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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5月31日下午就加
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进行第三十
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
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
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要深刻认识新形
势下加强和改进国际传播工作的重要
性和必要性，下大气力加强国际传播
能力建设，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
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
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

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
积极贡献。

……
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

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
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
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

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
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
精神力量。要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宣
传阐释，帮助国外民众认识到中国共
产党真正为中国人民谋幸福而奋斗，
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
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

么好。要围绕中国精神、中国价值、
中国力量，从政治、经济、文化、社
会、生态文明等多个视角进行深入研
究，为开展国际传播工作提供学理支
撑。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
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
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

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
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调，既开放自信
也谦逊谦和，努力塑造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形象。

——摘自《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
三十次集体学习
时强调 加强和
改进国际传播工
作 展示真实立
体全面的中国》

（2021 年 6
月 2日《人民日
报》刊发）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
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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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信的中国

中国是可信的。中国言必信、行必果。
中国向世界庄严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

护。近年来，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前所未
有，知识产权保护成效有目共睹。不少外国
企业有切身感受，《“保护知识产权，中国真
的很用心！”》报道了这样一个故事：

拿到判决书后，莫某吃了一惊：赔偿 12
万元！

事情起因是，英国博柏利公司起诉莫某
商标侵权，售卖假冒博柏利箱包。广东省广
州市白云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博柏利公司胜
诉，判令莫某与其店铺所在商场，共同赔偿
博柏利公司12万元。

莫某和商场上诉至广州知识产权法院，
并声称，“12万元远远大于获利。”2020年10
月，二审判决结果出来了：“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广州知识产权法院法官韦晓云说，“这个
案子表明，我们对国内外企业的知识产权一
视同仁，同等保护。”莫某商标侵权案尘埃落
定，博柏利公司代理律师给韦晓云法官打来
电话，表达了对判决结果的赞赏：“保护知识
产权，中国真的很用心！”

为世界奉献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奥
运盛会，这是中国对世界的承诺。中国一定
会兑现，也一定能兑现。

《北京冬奥组委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信
心十足——让世界更充分了解新时代的中
国》一文写道：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组织委员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杨扬表示，
虽然遭遇疫情，但围绕北京冬奥会的场馆建
设、社会动员等工作从未中断，始终在有条
不紊地开展着，“我们的筹备工作得到了国际
奥委会的高度认可。”

中国是可信的。中国为世界作出的贡献
实实在在、真真切切。

12 月 3 日下午，中国昆明站内的复兴号
“绿巨人”、老挝万象站内的“澜沧号”动车
组列车缓缓开动，标志着连接昆明和万象、
全长 1035 公里的中老铁路全线开通运营。

《中老铁路沿线的——民心相通故事》讲述了
中老铁路建设带给老挝人的新希望。

巴利是老挝阿速坡省人。2018 年 7 月 23
日，巴利家乡的一座水电站大坝发生坍塌事
故。短时间内，下游 6 个村子全部被洪水吞
没，许多人没了房屋、失去亲人，庄稼和牲
畜被洪水冲走。巴利和乡亲们一下子失去了
生活的希望。

就在乡亲们四顾无望之际，正在老挝修
建中老铁路的中国铁路建设者赶来了。他们
昼夜奋战，以最快的速度修通了桥。抢险结
束后，为尽量帮助阿速坡灾区群众，中国铁
路部门在当地招募工人。巴利第一时间报了
名，随后收拾行囊坐上汽车，来到中老铁路
万象建设工地。

在施工中，中方技术人员手把手帮助老
挝员工。巴利逐渐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铁路施
工人员，还当起了师傅，把自己所学传授给
其他老挝同伴。巴利的收入比以前高了很
多。拿到第一笔工资后，他立即兴冲冲地买
了一部手机，他终于不需要借别人的手机给
家里打电话了。在中老铁路工地工作一年
多，巴利的家里盖起了新房，这在以前是他
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中国智慧，世界共享；中国方案，造福
全球。菌草，从35年前诞生至今，已在全世
界10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菌草，中国给世
界的礼物》讲述了这株“中国草”的故事。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东高地省，家庭主妇
扎卡阿博里每天都要到自家菇棚采摘蘑菇。
2020 年，仅种菇一项，她就收入 1.5 万基纳

（1 基纳约合 1.83 元人民币）。当地大部分家
庭种植咖啡和蔬菜，年收入只有一两千基
纳。“菌草和鲜菇容易种植，不需要化肥和农
药，经济效益是过去种包菜的20到30倍。通
过种蘑菇，我们家的生活得到了很大改善，
我给孩子缴了学费，添置了新衣物。”扎卡阿
博里说。

