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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俄建交75周年。近年来，在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下，中

俄关系持续健康发展，各领域务实合作稳步推进。在中俄民间友好

往来中，活跃着华侨华人的身影。他们是中俄友谊的讲述者，更是

书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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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界 关 注

为中俄民心相通架起更多“侨”梁
本报记者 李嘉宝

吴昊：

“培养传播中俄友谊的使者”

“跟我读，你好……”莫斯科市西北，
阿廖什金自然保护区旁的一所学校内，不
时传来阵阵中文朗读声。这里是新成立不
久的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校。9月1日，该校
将正式迎来第一批学生。

“今年初，学校硬件设施准备齐全。4
月，招生工作启动。现在，学校先期开设
的中文、书法等兴趣班已经开课。”俄罗斯
中国国际学校校长吴昊对本报记者说。

俄罗斯中国国际学校由中国今日教育
集团创办，持有俄罗斯联邦司法部颁发的
执照和莫斯科市教育与科学局颁发的办学
许可证，是俄罗斯第一所以中文和中华文
化教育为显著特色的全日制国际学校。

“目前，学校已经举办了三次校园开放
日，吸引不少俄罗斯家长及华侨华人家长
携子女参观、预约报名。部分家长是专程
从圣彼得堡等其他城市赶来的。”在吴昊看
来，学校“招生热”背后，是俄罗斯日益
升温的“中文热”“中国热”。

旅居俄罗斯 25年，吴昊见证了中俄关
系的持续发展。“现在，中俄关系达到历史
最高水平。两国在贸易、投资、文化、科
技、教育等领域的交流日益频繁。对越来
越多俄罗斯民众尤其是青年一代来说，学
习中文、了解中华文化不仅是兴趣所在，
还能增加职业选择，带来更多发展机遇。”
他说。

这些年，从成立自己的文化公司、创
办介绍中国发展的俄文杂志，到担任俄罗
斯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秘书长，吴昊一直在
为中俄人文交流牵线铺路。现在，作为莫
斯科中国国际学校校长，吴昊深感肩上的
责任更大了。

“学校不仅会教中文，还会把中医、中
国武术、中餐等元素融入课程中。此外，
我们计划与当地俄罗斯中小学建立友好学
校关系，开展‘中文课进校园’活动，让
更多俄罗斯青少年接触中文，感受中华文
化之美。”谈起未来的工作计划，吴昊踌躇
满志，“希望把这所学校打造成中俄开展文
化教育合作的一个平台，培养更多传播中
俄友谊的使者。”

陈志刚：

“为中俄企业‘双向奔赴’提供支持”

“在圣彼得堡，我们有自己的‘中国
楼’。此时此刻，我就在这里和您通话。”
在接受本报记者电话采访时，俄罗斯华商、
俄中商务园总裁陈志刚语气中满是自豪。

陈志刚口中的“中国楼”，位于圣彼得
堡俄中商务园内。这些年，他在这里接待
过一批又一批中国政商考察团，见证了一
次又一次中俄企业的对话合作。

自 1993 年起，陈志刚在俄罗斯留学、
经商，至今已有 30多年。随着中俄经贸往
来越来越密切，两国企业合作意愿高涨，
呈现出“双向奔赴”的积极态势。身处其
中，陈志刚看到了机遇。2015 年，在他的
积极推动下，俄中商务园正式成立。

“俄中商务园致力于为中俄两国企业搭
建信息交流互动的平台，为中国机构及企
业走进俄罗斯提供法务、财务及政策咨询
服务。”据陈志刚介绍，截至目前，俄中商
务园服务的俄罗斯企业有 158 家，中国企
业有53家。

这段时间，陈志刚的行程安排得满满
当当。前不久，他作为圣彼得堡市议会投
资委员会专家委员，随该市议会代表团先

后访问北京、上海、青岛等地，寻找商
机。之后，他又来到黑龙江哈尔滨，落实
当地农业及轻工企业落地俄中商务园进
度，并洽谈当地产品进驻俄中商务园“中
国优品馆”事宜。

“搭桥”越多，陈志刚对中俄经贸合作
的观察越细致、思考越深入。

“中国企业进入俄罗斯，产品要‘前
置’，让俄罗斯消费者看得见、摸得着。与
此相适应，我们提供的服务也要‘前置’，
要及时帮助企业打通物流、清关、结算等
各个环节，高效解决各种问题。”陈志刚
说，目前，俄中商务园正在积极打造“永
不落幕”的“中国优品馆”，并以数字技术
为支撑建立线上展区，帮助中国企业与俄
罗斯本土采购商，尤其是本土电商快速对
接产品，以推动更多中国优质商品进入俄
罗斯市场。

