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中国故事
责编：潘旭涛 邮箱：hwbjzb@126.com

2023年12月28日 星期四

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精彩
本报记者 潘旭涛

◀1月 22日，中国造地
铁列车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新机场线投入运营。图为媒
体记者在伊斯坦布尔新机场
线地铁列车内拍照。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摄

▶ 浙 江 省 杭 州
市西溪湿地国家公
园的冬日美景。

唐方校摄
（人民视觉）

◀广西壮族自
治区恭城瑶族自治
县大力发展月柿产
业，助力乡村振兴。
图为恭城瑶族自治
县嘉会镇泗安村村
民在晾晒柿饼。

蒋克青摄
（人民视觉）

讲故事，是国际传播的最佳方式。
2023 年，《中国故事》 版继续用故事标

记时光、用情感沟通中外，持续展示中华文
化、传递中国理念，把中国故事讲得愈来愈
精彩，让中国形象更具亲和力。年终岁末，
让我们重温 《中国故事》 版上的那些感人瞬
间、生动故事。

“一带一路”，硕果累累

2023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
周年。10 年间，“一带一路”合作从“大写
意”进入“工笔画”阶段，把规划图转化为
实景图，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和惠民生的“小
而美”项目落地生根。《中国故事》版用细腻
的笔触，记录下一个个来之不易的合作成果。

在土耳其，很多民众偏爱“中国造”
列车。

《中国与土耳其的“造车之约”》一文写
道：白色的车身，搭配着红色的条纹，中国
造轻轨列车高速行驶在爱琴海畔的轨道上，
宛如蛟龙蜿蜒盘旋，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
引得市民拿出手机拍照。

中国中车集团员工魏功益在土耳其做轻
轨列车售后服务工作。有一次，他像往常一
样驻站服务，看到一名当地老人长时间不上
车，便上前询问：“您是不是迷路了？”

“我要等有鲜艳红色腰带的那种列车。平
时我坐飞机、坐船、坐汽车都会晕，唯独坐
那种列车不晕车。”老人答道。得知魏功益就
是这款中国轻轨列车的售后服务人员后，老
太太不吝赞美：“你们真棒！这个车的光线
好，视野也好，座椅也很舒适。”

在印度尼西亚，一支“铁人”队伍赢得
当地认可。

2023年是铁人王进喜诞辰100周年。“铁
人”是一个永远铭刻在大庆油田历史上的
名字。如今的大庆油田，走出了国门，实
现 了 老 一 辈 大 庆 石 油 人 “ 把 井 打 到 国 外
去”的愿望。

“最初进入国外市场的时候，肯定会遇到
很多困难。但作为大庆石油的一员，最不怕
的就是困难。”大庆油田试油试采分公司印尼
项目部经理徐春雨，2006年来到印尼，十几
年间一直坚守在海外。他说：“在印尼市场我
们主要为当地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包括现场
施工、地层设计和油井射孔工艺等。这里是
热带雨林气候，工作环境和国内差别很大。施
工时大家住在野外营房里，毒虫飞来飞去，赶
上雨季又会特别潮湿，这些都需要适应。”

除了环境，还有更严峻的挑战。因为国
内外技术标准不同，一开始国外合作企业对
中国企业并不信任。“为了高质量完成项目，
我们只能不断沟通、反复测试，别人测试一
遍，我们测试三遍。别人休息的时候，我们
加班加点。如此负责的工作态度，保证了项
目顺利实施，也逐渐赢得合作伙伴的认可。”
徐春雨说。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大庆油
田加快深耕海外，其海外业务已进入亚洲、非
洲、美洲的50多个国家和地区，品牌美誉度不
断提升，海外权益产量达到千万吨级规模。

在坦桑尼亚，中国技术带来了玉米大
丰收。

《在坦桑尼亚，我们一起种玉米》讲述了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李小云团队帮忙坦桑尼亚
农民提升玉米种植水平的故事。