在卢旺达，菌草同果树、玉米和大豆等
间作、套种以保持水土，被卢旺达农业委员

会向全国推广；在斐济、莱索托、中非共和
国、尼日利亚、马达加斯加和老挝等国，菌
草被用来改善水土流失、治理荒漠化……越
来越多国家用菌草开辟出脱贫致富和环境保
护的新路径。

开放的中国承诺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
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中国成就了精彩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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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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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事的主人公是约旦人穆罕奈德·沙拉
比。2000年，20岁出头的穆罕奈德来到中国
广东，投靠在叔叔的餐馆里打工。正是这个
时期，他认识了在餐馆里担任翻译的安徽姑
娘刘芳，俩人很快坠入爱河，穆罕奈德成了

“中国女婿”。
2002年，穆罕奈德听朋友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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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妻二人开的第一家餐厅名字叫“花”。
花餐厅在外商圈逐渐闯出了名气，生意红火，
夫妻二人顺势又开了一家名叫“贝迪”的新餐
厅，这家新餐厅能同时容纳400人就餐。

见证了很多中外商人在义乌成就事业、
实现梦想，穆罕奈德认为，任何人、任何国
家，都可以拥抱中国梦，“中国梦就像一朵
花，开花后，其他人都可以闻到花香。”

可爱的中国

中国是可爱的。友爱的中国人，总能让
来华的外国友人感到温暖如家、宾至如归。

建设一流国际社区，成为许多城市提升人
才吸引力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本报记者走进
北京顺义国际人才社区，听外籍人士讲述——

“在中国，我体会到了家的温暖”》记录下中
外居民情意和文化融合的故事。

坐落于北京温榆河畔的裕京花园小区，
属于典型的国际社区。2014 年 4 月，裕京花
园的物业公司决定设立一个岗位，聘请外籍
居民担任，专门负责收集解决居民诉求。很
快，“中国通”茉莉花进入了企业的考察视线。

1979年，茉莉花跟随身为外交官的丈夫
第一次来到中国，两年时间里，她不仅学会
了汉语，也爱上了这个古老的国度。“在中
国，我体会到了家的温暖，特别是人与人之
间亲切友好的氛围，让我无法忘怀。”深感与
中国有缘的茉莉花选择在此定居，而这一待
便是42年。

茉莉花接受了邀请，担任起物业副总经
理。这位“洋经理”每周二上午举办“咖啡
议事会”，邀请外籍居民参加，共同说看法、
提建议。在茉莉花的推动下，裕京花园越来

越有国际范儿了。
中国是可爱的。璀璨的中华文化，吸引

更多的人关注中国、爱上中国。
《专访茅盾文学奖得主麦家，畅谈中国文

学如何进行国际传播——“是国家的强大在
帮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 记述了一位中国
作家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故事。

2014年去拉丁美洲和欧洲时，中国作家
麦家才发现，自己的作品在海外真的火了。
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街头，他的作品 《解
密》西语版海报，印在18条公交线路的公交
车上，穿梭了整整三个星期。2014 年 6 月底
至 7 月底，在近一个月的西语国家之行里，
他接受了上百家当地媒体采访。

麦家的书在很多其他语种市场上也大受
欢迎。2018年 10月 9日晚，全球最大的书展
法兰克福书展在开幕当天举办“麦家之夜”，
作为开幕式当天的首场热点活动，重磅发布
麦家的第三部长篇小说《风声》的国际版权。

麦家认为，中华民族有着强大的文化创
造力。“感恩这个时代，给了我最好的创作土
壤，写出了好故事。”麦家说，接下来要写出
有中华民族筋骨和祖先体温的作品，让世界
人民真正了解中国。

中国是可爱的。美丽的中国，惊艳世
界、引人喜爱。

江河溪流以崭新的面貌奔腾在中华大地
上。曾经的化工围江，曾经的泥沙俱下，曾
经的污水横流，如今变成了清水潺潺，碧波
荡漾。

2021 年 2 月，一个冬日的午后，甘肃省
兰州市不少市民出门散步，他们突然发现：

“黄”河不见了！
阳光下，黄河泛出微微的绿色，却不见

黄色。兰州市水务局的专家解释说，冬天黄
土冻结，进入黄河的泥沙变少了，但根本原
因还是沿岸植树造林，减少了水土流失。

近年来，黄河沿岸不少居民切身感受
到，黄河越来越清了。《他们选择坚守，只为
黄河更清更美》 展示了保护黄河过程中的努
力与付出、成就与经验。

为保护全长 5464 公里的“母亲河”，黄
河上中下游沿线 9 省 （区），围绕生态修复，
聚焦产业转型，紧抓文化保护，形成了推动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
力。成效有目共睹。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

