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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气度 胸怀天下

成功举办进博会，为世界提供“中国机
遇”；企业走出去，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送
去“中国方案”；医护人员踏出国门，给外
国民众解除病痛；文艺作品落地海外，同外
国读者分享精彩的中国故事；张开怀抱接
纳外国学生，将“中国经验”倾囊相授……

拓展世界眼光，深刻洞察人类发展进
步潮流，积极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为
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作出贡献，以海
纳百川的宽阔胸襟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推动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
这就是胸怀天下的中国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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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午 9 时，阿尔及利亚艾因迪夫拉省
综合医院里，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
胃肠外科主治医生李疆与前一天值班的医
生交接班后，到住院部查房。手术病人恢
复情况，用药是否需要调整，伤口换药处
理……科室 30 个住院病人，1 个小时全部
检查完，随后，李疆开始到门诊部接诊。

“白天不停地看病人，晚上更忙，一般
21时过后急诊手术就开始多起来。”李疆在
电话中告诉记者，最多的时候，他一晚上
做了5台手术。虽然辛苦，但每当看到“老
阿”们向中国医生竖起大拇指，就觉得这
一切都值得。

李疆是中国第 27 批援阿尔及利亚医疗
队艾因迪夫拉分队的一员，去年9月随医疗
队来到北非。

艾因迪夫拉医疗分队队长、华中科技
大学附属协和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桂平
介绍，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援阿医疗队面
对的不仅有缺医少药的困难，还有疫情之下
如何做好自身防护、获取生活物资的压力。

在国家卫健委、湖北省卫健委等部门
的支持下，援阿医疗队克服了许多困难。

“我们是这批援阿医疗队中最大的一支分
队，有来自湖北省内医院妇产科、骨科、
眼科、中医针灸、烧伤整形等7个科室的骨
干医生，专业比较齐全。”桂平说，每个月
医疗分队要接诊大约 1500 名患者，完成手
术近300台，很多急难险重的诊疗任务都是
由中国医生来完成的。

今年 9 月，当地一名 30 多岁的男子出
了车祸，被送到艾因迪夫拉省综合医院，
情况紧急，随时都可能有生命危险。正在
急诊室值班的李疆和桂平默契配合，迅速
实施手术，让患者转危为安。

白衣天使佳话传。从 1963 年中国向阿
尔及利亚派出以湖北医疗队员为主的第一
支中国援外医疗队至今，59 年来，湖北省
已向阿尔及利亚派出 3000 余名队员。一批
又一批的中国医生发扬“不畏艰苦，甘于
奉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援外医疗
队精神，为当地医疗事业的发展贡献了中
国力量，展现了良好的职业素养、专业水
平和责任心，也加强了两国医疗卫生事业
的交流合作，不断加深中阿两国人民的传
统友谊。

下图：在苏丹喀土穆恩图曼友谊医院，
中国医疗队队员与当地医务人员为患者实施
手术。 安 鹏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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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第五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
幕还有 50天时，很多企业和机构就早早签
约，锁定了第六届进博会的“入场券”。

欧莱雅集团是进博会的“老朋友”。作
为连续五届进博会最大的日化行业参展
商，欧莱雅跟许多企业一样，从“头回
客”变成了“回头客”，又从“回头客”变
成了“常驻客”。

“进博会的‘溢出’效应，像春风一
般，温暖了中国和世界。”欧莱雅集团北亚
及中国首席财务官庞必得说。

老朋友携手同行，新朋友慕名而至，
进博会成为全球客商与中国市场一年一期
的“约会”。

据统计，前四届进博会参展企业发布
的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超过 1500 项，
累计意向成交额达 2700 多亿美元；参展第
五届进博会的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回
头率近90%。

