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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人文地理

采访手记采访手记

中国与塞尔维亚互免签证、互通直
航，对中国游客来说，到塞尔维亚可以轻
松地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

无论是浪漫的贝尔格莱德还是充满文
艺气息的诺维萨德，都不可错过。贝尔格
莱德位于塞尔维亚北部多瑙河和萨瓦河交
汇处，是欧洲最古老的城市之一，也是东
西方交通要道的重要枢纽。这座城市拥有
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每年还举办电
影、音乐和艺术节及许多激动人心的体育
赛事。《孤独星球》曾把贝尔格莱德评为“十
大夜生活城市”之首，因此它也赢得“不夜
城”的美誉。诺维萨德是塞尔维亚第二大
城市，位于萨瓦河和多瑙河以北的伏伊伏
丁那自治省。贝尔格莱德到诺维萨德的高
铁已开通，游客在此可体验乘坐中国制造
欧洲版高铁。

塞尔维亚是欧洲生态保护最完整的
地方之一，是大自然爱好者和喜爱户外
运动者的理想之地。从北部的广阔平原
到南部的高山，塞尔维亚多样化的景观
以及栖居其间的丰富物种将不断给游客

带来惊喜。许多在欧洲其他地方濒临灭
绝的动植物在这里找到了“庇护所”。夏
天，游客可以去金松岭避暑、到乌瓦茨
峡谷逛逛；冬天，科帕奥尼克滑雪场是
一个不错的选择。

塞尔维亚拥有多个国家公园，其中
德耶达普国家公园闻名遐迩。该公园是
塞尔维亚最大的国家公园，占地 6 万余
公顷，上世纪 70 年代正式设立，2020 年
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纳入世界地质公园
网络。初到德耶达普国家公园，人们会
为它的壮美而惊叹，尤其铁门峡谷之雄
奇 令 人 叫 绝 。 铁 门 峡 谷 全 长 达 100 公
里，由多瑙河的流动冲刷而成，两岸则
是高达 300 米的悬崖。远远望去，多瑙
河在高耸的峡谷间穿行，两岸铁青色的
山壁像一扇大门将另一半峡谷美景藏至
身后，吸引游客前往一探全貌。

到塞尔维亚的中国游客还会发现一
份额外惊喜——许多地方专门设有中文
标识。灿烂的文化、美丽的风光、友善的
人民，每一条都是打卡塞尔维亚的理由。

“被普通中国人的善意打动”

去年 10月，来华到任不久的斯特法诺维奇收到一封特
殊来信。写信者是江南大学食品工程专业一名学生，斯特法
诺维奇与他素不相识。这封信用中英双语手写而成，信中
说：“塞尔维亚是我们的友邦，两国拥有深厚友谊，中国人民
非常热情好客，欢迎您的到来。”陌生人的友善让斯特法诺维
奇深受感动，她当即给写信者打电话致谢，从此她的微信朋
友圈又多了一名普通中国学生。“这名学生此前在现实生活
中并不认识一个塞尔维亚人，但他的信写满对塞尔维亚的真
挚感情，这样的情感连接值得我们珍惜。我将永远珍藏这封
信，这是塞中两国人民友谊的鲜活例证。”斯特法诺维奇说。

塞尔维亚有句俗语：“朋友是时间的果实。”与中国结缘
30年，斯特法诺维奇交到了许多一辈子的好朋友，也见证着
塞中“铁杆友谊”越来越铁。斯特法诺维奇无法忘记，1999

年，北约轰炸南联盟，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北约还野蛮袭击
中国驻南联盟使馆，3名中国记者在贝尔格莱德不幸牺牲。
他们在塞尔维亚最艰难和最悲伤的时刻同塞人民站在一起，
并为此付出宝贵生命。如今，在中国驻南联盟被炸使馆旧址
上已建起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大厦，成为塞中“铁杆友
谊”的又一个象征，向世界宣示塞中两国维护公平正义、促进
世界和平的共同追求。

斯特法诺维奇同样无法忘记，2020年，在塞尔维亚抗击
新冠疫情的艰难时刻，中国是全世界第一个向塞方提供医疗
援助的国家。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与塞尔维亚医护人员并
肩作战 82天。在北京的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门前，很多中
国老百姓自发排队捐赠抗疫物资。“队伍里有很多老人和孩
子，为了支持塞尔维亚抗疫，他们把个人的口罩捐了出来，我
们被普通中国人的善意打动。”斯特法诺维奇感慨地说，“‘铁
杆友谊’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两国人民之间伟大
和特殊情谊的最真实写照。”

“从中国看到机遇而非风险”