玉米是坦桑尼亚人的主要粮食来源，但
当地玉米产量非常低。经过调研，李小云团
队提出了基于中国经验的玉米密植技术，教
坦桑尼亚农民按照35厘米株距、75厘米行距
来种植玉米，然后实行中耕除草、间苗等技
术，在缺乏资本投入、不施化肥的条件下，
改广种薄收为“集约化、劳动密集”的精耕
细作，最终提高了玉米产量。

自2011年起，中国农业大学与坦桑尼亚
莫罗戈罗省政府、苏科因农业大学组建联合
团队，先后在佩雅佩雅村、麦迪格瓦辛巴村
等10个村庄开展村级减贫示范项目，分享中
国农业发展和减贫脱贫经验。2017年，这个
名为“小技术 大丰收”的项目，在莫罗戈罗
全省推广。该项目已覆盖当地 1000 余户农
民、1 万多亩土地，参与者的玉米收成平均
翻了一番以上。

在南非，中国视听节目广受欢迎。
《在南非讲述中国故事》 一文写道：一部

名叫《体验中国（China Experience）》的纪录
片，从2019年至今，已经在南非推出四季。每
集 30 分钟，主题是由非洲主持人亲身体验中
国的发展变化。这些视频在南非主流电视台
反复播出，成为当地人热追的一档节目。

在拍摄 《体验中国》 时，主持人丹尼尔
探访过菜鸟物流。至今，丹尼尔仍在使用菜
鸟物流的服务，这个来自中国的应用，成为
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他看来，中
国物流的发货和送货服务，是可以吸引南非
人甚至非洲人关注的好故事。

凡人微光，星火成炬

伟大出自平凡，平凡造就伟大。2023
年，《中国故事》版将大量笔墨留给平凡岗位
上的普通人，记录他们初心不改的执着、无
怨无悔的坚守、脚踏实地的奋斗，展示他们

在平凡工作中创造的不平凡成就。
《平凡岗位上的奋斗故事》 报道了一批

“最美铁路人”。他们是勤勉务实的劳动者、
朴实无华的追梦者——

中国铁路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包头
供电段响沙湾供电车间副主任杜赫，脱下绿
色军装、穿上铁路工装，在沙漠深处书写敬
业奉献的青春格言；

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郑州高铁
基础设施段电务维修技术中心副主任郑小
燕，勇于创新探索，成为高铁列控领域的

“行家里手”；
中国铁路兰州局集团有限公司银川工务

段钢轨探伤车间探伤工黄涛，练就钢轨探伤
的“火眼金睛”……

《“努力做一只勤劳的小蜜蜂”》 聚焦
一位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外卖员田
丹。本报记者从北京赶赴上海，跟着田丹一
起送外卖，用跟随式采访的方式，记录了这
名普通外卖骑手平凡而精彩的故事。

做外卖员，免不了遭受顾客的催促和指
责。有的顾客刚下单没一会儿，就在 APP里
催单、发火。“受委屈只是个别情况。”田丹
说，“更多的时候，顾客让我越来越喜欢做外
卖骑手。”

田丹说，有一年 7 月，上海很热，在室
外坐着不动都能热出一身汗。中午一个小伙
子点了一大包冰淇淋，虽然有保温袋，但送
到那么远的地方，肯定化了，她打电话想赔
偿小伙子，那边却说什么都不要，“你什么时
候送都可以，路上慢一点，不要着急。”有一

次去老小区送单，没有电梯，田丹爬上楼后
气喘吁吁、满头大汗，拿到餐的阿姨热心地
拿出冰水给她喝。

在车水马龙的都市中，在街头巷尾人们
注意不到的地方，无数像田丹一样的外卖骑
手，不惧寒暑，无畏风雨，用汗水和辛劳为
市民生活带来方便与温暖。

《“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 讲述了
“大眼睛”女孩苏明娟的成长故事。

这张照片，许多中国人见过不止一次：
黑白色调的照片里，头发蓬乱的小姑娘，手
握铅笔坐在桌前，表情怯生生的，一双清亮
纯真的大眼睛凝视前方，流露出强烈渴望的
光芒，仿佛在替无数贫困地区的孩子发出心
声：“我要读书！”

