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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以南的潘奇马
尔科，每年 5月的第一个周日是花朵和棕榈节。
当地人在节日里庆祝雨季开始，祈求丰收。图
为人们用鲜花装点棕榈叶庆祝花朵和棕榈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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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匈中
双语学校门前，两尊汉白玉石狮迎接
着四方来客。这两尊富有中国特色
的雕塑还有自己的中文名字——雄
狮叫“多多”，雌狮叫“丽丽”。作为中
东欧地区第一所同时使用中文和所
在国语言教学的公立全日制学校，匈
中双语学校 20 年来培育了大批熟悉
两国语言文化的学生，如今仍源源不
断地为两国人文交流输送语言人才。

在欧洲，还有许多像匈中双语
学校一样欣欣向荣“生长”的汉语
学校。在匈牙利第一个开设中文系
的高校罗兰大学，中文教育已走过
百年历史，如今在该国开设的5所孔
子学院吸引众多“中文迷”。在法
国，近千所中小学开设中文课程，
学习中文的学生超过 10 万人，不少
著名高校，比如巴黎高等师范学
院、国家行政学院也都开设了汉语
课程。在塞尔维亚，学习中文人数
不断增加。学中文正转变为热门语
言学习选择。

为什么越来越多欧洲朋友选择
学习中文？汉语爱好者们的回答有
一定代表性。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
院学习的塞尔维亚留学生优万娜
说，“在学习中文的过程中，既可以
了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也可以了
解中国人对生活的热爱”；拥有中国
语言与文明学士学位的法国驻新加
坡大使曾明怡说，“中文非常难，成
绩最优秀的学生会挑战自己，学习
中文”。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直
言，“学生们渴望有机会去中国交流
学习、工作”，“中国文化在法国的
吸引力与中国如今在政治、经济等
方面的国际地位是分不开的”。中国
与欧洲经贸文化往来的日渐频繁，
中华文化对欧洲人民越来越强的吸
引力，正潜移默化地滋润欧洲民众
学习中文的土壤。

而作为中外交流的重要工具，
中文也充当着中国与欧洲多国文化
交流的天然桥梁。在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越来越多
德国青少年通过“唱歌学中文”，了解中国，爱上中
国。在位于塞尔维亚的贝尔格莱德中国文化中心，塞
尔维亚人通过体验汉语、书法、古筝、太极等课程，
加深对中华文化的立体感受。随着匈牙利人对学习中
文、了解中国文化的兴趣不断高涨，中文已被纳入匈
牙利国民教育体系，并成为高考科目。在不久前举办
的法国巴黎图书节上，1150种中国图书集体亮相，为
法国民众了解中国打开一扇扇窗口。以中文学习为载
体，更多中华文化“乘船出海”，更多关于中欧友好交流
的故事正被书写。

随着中欧经贸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在中文走进欧
洲民众生活的同时，中国民众也借学习欧洲多国语言
了解丰富多彩的欧洲文明，更多人借由语言架起的文
化桥梁，体验着中欧文明交流互鉴的精彩。据统计，
中国在欧盟成员国留学生达 18.5 万，在华学习的欧盟
留学生达4.2万。中国高校已全部开齐欧盟24种官方语
言课程，欧盟国家在华建立了法语联盟、歌德学院、
塞万提斯学院等语言教学机构。百余所中欧院校也在
欧盟27个成员国合作建立了开展国际中文教学的孔子
学院和孔子课堂。日渐完善的语言教育和人文交流对
话机制，丰富多彩的人文交流活动，让中欧民众的来
往更频繁，心贴得更近。

“中文已成为法中友谊的载体。”法国国民教育部
汉语总督学易杰这样评价法国中文教育的作用。值得
期待的是，中文作为促进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增进理
解的桥梁和纽带，将伴随中欧合作的不断深化，走进
更多欧洲民众的生活，书写更多中欧友谊的动人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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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塞铁杆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

莱德，五星红旗和塞尔维亚

国旗在城市主要道路上沿街

排列，被称为“贝尔格莱德

西大门”的建筑格内克斯塔

上悬挂起巨幅五星红旗，“热

烈欢迎尊敬的中国朋友”等

标语格外醒目……

近年来，中塞关系持续

高位运行，全面战略伙伴关

系内涵日益丰富，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两国和两国人民

友好纽带越来越紧密。作为

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

杆朋友”，中塞友谊之路越走

越宽广。

快速通达之路

在中塞两国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双
边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无论是已
经通车运营的高铁线路，还是正在紧锣
密鼓推进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和大桥，两
国务实合作为塞尔维亚打造更快速、更
便捷的交通网络持续作出贡献。

春末夏初，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
内诺维萨德至苏博蒂察段 （诺苏段） 的
铺轨现场，工作人员正把五段铁轨焊接
成一根总长 250 米的铁轨。面积不大的
焊接房里，火花四溅，几分钟就完成了
两段铁轨的焊接。随后，工作人员用相
关设备进行仔细打磨，确保连接处平整
光滑、无缝对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大型铁路
焊轨作业在塞尔维亚并不多见。不少当
地企业专程赶到匈塞铁路施工营地参观
学习，非常钦佩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对中国的大型专业铺轨机、接触网悬挂
系统等设备和技术，当地企业都表现出
了浓厚兴趣。