30 年来，无论身处何方，斯特法诺维奇始终关注着中
国的发展，她的生活也紧跟中国社会潮流。“2012 年我就用
上了微信，我可能属于最早一批用微信的人。我经常刷中
国社交媒体，通过这个渠道与中国网友保持沟通非常重
要。我也看中国观众喜欢的电影，为新中国成立 70周年献
礼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是我看过的最好电影之一。”斯
特法诺维奇说。

见证中国一路走来的不凡历程，斯特法诺维奇对中国式
现代化的理解不断加深。“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就是中国共产
党领导中国人民以坚定不移的决心和持之以恒的努力实现
的，我为目睹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而深感荣幸。”斯特法诺维
奇表示，中国式现代化带给世界的一个重要启示是，一个国
家走向现代化必须立足本国国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
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深厚历史渊源、文
明底蕴。“中国历史不是只有100年，几千年来中华文明为世
界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国人理应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而自
豪，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而骄傲。”

斯特法诺维奇认为，不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将为世界提
供更多公共产品。她高度赞赏中方关于“各国共同发展才是

真发展”的观点，因为“世界繁荣稳定不可能建立在贫者愈
贫、富者愈富的基础之上”。她说，“一带一路”倡议等中国方
案充分表明，中国式现代化惠及世界。每个国家根据自身的
国家战略、发展潜力、利益诉求，都可以找到与中国合作的契
合点。“塞尔维亚从中国看到机遇而非风险。”斯特法诺维奇
表示。

盼匈塞铁路早日全线通车

在塞尔维亚，处处可见中塞互利合作实实在在的成果，
时时能感受到当地人对深化对华合作的支持。今年初，塞尔
维亚“钢铁之城”斯梅代雷沃的市民看舞狮、学书法、画糖画，
和中国朋友共度中国春节。2016年，中国企业在这座城市最
困难的时候接手斯梅代雷沃钢厂，保住了 5000多人的就业
及其家庭生计。“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很多中国企业到塞尔
维亚投资，受益的不仅是斯梅代雷沃钢厂，博尔铜业也因中
国企业的到来焕发新生。中国企业的投资不仅助力提升了斯
梅代雷沃、博尔这两座城市人民的生活水平，更促进了塞尔
维亚整体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投资的这些企业已跻身塞
尔维亚最大出口商之列。”斯特法诺维奇说。

中国给塞尔维亚带来的不仅有投资，还有便利的交
通。匈塞铁路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的旗舰项目，连接
贝尔格莱德和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今年 3 月，匈塞铁路
塞尔维亚境内贝尔格莱德至诺维萨德段迎来开通一周年，
圆了塞尔维亚人的“高铁梦”。两地列车运行时间由原来
的90分钟压缩至30分钟，很多人在贝尔格莱德和诺维萨德
间过起了“双城生活”。斯特法诺维奇迫切盼望匈塞铁路
早日全线通车，她表示，作为中欧陆海快线的重要组成部
分，匈塞铁路向北联通中欧班列线路。“希望这条铁路不仅
造福塞尔维亚和匈牙利，也促进区域联动发展。”

斯特法诺维奇对塞中经贸合作的前景有更多期待。她
介绍，中国电商平台开设了塞尔维亚国家馆，塞葡萄酒、苹果
汁等产品很受中国消费者欢迎。近日，塞尔维亚蜂蜜、宠物
食品获准对华出口。在努力推动塞尔维亚更多优质产品进
入中国市场的同时，斯特法诺维奇也想把中国便利的移动支
付引入塞尔维亚。“在塞尔维亚，中国电商平台很受欢迎，不
少年轻人在上面直接从中国商户购物。随着越来越多中国
游客到来，我希望在塞尔维亚也能用上移动支付。”她说。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源自中国，更
属于世界，极具包
容性，是当前促进
世界繁荣稳定的
最 重 要 理 念 之
一。今年是“一带
一 路 ”倡 议 提 出
10 周 年 ，其 重 要
性在当今世界愈
加凸显。

基 础 设 施 互
联互通是各国发
展 的 前 提 和 基
础。塞尔维亚参
与“一带一路”倡
议的具体成果体
现在许多项目中，
特别是在交通基
础设施和能源领
域。当前，泛欧 10
号走廊和 11 号走
廊沿线的新公路、
连接塞尔维亚和
匈牙利的现代化
铁路等项目备受
关注。

因 为 塞 尔 维
亚参与共建“一带
一路”，中国乃至
全球商业界看到
了塞尔维亚企业
的潜力。河北钢
铁集团收购斯梅
代雷沃钢厂、紫金
矿业接手运营博
尔铜业，都是中国
企业在塞尔维亚
投资的成功案例。

