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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中文让我有了新目标”

“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
票……”在今年举办的“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中，跟随阿卜杜勒·
阿齐兹国王大学学生张云飞在参赛视
频中声情并茂的朗诵，大家走进了他
的中文世界。

“虽然很多朋友告诉我中文很
难，但随着中文被纳入沙特国民教
育体系，学习中文的人越来越多，
我还是在读大学时选了中文专业。”
回想自己的中文学习之路，张云飞
这样说。

刚开始学中文时，张云飞遇到诸
多挑战。“汉字很难写，我就通过不

断练习来跨过这个难关；中文口语和
听力比较难，我就通过到中餐馆了解
中国饮食、看中国电影以及和中文老
师语音聊天来提升中文听说水平。”
通过不断努力，他的中文有了很大进
步，在大一下学期就通过了汉语水平
考试 （HSK） 3级。让张云飞更欣慰
的是，他的家人为他学习中文感到骄
傲并喜欢上了中国。

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张云飞觉
得最幸运的是遇到了教他中文的“李
老师”。说起李老师，他有说不完的
话。“李老师会带着我们看有关中国
文化的视频、教我们学唱中文歌。即
使是上网课，李老师也设计了很多游
戏增加课堂互动，比如汉字闯关等。
在李老师的引导下，我发现中文原来

这么有趣。”
让张云飞更感动的是，在报名参

加今年“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
后，为了准备演讲视频，李老师每天
带着他练习 1到 2个小时。当一路过
关斩将并最终获得沙特赛区冠军时，

他心里想的是“真希望李老师就在我
的身边”。

经过这次比赛，张云飞的生活发
生了变化，也有了新的目标。“我已
学了两年中文，今后会继续努力学
习，希望能尽快到中国留学，亲眼看

看真实的中国。当下，中沙两国的关
系越来越紧密，我相信未来两国的友
谊会更加深厚，希望我能为中沙两国
的友谊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张云
飞说。

“希望有机会到中国看看”

正在努拉公主大学商务汉语专业
读二年级的那丹和中文的结缘来自

“中国制造”产品。“我在沙特看到很多
‘中国制造’，就想知道为什么中国人
能造出这么好的产品。”当时，正值新
冠肺炎疫情初期，怀着第三个孩子的
那丹多数时间在家里待着，就找了很
多有关中国的资料和视频看。“我发现
中国人努力、勤奋、珍惜时间，就想
学习中文，以便能更深入地了解中国
人。”那丹说。

萌生了上述想法之后，那丹开始
寻找在首都利雅得学中文的途径，最
终选择了“努拉公主大学——北京语
言大学商务汉语专科项目”，主要原
因是项目老师来自中国。“我喜欢语
言，当过英语老师，还教过阿拉伯
语，能跟着中国老师学中文是非常
难得的机会。”

那丹入学之时已有 3 个孩子，
安排出学习时间非常难。“入学第二
年，由于女儿要上小学，我需要在
早上 5 点起床，收拾妥当先送女儿
上学再到学校。女儿中午放学，我
利用课间休息时间将她接回家，有
时她等得太久就会很难过。我便告
诉 她 ， 学 会 中 文 有 很 好 的 职 业 发
展，我们一起努力。”放学回家的那
丹在饭后会和家人坐在一起学习，
目的是为了“给孩子们树立榜样”。那
丹的丈夫很支持她，常播放中国电
视剧提升她的中文听力水平。周围
的亲戚也很佩服那丹，因为“她能学
这么难的语言”。这些都成了那丹坚
持学中文的动力。

功夫不负有心人。那丹不仅收获
了令自己满意的成绩，还遇到了非常
好的中国老师，让她学习中文的兴趣
更加浓厚。“现在我对中国的了解更
加深入，希望将来有机会到中国看
看。”那丹说。

“我想成为中文教师”

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学中文
专业四年级学生王索丽学习中文的最
初动力也来自对中国的好奇。