“拦、调、排、放、挖”综合处理，入黄泥沙
累计减少近300亿吨，流域生态持续向好。如
今，黄河已实现连续22年不断流，岁岁安澜。

中华民族的另一条“母亲河”长江，同
样实现了华丽转变。《同饮一江水 共护长江
美》记录下长江经济带环境之变。

“看！是江豚。”
去年底刚建成通车的江苏省南京江心洲

长江大桥附近，幸运的市民常看见江豚戏水
的场景。

有“微笑天使”之称的长江江豚，是长

江生态链的旗舰物种。这种天生一脸微笑的
生物，以其友善、聪明，获得人们的喜爱。
2018年，江豚被认定为鲸豚类独立物种，最
新的科考数据仅为1000余头。

而最近几年，在江苏南京、扬州、南
通、无锡，安徽马鞍山、铜陵，湖北武汉、
宜昌等地，昔日几近绝迹的江豚频频现身。
截至2020年底，长江干流历史性地实现全Ⅱ
类及以上水体。人们发现，长江生态明显好
转，“微笑天使”又回来了。

美丽中国，不只美在水。党的十八大以
来，中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生态环境保护决心之大、力度之
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中国的天更蓝了、
水更清了、山更绿了。

在中华民族记忆里，山的分量，举足轻
重。《青山定不负人》讲述了中国人爱山、护
山的故事。

这只鸟儿，名叫朱鹮。它和6000万年前
的祖先一样，时常在晨光中亮起白羽，轻盈
飞过秦岭的茂密树丛。

站在树上歇脚时，它可能曾听大熊猫、
羚牛、金丝猴讲过——秦岭北麓一座座别墅
的建与拆的故事。

秦岭和合南北、泽被天下，是中华文化
的重要象征。然而，秦岭北麓山区曾违建大
量别墅，山体被肆意破坏。2018 年 7 月，中
央派驻专项整治工作组与当地展开联合整治
行动，上千栋别墅被陆续依法拆除，土地复
绿复耕。

如今，违建别墅已不见踪迹，一排排新
栽的白杨已然成林，傲然直立，守护着秦岭
的宁静、和谐、美丽。

可敬的中国

中国是可敬的。在建党百年的光辉时
刻，我们再次缅怀了那些令人崇敬的英雄。

9 月 30 日是中国的烈士纪念日。这一
天，我们推出了 《敬读感人肺腑的烈士绝
笔》，重温那些滚烫的文字，感悟烈士们初心
不改、信仰弥坚的革命精神。

2021 年热映的电影 《长津湖》，将观众
带回70多年前那场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那
是“气多”战胜了“钢多”的伟大胜利。抗
美援朝战争中“冰雕连”的故事感人至深。

朝鲜战场温度低至零下40摄氏度，伏守
在冰雪之中、保持战斗姿势的战士们，被冻
成了冰雕。士兵宋阿毛就是其中之一。后
来，在宋阿毛单薄的衣服里，战友们找到一
张薄薄的纸条，上面写着：

“我爱亲人和祖国
更爱我的荣誉
我是一名光荣的志愿军战士
冰雪啊！我绝不屈服于你
哪怕是冻死，我也要高傲的

耸立在我的阵地上！”
烈士绝笔，字字重如千钧，句句感人肺腑！
许多英雄的身影被镜头记录了下来，成

为珍贵的影像，而站在镜头背后的人，同样
是可敬的英雄。中央新影集团是国家影像历
史的纪录者和典藏者，为党和国家留下60多
万分钟影像资料，很多资料是摄影师冒着生
命危险拍摄下来的。

《你看！历史岁月在这儿》记录下这样一
个故事：1938 年 9 月，《延安与八路军》 开
拍，中国共产党建立起自己的第一个电影机
构——延安电影团，这是中央新影集团的前
身。2台摄影机、3台相机、几乎只够拍一部
电影的胶片是当时的全部家当。

2 个月后，延安遭日军轰炸，电影团驻
地房屋倒塌。危急时刻，摄影师吴印咸扑到
桌上，用身体护住卸下来的摄影机零件。飞
机再来时，他不顾一切冲上山，拍下侵略者
罪行。