项目方说，在匈塞铁路建设过程
中，技术和装备的“中国元素”经受住
了复杂运行环境的考验，为当地经济社
会发展和民众出行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
运输服务。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从首都贝尔
格莱德至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的铁路

（贝诺段） 2022 年开始正式运营，全程
通行时间30多分钟，推动塞尔维亚进入

“高铁时代”。两年多来，这段铁路让不
少当地民众过上了幸福的“双城生活”。

匈塞铁路塞方总工程师米兰·巴诺
维奇见证了贝诺段从项目启动到部分通
行运营的全过程。巴诺维奇说，此前，
由于铁路设施老化，列车不仅速度慢，
晚点延误也是常事。如今，匈塞铁路贝
诺段把时速从以前最高的每小时40至50

公里提升到每小时 200 公里，实现了质
的跨越。

不只是铁路，中国企业还在塞尔维
亚参与建设了E763高速公路路段、泽蒙
—博尔察跨多瑙河大桥。它们是中国企
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一
座桥梁。“中国建造”助力塞尔维亚建
起一条条快速通达之路。

鲜花盛开之路

“这不是修图！”——在塞尔维亚紫
金博尔铜业有限公司（简称“塞紫铜”）冶
炼厂，塞籍员工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几年
前，前来投资的紫金矿业集团曾向他们
展示中国矿山运营图片。当地人对图片
中的鲜花和绿树将信将疑，有人甚至认
为图片是用软件“修”出来的。

十几年前，拥有上百年采矿历史的
城市博尔陷入困境。当地矿山企业因技
术滞后、管理缺位而濒临破产。作为老
旧重工业基地，这里空气中甚至弥漫着
刺鼻的气味和粉尘。

2018年，中国企业收购铜矿，引入
新技术和管理方式改变当地矿山的面
貌，通过引入光伏、风电，恢复生态植
被，打造“绿色矿山”。克里斯蒂安和
工友们终于明白，原来现代化的矿区的
确充满绿色和希望。

冶炼厂旁，一片绽放的郁金香田，
在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艳丽。

一家当地媒体走访冶炼厂后这样报
道：冶炼厂核心区域的花田象征着博尔
的“再工业化”， 中国企业给博尔带来
了世界级标准和现代冶金技术，兑现了
建设更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博尔的
承诺。在当地人眼中，这些郁金香就是

“改变世界的花”。
今天的博尔，天蓝水清，曾经外出

务工的年轻人回来了，来自塞尔维亚其
他地区甚至周边国家的大学生、工程

师、产业工人也来了。这座城市又恢复
了活力。

在塞紫铜环保与生态部工作的伊瓦
纳是博尔的“矿三代”，一家人都在矿
区工作。“这里曾经到处是垃圾，但现
在一切都变了。中国企业让我们梦想成
真。”伊瓦纳感慨道。

在视察博尔铜矿项目后，武契奇总
统表示，紫金在塞尔维亚投资以来，矿
产资源纳税增加三倍。紫金已成为塞尔
维亚最大出口商之一，为塞尔维亚经济
和就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被改变的不仅是博尔，在斯梅戴雷
沃，拥有百年历史的钢厂也因为中国河
钢集团的到来发生变化。随着改造现有
设施和建设新设施，曾经空气污染严重
的钢厂区域如今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 浓度比欧盟标准更低。钢厂里常
常可以看到盛开的南欧紫荆花，这座历
史悠久的重工业基地有了新的模样。

从博尔的郁金香，到斯梅戴雷沃的
南欧紫荆花，中塞务实合作走出一条鲜
花盛开的绿色之路，不断为双边关系增
添新的色彩。

心心相印之路

5 月初正值塞尔维亚劳动节和复活
节小长假。假日期间，在贝尔格莱德附
近的小镇泽蒙，拉扎尔·萨瓦蒂奇小学
五年级学生莱娜和小伙伴来到集市摆
摊，完成她们的社会实践课作业。两个
女孩子销售的产品是毛线手工编织的小
动物，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一只大熊猫。

莱娜说，她非常喜欢大熊猫憨态可
掬的样子，如果有机会去中国旅游，她
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大熊猫。她
说，在学校里，老师多次讲到塞尔维亚
和中国的友好关系历史，这让她和同学
们对遥远的中国充满好感和好奇。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正如这句塞

尔维亚谚语所说，近年来，中塞两国民
众经贸、文化往来密切，不断丰富充实
着传统友谊的内涵，大家越走越近、越
走越亲。

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米哈伊洛大
公街和小镇泽蒙的广场周边，路牌上有
中文标识；在历史悠久的贝尔格莱德动
物园外墙上，由马赛克拼出的动物图形
中也有大熊猫的身影。