“历届进博会都展现出专业与开放姿
态，为全球企业进一步了解中国、扎根中
国提供了绝佳窗口。”欧姆龙 （中国） 有限
公司董事、总经理徐坚表示。

展品变商品，参展商变投资商。借由
进博会的大舞台，中外客商见证了中国市
场的机遇、开放的活力。伊朗陶瓷摆件、
西班牙火腿、比利时巧克力、土耳其手工
地毯……上海“进博集市”内，丰富的

“进博同款”供消费者选购；新西兰牛奶72
小时送上中国消费者的餐桌，外资研发中
心、创新实验室接二连三选址落户，进博
会上握住的手、牵上的线，催生了合作的
硕果。不少展商感慨：“没有哪个有志于开
拓全球市场的品牌会甘于错失中国市场的
巨大机会。”

进博会越办越好，“朋友圈”越来越
大。有这样一组数据：第五届进博会上，
全球高端时尚三巨头、四大粮商、十大医
疗器械企业、十大药品企业、十大整车企
业将全部参展。今年首次设立的“展商变
投资商”展示区内，更多展商将分享自己
的中国故事。

迎五洲客，计天下利。相信半个月
后，第五届进博会将带来更多惊喜！

下图：观众在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
览会展区体验。 闫 鑫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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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曼德拉技术培训学校感受到了大
家强烈的求知欲。”韩江每次走进实训室，
都能用专业技能抓住所有学员的眼球，“知
识成为连接我们彼此最有力的纽带”。

设立10个专业，分布47个郡县，建设
134 所学校，培训 1500 名教师，培养 15 万
名学生……这是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
司所属中航国际为肯尼亚解决青年技术技
能型劳动力短缺问题提供的“中国方案”。
韩江就是这个职教项目的工程师之一。

曼德拉技术培训学校位于肯尼亚与索
马里接壤的边境地带，在134所学校中地理
位置最为偏远。中航国际肯尼亚职教项目
经理赵磊磊来到肯尼亚已经 6年：“当我们
装载着设备的车辆经过学校所在的村庄，
当地人会追着簇拥到学校里，我从他们的
眼睛中看到了对改变的渴望，也愈加体会
到我们这份工作的重要意义。”

青年劳动力充足是非洲发展的潜在优
势，但当地普遍存在技术型劳动力短缺的
问题。究其原因，是职业教育体系严重滞
后于工业化发展和市场需求。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渔。”中航国
际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将职业教育作为
践行“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依托，为肯
尼亚“量身定制”职业教育解决方案。

穆萨马来自肯尼亚西部农村，家里世
代务农，他一直梦想着摆脱贫困。高中毕
业后，他听说县里有中国企业升级改造的
山伯雷技术培训学校，便选择了机械制造
专业，从最基础的编程学起，逐渐学会操
作数控机床。“我永远记得第一次按照图纸
把零件制造出来的那一刻。”穆萨马2018年
毕业后，被当地一家企业聘为工程师，他
说，“是中国设备实现了我的梦想，改变了
我的命运。”

为促进教学与产业相结合，2014 年至
今，中航国际已举办7届“非洲职业技能大
赛”，并给优胜学生提供前往中国留学的
机会。

截至目前，中航国际在肯尼亚、乌干
达、加蓬、加纳、科特迪瓦、赞比亚等国
家开展职业教育项目的建设，共计升级改
造177所大中专院校。一座座学校不仅镌刻
着“中国技术”“中国标准”的印记，也为
解决当地的发展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展
现着中国的气度与担当。

下图：肯尼亚学员正在测量零件。
张 勇摄

在非洲“授人以渔”
本报记者 刘发为

黑鹤9岁时得到了一本俄罗斯作家比安
基的书《阿尔沙克的秘密》。那时的他没有
想到，自己长大后会成为一名儿童文学作
家，更没有想到小说 《黑焰》 会获得“比
安基国际文学奖”。

《黑焰》 讲述了一头藏獒的传奇经历，
贯穿着人与动物感人至深的感情，呈现出
作者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这部作品曾获
第七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因其通过文
学的方式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
文化精髓，被翻译成近 10种语言，受到海
外读者欢迎。