可 以 说 ， 塞
中 共 建“ 一 带 一
路”已取得里程碑
式成果，塞尔维
亚期待与中国在

“一带一路”框架
下进一步拓宽合
作领域。塞尔维
亚政府将信息技
术产业发展确定
为提升国家经济
竞争力的优先事
项，“数字丝绸之
路”建设旨在提高
数字互联互通水
平，对塞尔维亚
有 巨 大 吸 引 力 。
作为西巴尔干地
区增长最快的经
济体之一，塞尔
维亚对于寻找新商机的国际投资者是一个
有吸引力的目的地，尤其在信息技术、人
工智能等领域。

塞尔维亚人工智能研究所成立于两年
前，旨在将塞尔维亚打造成人工智能与生
物技术发展地区领导者。另一个重点领域
是生命科学园建设，关注生物医学、生物
技术、生物信息学和生物多样性。第四次
工业革命为许多国家提供了跨越式发展的
独特机遇。塞尔维亚拥抱与中国在数字经
济领域合作的新机遇，热切期盼开展新的
联合项目。

同时，塞中在环保、绿色发展、农
业、教育、卫生和媒体等其他领域的合作
也不可忽视。塞尔维亚对第三届“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召开充满期待，
并准备好与中国在下一个 10 年深化“一带
一路”框架内的合作。

（作者为塞尔维亚驻华大使）

当“ 我 在 中 国 当 大
使”栏目组走进塞尔维亚
大使馆，使馆工作人员
端上来一碟使馆自制的
塞尔维亚点心，热情招
呼我们品尝。饼皮的酥
脆混合苹果的清甜，让
我们对“舌尖上的塞尔维
亚”有了初步印象。

塞 尔 维 亚 有 美 食 ，
也有华服。在采访中，
塞 尔 维 亚 驻 华 大 使 玛
亚·斯特法诺维奇特意
展示了两套传统民族服
装，皆是长裙搭配长袖
上 衣 的 造 型 。 一 套 玄
黑，端庄稳重，图案简
约；一套火红，金丝滚
边，花纹繁复。需要盛
装出席的场合，传统民
族服装就是斯特法诺维
奇 大 使 的“ 华 服 ”。 她
说，今年她向中方递交
国书时正是身着玄黑这
套，下次有机会她想尝
试红色那套。

斯特法诺维奇大使
讲一口地道的中文。“我
喜欢吃饺子、包子，还有
宫保鸡丁。”大使的发音
字正腔圆，当我们赞她中
文好时，大使连连摇头，
谦虚地说：“哪里哪里，还
差得远呢。”回忆起 30 年

前在大连学中文的往事，她感慨道，那时没有便
利的网络，没有像样的塞尔维亚语版中文字典，
没有丰富的中国影视剧，要学好中文可不容
易。30年过去了，塞中人文交流越来越密切，学
中文的条件比当年好多了，塞尔维亚“中文热”
不断升温。

大使介绍，塞尔维亚不仅在贝尔格莱德、
诺维萨德大学开设孔子学院，还在中小学启动
中文教学试点工作。她表示，她女儿曾在北京
生活5年，中文说起来是一口京腔，回塞尔维亚
上高中后继续学中文，将来打算到中国读大学。

从母亲到女儿，一份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缘
在斯特法诺维奇大使的家中传承，映照出中塞
友好的深厚民意基础。大使说，上世纪 70 年
代，《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桥》等影片在中国
风靡一时，如今中国影视剧、文学作品在塞尔
维亚越来越受欢迎。“塞中两国地理上相距遥
远，但两国人民间的联系非常紧密，相互理
解，彼此欣赏。”大使说，“两国人民同享喜
悦、共渡难关，塞中友谊经受住了时间考验。”

“希望在塞尔维亚能用移动支付”
——访塞尔维亚驻华大使玛亚·斯特法诺维奇

海外网 毛 莉

“希望在塞尔维亚能用移动支付”
——访塞尔维亚驻华大使玛亚·斯特法诺维奇

海外网 毛 莉

1993年，塞尔维亚姑娘玛亚·斯特法诺维奇来到辽宁师范大学，从零开始学中

文。在大连学习生活的10个月，给她留下了美好记忆。2022年，斯特法诺维奇以塞

尔维亚驻华大使的身份再次来华。日前她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来中国当大使是我迄

今25年外交官生涯的至高荣耀，维护和发展对华关系是几乎每名塞尔维亚外交官的

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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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塞互免签证，旅行说走就走
海外网 陆宁远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玛亚·斯特法诺维奇近照。
塞尔维亚驻华大使馆供图

参加古查小号音乐节的儿童。 塞尔维亚德拉加切沃地区旅游组织供图

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城市景色。 塞尔维亚国家旅游局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