上大学前，王索丽一直住在沙
特，对中国的印象始于她在网络上看
到的中国电影和电视剧。大学选择中

文专业并不仅仅是因为她对中文的兴
趣，还因为中沙友谊。“期待中国和
沙特两国关系越来越紧密，我也更有
信心学好中文。”王索丽说。

随着中文水平提高，王索丽对中
国文化有了深入了解，最喜欢的是中
国诗歌。在她看来，中国诗歌意境优
美、内涵丰富，还带给她力量。“除
了诗歌，我还喜欢中国电影、中文歌
曲、中国书法等。”

说到 3 年前与中文结缘的往事，
王索丽感慨地说：“很庆幸自己能在最
美的年华遇到中文。我注意到，这几
年越来越多的沙特人开始学习中文，
也希望了解中国。我便通过社交媒体
免费教大家中文，如果时间充裕，
会将一些有关中国文化的短视频翻
译成阿拉伯语，希望大家和我一样
爱上中文。”

王索丽将自己的未来融入到中文
世界，“希望能到中国继续读书深造，
将来回到沙特做一名中文教师，向更
多的人讲述中国故事，让他们了解中
国、爱上中国。”

让沙特人爱上中国戏曲

就读于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大
学 中 文 专 业 的 莫 阿 兹 还 记 得 小 时
候，父母给他讲中国故事的情景。
那时，他对中国的印象是很遥远、
很神奇，希望长大后有机会了解这
个国家。抱着这样的想法，在上大
学选专业时，莫阿兹选了中文。“虽
然中文有点难，但我还是坚定地选
了它，原因有两个——中文这门语
言很有意思，我对中国的历史及文
化充满好奇。”

在学中文的过程中，莫阿兹发
现很多有趣的语言现象，也是吸引他
学中文的原因之一。“比如，刚开始学

‘好像’的‘像’这个汉字时，我总会写
成‘大象’的‘象’，这两个汉字不仅发
音相同，而且长得也很像。”

如今，莫阿兹最感兴趣的是中
国戏曲。在 2022 年“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中，莫阿兹唱了一段
豫剧 《朝阳沟》 选段。“我唱的豫剧
是跟中文老师学的，感觉进入了一个
新的世界。比赛结束后，一有空，我
就看关于中国戏曲的书和视频，渐渐
地对中国的京剧、黄梅戏等也有了初
步了解。期待有机会能到中国读硕
士，能到豫剧的发源地看看，还能学
习更多的中国戏曲剧目。”

莫阿兹还有个梦想，就是在沙
特举办一次中国戏曲演出，让更多沙
特人了解并爱上中国戏曲。

沙特青年学子学中文：

愿为中沙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本报记者 赵晓霞

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复信沙特中文学习者代
表，鼓励沙特青年学好中文，为增进中沙、中阿友谊
作出新的贡献。

习近平指出，语言是了解一个国家最好的钥匙，
你们通过学习中文和参加“汉语桥”交流项目，了解到
丰富多彩、立体全面的中国，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当
前，中国人民和沙特人民都在为实现各自伟大梦想而
努力奋斗。学习彼此的语言，了解对方的历史文化，
将有助于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也将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截至目前，沙特共有 9 所大学建立中文相关专

业，累计培训300多名本土教师，组织1100多名大学

生参加“汉语桥”线上冬令营，支持1000多名大学生参

加国际中文教师奖学金在线研修班。

此前，中文已正式纳入沙特国民教育体系，沙特

民众学习中文、了解中国的热情持续高涨。沙特青年

学子表示，通过学习中文，他们对中国及中国文化有

了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希望能为中国和沙特文化

交流贡献力量。
努拉公主大

学学生的中文书
写作品。

中外语言交
流合作中心供图

就 读 于 阿 卜
杜勒·阿齐兹国王
大学中文专业的
张云飞参加 2022
年“汉语桥”世界
大学生中文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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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多样性公约》于1992年在联合国环境与发
展大会期间开放签署。作为最早签署和批准《生物
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之一，30年来，中国高度重视
生物多样性保护，不断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开展
自然生态空间保护，提高生态系统质量，加强污染防
治，强化监测能力建设，倡导全民行动，积极履行《生
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生物多样性保护取得明
显成效。