常年在米哈伊洛大公街上卖画的艺
术家萨利奇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中国
游客会选择来贝尔格莱德及周边地区度
假。让他惊讶的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客
人对塞尔维亚的文化历史并不陌生，还
会与他讨论在中国足球俱乐部工作的塞
尔维亚教练和球员。

“塞尔维亚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经
历 和 传 统 友 谊 ， 我 们 心 连 心 、 在 一
起！”萨利奇说。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
带一路”地区研究主任卡塔琳娜·扎基
奇说，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
轻人开始使用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软
件、喜欢吃中国菜、买中国货、想要学
习中文。塞尔维亚和中国互免签证、互
通直航，更是让两国民众间的交流更便
捷、了解更深入、成效更显著。

谈及塞中两国关系的未来，扎基奇
充满信心。她说，塞中两国在基础设
施、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已经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两国务实合作将在电子商务和
数字经济等新领域不断拓展，塞中关系
必将提升到新的高度。

（据新华社电 记 者宿亮、蒋国
鹏、石中玉、郑开君、张远、林浩）

上图：4 月 28 日在塞尔维亚首都贝
尔格莱德拍摄的泽蒙—博尔察大桥 （普
平大桥）。该桥是中国企业在欧洲承建
的第一座大桥，于 2014 年年底竣工通
车，是塞尔维亚在多瑙河上近70年来首
座新建大桥。

新华社记者 李 颖摄

本报电 （记者林子涵） 2024 年
“Z 世代中欧能源行”系列活动日前
举办希腊专场。

该系列活动由国家能源集团国华
投资公司主办，组织欧洲青年代表分
别前往希腊和中国参访，实地了解中
国企业清洁能源项目，感受中希两国
文化。

来自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
国外文局、北京外国语大学、敦煌研
究院等单位的中方嘉宾，希腊东马其
顿色雷斯大区、希腊亚历山大市、希
腊第四应急救灾队、希腊林业管理局
等地区、机构的外方代表及希腊亚里
士多德大学的青年代表参加了希腊专

场活动。
活动期间，中外代表赴希腊色雷

斯风电项目卡夫沃尼风电场考察，实
地参观风电场工作场景，了解风电场
安全生产、鸟类保护等工作措施。到
访的欧洲青年代表还作为“一日巡检
员”体验了风电场日常工作，感受中
国企业绿色发展理念。

“担任卡夫沃尼风电场‘一日巡
检员’是一次非常宝贵的体验。”希
腊青年学生艾莱妮表示，自己对中国
企业在希腊推动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努
力感到由衷敬佩，希望有更多人践行
绿色发展理念，为地球家园创造一个
更加清洁、绿色的未来。

据悉，希腊色雷斯风电项目由国
家能源集团国华投资欧洲新能源公司
投资，是中国企业在希腊的首个风电
项目，每年为当地生产绿色电能约
1.6亿千瓦时。

活动当天，国家能源集团国华投
资还举行了“携手清洁能源 共享美
好生活”希腊色雷斯风电项目第三届
企业开放日活动，并发布在欧洲的
2024年度海外社会责任报告。

此前，“Z 世代中欧能源行”系
列活动已举办北京专场。后续，欧
洲青年代表还将走进山东，参观国
华投资山东荣成风电场和望海海上
风电场。

本报电 （记者林子涵） 近日，
首届中英/北爱教育合作论坛在英国
北爱尔兰贝尔法斯特市奥斯特大学
举行。

论坛上，奥斯特大学与湖北师范
大学签署协议，共建教育语言文化交
流中心。

与会人士就奥斯特大学与中国戏
曲学院共建的中国艺术与文化教育中
心等成果进行讨论。

奥斯特大学名誉校长戴维信表
示，该校对与湖北师范大学、中国戏

曲学院等中国高校的合作深感自豪。
奥斯特大学将与中方合作伙伴继续努
力，深化文化、教育、科研等领域合
作，实现共同目标。

中国驻英国大使郑泽光出席论坛
时表示，中国坚持教育对外开放，积
极推进教育国际交流。当前，在英中
国留学人员近 20 万，其中有 2000 余
人在奥斯特大学和贝尔法斯特女王大
学学习。2013 年以来，在中国参加
学习和实习项目的英国学生累计超过
6.7万人。

中国驻贝尔法斯特总领事张美芳
表示，此次论坛展示了中英/北爱教
育交流取得的成果，展望了未来合作
的广阔前景。以此次教育合作论坛为
起 点 ， 双 方 将 进 一 步 拓 展 合 作 领
域，发掘教育交流合作潜力。

论坛期间，北爱尔兰议会议长普
茨、湖北师范大学校长雷儒金等分别
致辞，贝尔法斯特市英国国王副代表
阿黛尔、中国驻英国使馆工作人员以
及北爱地区市郡代表、中小学校长等
约200人参加活动。

首届中英/北爱教育合作论坛举行

“Z世代中欧能源行”希腊专场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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