中国是可敬的。在革命战争年代，英雄
们舍生取义、视死如归；在和平年代，奋斗
者们勇于担当、甘于奉献，谱写出一曲曲时
代赞歌。

茫茫大海上，在生与死的边缘，有这样
一支队伍：危难关头，他们冲得上去；紧急
时刻，他们救得下来；凶险十分，他们潜得
下去；关键节点，他们捞得起来。被誉为

“海上救护神”的他们，就是新时代的交通救
捞人。《看！中国救捞人这群“海上救护
神”》 讲述了一个个奋战在惊涛骇浪中、出
入在滚滚浓烟里的震撼故事。

2017年11月27日早上8时，交通运输部
广州打捞局高级潜水员钟海锋接到应急救援
电话：当天凌晨 3时左右，两艘 5000多吨的
货轮在珠江口伶仃航道发生碰撞。其中一艘
货轮沉没，12名船员下落不明。

接到任务，钟海锋立即与广州打捞局应
急分队的同事直奔出事地点，开始水下搜
寻。钟海锋潜入船舱，带着一名幸存者开始
逃生。他一手拉着牵引绳，一手拽着幸存者
往上游，突然，在狭窄的通道里，幸存者被
漂浮的杂物绊倒了，原本捏着鼻子的手本能
地松开，随即就呛了水。

这位幸存者的情绪一下子失控了，他不
再听指挥，用尽力气摆动手脚，把钟海锋往
回扯。回忆起那个画面，钟海锋至今心有余
悸：“我不敢再有半点犹豫，加大力气拽紧他
就往上走。”经过漫长而惊险的 10 分钟，这
名幸存者最终平安上岸。回到岸上后，钟海
锋一度瘫倒在地动弹不得。

各行各业都有可敬的奋斗者，他们的故
事值得被传颂。1937 年，他 7 岁，目睹了侵
华日本军机的狂轰滥炸，从此幼小的心灵埋
下航空报国的种子。多年以后，新中国多款
新型战机的设计出自他和同事之手。他，就是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顾诵芬。《新中国
飞机设计大师》讲述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
公司顾诵芬院士航空报国的故事。

1964 年，中国开始研制歼 8 飞机。1969
年 7 月 5 日，歼 8 完成首飞。虽然首飞成功，
但在跨音速飞行试验中，出现了因气流分离
导致的抖振问题。用飞行员的话说，就像一
辆破公共汽车，开到了不平坦的马路上。

对于引起振动的原因，大家看法不一。
顾诵芬大胆地提出，通过观察歼 8 飞机飞行
中贴于后机身和尾翼上毛线条的扰动情况来
对症下药。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歼 8 飞
机后机身流场。这对年近半百、从未接受过
飞行训练的顾诵芬来说，是有很大风险的。

试飞员鹿鸣东得知此事后，感动地对顾
诵芬说：“对我们飞行员来说，生死观的问题
早已解决，只要能排除抖振，你们就不要考
虑我，怎么飞我都干。”

顾诵芬决心既下，就瞒着爱人，登上了
鹿鸣东驾驶的歼教 6 飞机。为了观察清楚毛
线条的扰动，两机的距离和间隔一度仅 5 米
左右。这样的飞行对飞行员和顾诵芬来说都
是冒险。凭着足够的胆量和勇气，经过 3 次
上天近距离观测，顾诵芬终于找到问题症
结，通过后期技术改进，成功解决了歼 8 跨
音速飞行时的抖振问题。

2021年，奋进的中国，可信、可爱、可
敬。2022 年，中国前行的脚步将更加有力，
中华大地上涌现的故事一定会更加精彩。

2021年，中国故事版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在这里，遇见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本报记者 潘旭涛

2021年，中国故事版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

在这里，遇见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本报记者 潘旭涛

今天，距离 2022 年只有一步之遥。此时此
刻，回顾 2021 年中国故事版的报道，那些人和
事又浮现在了我们眼前——

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张笑脸，那是一位约旦

人在中国创业成功后的兴奋，是一名老挝工人
因中老铁路而改变命运后的欢喜……

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个奋斗的身影，那是救
捞人义无反顾跳入惊涛骇浪中的英姿，是飞机设

计师冒着生命危险破解技术难题的模样……
2021 年，中国故事版继续用情用力讲好中

国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
形象。

初冬时节初冬时节，，长江三峡美如画长江三峡美如画。。
郑家裕郑家裕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学生瞻仰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学生瞻仰辽宁丹东抗美援朝纪念塔。。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潘昱龙潘昱龙摄摄

1212 月月 1313 日日，，中老铁路中老铁路 （（义乌—万象义乌—万象））
国际货运列车在浙江义乌启程国际货运列车在浙江义乌启程，，驶往老挝驶往老挝
首都万象首都万象。。 龚献明龚献明摄摄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