照 片 的 主 人 公 是 当 年 8 岁 的 苏 明 娟 。
1983年，苏明娟出生于安徽省金寨县桃岭乡
张湾村一个贫困家庭。《我要读书》照片被选
为“希望工程”宣传照后，苏明娟收到了许
多人的捐助。在无数爱心人士的感召下，小
小年纪的她也踏上了公益助人的道路，至今
没有中断。

1997年，刚上初二的苏明娟，主动将资
助得来的 600 元钱汇给了宁夏的一位回族小
姑娘，帮她圆了求学梦；2002年，考上安徽
大学后，她坚持勤工俭学，把每学期 900 元
生活补贴全部转给其他贫困学生；参加工作
后，苏明娟把第一笔工资全部捐给了希望工
程，此后每月她都会捐出收入的一部分……
30 多年间，她接过“接力棒”，努力地将善
意传递下去，“让爱与希望生生不息”。

扎根乡村，逐梦田园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新农人”扎根乡村、逐梦田园。

《中国故事》版记录下乡村振兴路上的一个个
生动故事。

《“乡村振兴是我们共同的梦想”》 讲
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融水县江门村党总支书
记杨宁的驻村故事。

从2010年担任大学生村官至今，杨宁已
在江门村坚守了13载。她曾获得“全国脱贫
攻坚先进个人”“全国三八红旗手标兵”“中
国青年五四奖章”“2022 年感动中国年度人
物”等荣誉。

在杨宁的办公室一角，永远放着一双解
放鞋和雨靴，就像刚工作时一样，她随时准
备下田入户。从发动村民从事特色种植到发
展电商和旅游，这个 85 后女娃书记敢闯敢
试，誓要带着乡亲蹚出一条富裕路。

在过去几年中，江门村利用本土优势积
极发展泉水西瓜的种植，拓宽农户销路，创
建了“苗阿嫂”泉水西瓜品牌。“刚开始我连
电脑都不会用，杨书记就鼓励我，手把手教
我，现在村里很多表格都是我做的。”“苗阿
嫂”品牌负责人张海慧说，“杨书记是我们村
的主心骨，她有股不服输的劲儿，跟我们说
的最多的话是‘办法总比困难多’，这对我们
影响很大。”

《金叵罗村的山乡巨变》报道了北京市密
云区溪翁庄镇金叵罗村创客们的故事。

2018 年，王婧、李一方等 4 位怀揣创业
梦想的留英女硕士来到金叵罗村，她们做了
水质和土壤检测，发现达到了自然保护区的
标准。看着眼前开阔的土地和湛蓝的天空，4
名海归决定在此创办一家生态体验农场，起
名“飞鸟与鸣虫”。

“飞鸟与鸣虫”农场根据二十四节气、传
统节日推出亲子活动，融入科学知识，呈现
食物“从土地到餐桌”的生产全过程：春天
挖野菜做团子，夏天插秧割麦子，秋天收稻
做米糕，冬天采松果做花环……

“飞鸟与鸣虫”农场带动金叵罗村旅游产
业发展，推动生态农业产业转型升级，逐渐
成为北京乡村振兴的一块“试验田”。“一年
到头田里都有收获，我们不光收获了农作
物，还收获了美好的时光，收获了创业的梦
想。”王婧说。

《村里来了高校智囊团》讲述了大学生毕
业设计作品成为乡村振兴实景的故事。

村民抛出选题，大学生设计师接招；毕
业设计走出校园，落地乡村；电脑里的效果
图，变成货架上的真实产品……在2023全国
联合毕业设计行动中，近百所高校毕业生齐
聚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把论文写在大地
上，将设计做在乡村里。

