘，与中国姑娘结婚生子，把家安在义乌，把
根扎在中国。

这个故事，是穆罕奈德个人的追梦故事，也
是中阿友好的一段佳话。 穆罕奈德·沙拉比

穆罕奈德穆罕奈德 （（二排右四二排右四）） 带两个儿子带两个儿子 （（一排右二一排右二、、二排右二二排右二）） 一起参加公益活动一起参加公益活动。。

“奈德之家”部分成员合影。““奈德之家奈德之家””部分成员合影部分成员合影。。

贝迪餐厅贝迪餐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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