2021年 10月，主题为“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
共同体”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
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在中国昆明成功举办。
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为全球保护生物多样性进
程和达成兼具雄心和务实平衡的“2020 年后全球生
物多样性框架”注入强大政治推动力。

作为 COP15的主席国，中国与国际社会携手并
进、共同努力，推进“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达成，开启更加公正合理、各尽所能的全球生物多样
性治理新进程。

推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
中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

各级政府中长期发展规划，完善政策法规体系。
近 10年来，中国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

制度建设。颁布和修订20多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法
律法规，覆盖野生动植物和重要生态系统保护、生物

安全、生物遗传

资源获取与惠益分享等领域，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与
可持续利用提供坚实的法律保障。

在资金投入方面，中国政府持续加大生态环保
投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1998 年以来，中央财政累计投入生态保护补偿
领域资金近2万亿元。

地方政府积极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各地
持续加大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投入力度，开展有
地方特色的调查、观测评估和保护项目，中央与地方
联动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格局基本形成。

开展自然生态空间保护
中国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

系，创造性建立生态保护红线制度，严格保护超过
30%的陆域国土面积，涵盖全国重要生态功能区和重
要生态脆弱区，保护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和74%
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建立各级各类自
然保护地近万处，约占陆域国土面积的18%。

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
热带雨林、武夷山5个国家公园，保护面积达23万平
方公里，涵盖我国陆域近3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种类。2022年，正式揭牌北京、广州两个国家植
物园，并对公众开放，标志着国家植物园体系建设正
式启动。

通过就地保护、迁地保护、放归（回归）自然、人
工繁育（培植）等措施，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

野外种群数量得到恢复与增长，13 个局域种群的大
熊猫栖息地连成一片，大熊猫受威胁程度等级从“濒
危”降为“易危”，112种中国特有的珍稀濒危野生植
物实现野外回归。

中国实施系列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涉及 27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44个山水林田湖草项目，累计投入
中央资金共计880亿元。中国森林面积约230.6万平
方公里，森林覆盖率 24.02%，蓄积量 194.93 亿立方
米，连续30多年保持双增长，成为全球森林资源增长
最多的国家。2000—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中，
约25%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世界首位。同时，荒漠
化、沙化土地面积连续 3个监测期实现双缩减，生态
系统多样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稳步提升。

加强污染防治
实施蓝天、碧水、净土污染防治攻坚战，生态环

境质量全面改善。2021年，中国细颗粒物（PM2.5）平
均浓度为 30 微克/立方米，比 2015 年下降 34.8%；

Ⅰ—Ⅲ类优良水体断面比例为84.9%，较2011年提升
23.3%。与此同时，中国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
发展经济体系，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和清洁生产水平，2013—2021 年，中国 PM2.5 浓度
下降 56%、重污染天气减少 87%，空气环境质量显
著改善。

强化监测能力建设
中国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利用遥感

卫星，建设地面观测站，组织开展全国生物多样性调
查，建立完善生物多样性监测观测网络。全国已经
建立由44个永久生态站组成的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
络（CERN）；建立 48个综合观测场、120个辅助观测
场、1100个定位观测点和15000个固定调查样地。中
国生物多样性观测网络（China BON）累计布设动态
物种监测样线样点 11887 条（个），每年获得 70 余万
条观测数据。近 10年来，中国平均每年发现植物新
种约200种，占全球植物年增新种数的1/10。

倡导全民行动
不断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政府加强

引导、企业积极行动、公众广泛参与的行动体系基本
形成。在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世界野生动植物日、六
五环境日等重要时间节点举办宣传活动，调动全社
会广泛参与，增强公众生物多样性保护意识。

积极履行《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书
中国坚定支持生物多样性多边治理体系，采取

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切实履行公约义务。过去十年，
中国“爱知目标”执行的总体情况好于全球平均水
平，20项“爱知目标”中，3个目标进展超越了预期，13
个目标取得关键进展，4 个目标取得阶段性成绩。
2019 年以来，中国成为《生物多样性公约》及其议定
书核心预算最大捐助国，近年来，也是全球环境基金

（GEF）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捐资国，有力支持了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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