全国联合毕业设计发起人、东华大学服
装与艺术设计学院教授陈庆军介绍，2023全
国联合毕业设计行动将宁海县西店镇作为

“主阵地”。结合县域振兴需求，西店镇发布
了需求清单，包含党建引领、城镇更新、艺
术乡建、产业升级、地域 IP 等 5 大类命题近
百个选题方向。开题时，毕业生的选题总数
超过300个，不少是同题比拼，精彩纷呈。

去年的很多毕业设计作品如今已成为乡
村振兴实景。在宁海县岔路镇下畈村，已竣
工的“童趣下畈”儿童游乐区，今年迎接了
好几拨游客。这个项目的设计者是安徽大学
艺术学院毕业生汤畅，她在下畈村的松树林
新建了儿童户外活动区域，将一个废弃集装
箱改造为展览空间，向儿童进行科普。

生态画卷，美丽动人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
最普惠的民生福祉。近年来，中国生态文明
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
全局性变化。2023 年，《中国故事》版继续描
绘“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的中国。

如今，树木生病了，也有“医生”问
诊。《“把树木花草当作人来关心关爱”》报
道了“绿大褂”为树木“开方治病”的故事。

“过去没有树木医生，树木遇到问题，有时
就‘咔咔’一剪，简单粗暴地解决问题……”提
起过去的状况，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秘书长
侯雅芹话语里满是对树木的心疼。

2022 年 9 月，北京树木医学研究会主持
起草的 《树木医生考核评价规范》 团体标准
出台，“树木医生”明确定义为“从事树木的
健康诊断、灾害预防、治疗恢复等相关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员”。树木也不单单是植物，真
正成为树木医生诊疗的“患者”。

“当树木医生可不容易，不光要掌握园
林养护、树木修剪、病虫害防治、土壤改良、
古树名木养护和复壮等技能，还需要通过理
论知识考试和技能实践考核。外出就诊时，
必须穿戴职业装：绿大褂、小红帽子，随身携
带‘诊疗’仪器等。”侯雅芹自豪地说。

不只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多地的树木
医院也接连挂牌开诊，像尊重人一样尊重树
木，推动园林绿化高质量发展。

今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黄河保护法》正
式施行。《依法治水 守护黄河安澜》 讲述了
母亲河生态保护治理的故事。

黄河行至河南省开封市黑岗口，高出地
面11米，“河从屋顶过，船在空中行”。开封
第一黄河河务局抢险队队长张飞，黝黑的脸
上满是风吹日晒的印记。张飞这样总结自己
的工作：“夏秋防汛，春冬修堤。”黄河安
澜，靠人防，更要靠堤防。黄河保护法规
定，应当加强黄河干支流控制性水工程、标
准化堤防、控制引导河水流向工程等防洪工
程体系建设和管理。

张飞向记者说，对于违法占用河湖岸线
等行为，黄河保护法比原有法律规定更细、
处罚力度更大。

湿地是“地球之肾”，是人类可持续发展
的生命通道和生态长廊。《他们这样守护“地
球之肾”》记述了湿地守护者的执着与付出。

“你看，那是一只夜鹭！”浙江省杭州市
西溪国家湿地公园生态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
刘想激动地小声惊呼。只见不远处，一只鸟
儿立在水中的浮木上，他赶紧拿起相机记录
这一幕，“又够我高兴好一阵了”。

杭州西溪湿地是中国第一个也是唯一一
个集城市湿地、农耕湿地、文化湿地于一体
的湿地公园，有“天堂绿肺”之称。自 2002
年西溪湿地综合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刘想已
与这片土地相伴20载。他笑言，自己就是西
溪湿地的“守门员”。

近10年来，西溪湿地动植物种类不断增
加，其中维管束植物增加了 474 种，现有
1040种；鸟类增加了 43种，现有 196种；昆
虫增加了 173种，现有 898种；鱼类增加了 6
种，现为56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