半个多月前，《黑焰》俄文版在线上举
行首发式，黑鹤与俄罗斯“中国文学读者
俱乐部”成员在网上见面交流。他身处呼
伦贝尔大草原，穿着蒙古族传统服饰，向
异国他乡的知音讲述自己的创作心得。“世
界上不是只有人类，野生动物曾经是森林和
草原真正的主人，我们都是大地的孩子。”屏
幕前的 50多位俄罗斯汉学家和热心读者不
时点头，并接二连三抛出问题，气氛热烈。

俄罗斯儿童时光出版社是 《黑焰》 俄
文版出版方，社长纳索诺娃说：“黑鹤的创
作既贴近俄罗斯的文学传统，又展现出新
奇的人文精神和自然世界。《黑焰》是我们
出版的第一部中国文学作品，近期我们还
计划翻译出版更多他的作品。”纳索诺娃认
为，近十年来，中国儿童文学佳作迭出，
获得了国际安徒生奖等大奖，吸引了世界
出版界和读者的目光。

除了《黑焰》，黑鹤与画家九儿联手创
作的图画书 《鄂温克的驼鹿》 也在国际上
颇有影响，不仅获得美国民俗学会的伊索
荣誉奖，还在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海外馆藏
量统计中以353家名列前茅，被道琼斯通讯
社等报道。

关注中国当代作家作品外译的北京外
国语大学教授何明星指出，综合出版方式、
译介模式、媒体曝光、读者评价等因素可
以发现，兼具世界性主题和中国文化特色
的儿童文学作品翻译语种逐年扩大，覆盖国
家、地区逐年增多。“以中国科幻文学、儿童
文学为代表的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进入世界
舞台中央，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力军。”

下图：多国儿童合唱中文歌曲 《让我
们荡起双桨》。 新华社记者 高 静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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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出一款飞行汽车”，是孟加拉
国留学生陶天的梦想。为此，她在北京
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习期
间，选修了不少相关课程。

今年 10 月，陶天在网络上看到“小
鹏汇天飞行汽车旅航者X2在迪拜完成海
外公开首飞”的消息，非常激动。“我一
直关注中国几家车企关于飞行汽车的研
究进展，得知这个消息的那一刻，比实
现自己的梦想还开心。”

更让陶天感慨的是，在中国读书的
这几年，中国科技发展速度之快让她

“感 觉 所 有 的 梦 想 在 中 国 都 能 照 进 现
实”。今年 7月，从北京理工大学本科毕
业后，陶天选择继续留在北京，“我准备
继续攻读研究生，因为在这里，我可以
一点一点地接近自己的梦想”。

和陶天一样，中国传媒大学埃及留
学生刘正曦也希望能在中国实现自己的
梦想。“我想做一档节目或打造一个交流
平台，用阿拉伯语向埃及人讲中国故
事，用中文回答中国受众关于埃及的问
题，为拉近中埃两国人民距离、增进两
国交流贡献自己的力量。”

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刘正曦对交流
平台有具体的设想：“中国不仅发展速度
快，还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要
贡献，可讲的故事很多。在我的脑海中，
最先闪现出的是享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他和其他科研人员不懈努力，
终于让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愿
望成真，为世界粮食供给作出了贡献。这
样的故事值得让更多人了解。”

就读于同济大学的罗马尼亚留学生
张利也将梦想和中国紧紧联系在一起。
谈起自己眼里的中国，他有说不完的
话：“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
国际影响力日益提升、经济发展非常
快、基础设施特别完善、小城镇十分美
丽……”

张利对未来充满信心：“中国不仅让
我感到温暖，也将我的梦想和这片美丽
的土地连接起来。”

下图：巴基斯坦留学生阿里·安沃在
山东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进行博士后研
究进修。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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