“简而言之，为中俄企业‘双向奔赴’
提供必要支持，就是我一直在做的事。”陈
志刚说。

姜彦彬：

“两国人文交流正当其时”

近日，在俄罗斯沃洛格达州切列波韦
茨市，一场国际武术节在“冰宫”体育馆
举办。中国少林功夫干净利落，如行云流
水；俄罗斯格斗术“桑搏”热血沸腾，充
满力量……600余名中俄武术家和运动员联
袂奉献了一场“功夫盛宴”。

台下，俄罗斯孔子文化促进会会长姜
彦彬看得入迷，不时拍手叫好。“体育运动
和艺术文化是超越国界、促进国际交流的

‘通用语言’。”他由衷感慨。
2024—2025 年是中俄文化年。今年以

来，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中俄文化交流活动
接连举办。最近，姜彦彬正在精心筹备一
场重要赛事——第四届“孔子杯”中国体育
和文化艺术项目大赛。据他介绍，比赛将设
中国武术、围棋、中国象棋、汉语儒学知

识、少年儿童中国风绘画、中国书法等竞
赛项目，现场还将设置中国声乐、中国舞
蹈、中国乐器、茶艺、中医等展演项目。

“一年上一个新台阶，比赛项目越来越
多，人气也越来越旺。”谈起前三届比赛的
情况，姜彦彬难掩兴奋，“参赛选手及观众
人数逐年增多，大赛举办地也从我们侨团
的活动中心转移至莫斯科伊琳娜·维涅-乌
斯曼诺娃体操宫。在去年的第三届比赛
中，仅参赛选手和运动员就有上千人。比
赛还吸引了许多俄罗斯民众、华侨华人前
来观看，并获得多家当地机构、社团的大
力支持。”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
通。近年来，中俄互办“国家年”“旅游
年”“媒体交流年”“地方合作交流年”“科
技创新年”和“体育交流年”等活动，广
泛吸引两国民众参加，增进了彼此了解与
认同。

“中俄是文化、艺术与体育大国。乘着
中俄文化年的东风，两国人文交流正当其
时。”姜彦彬说，“除了举办‘孔子杯’比
赛外，今年我们还有很多计划，比如在中
国河南举办少林武术和俄罗斯‘桑搏’的
交流赛、与俄罗斯艺术家合作组建俄中丝
路之声青年交响乐团等，希望为促进中俄
民心相知相通、相近相亲尽一份力。”

牛华伟：

“推广中文，讲好中华文化故事”

在俄罗斯“上网课”学中文，是一种
什么样的体验？参加俄罗斯“媒体+”网络
中文课堂的广大中文爱好者最清楚。

“2022年，我们获得中国教育部中外语
言交流合作中心批准，在俄罗斯开展网络
中文课堂。”俄罗斯“媒体+”网络中文课
堂总裁牛华伟向本报记者介绍，该机构致
力于开展线上线下中文教育、培养俄罗斯
本土中文教师、开发中文教材、组织各类
文化交流活动等。

“2019年，中文被纳入俄罗斯国家统一
考试。近几年，中文教育在俄普及率显著
提升，俄罗斯民众对中文和中华文化的兴
趣日益浓厚，‘中文+’职业教育、‘数字
化’中文课堂的市场需求越来越旺盛。”牛
华伟说，“我们紧紧把握这一机遇，积极推
进网络中文课堂发展，受到俄罗斯学生、
入职中企的俄罗斯员工及其他中文爱好者
的认可。”

今年4月20日，莫斯科548学校举办庆
祝国际中文日活动。俄罗斯“媒体+”网络
中文课堂是活动承办方之一。俄罗斯中文
学习者带来歌曲表演《中国话》《二十四节
气歌》《少年中国说》 等，展现学习成果。
在中华特色文化互动体验区，学生们佩戴

“VR 眼镜”进入虚拟校园，沉浸式感受中
国高等学府的教学氛围。此外，俄罗斯

“媒体+”网络中文课堂还为现场观众准备
了传统糖画、投壶、书法、鲁班锁、雕版
印刷等体验活动。

“莫斯科 548学校是我们的长期合作伙
伴。学生们在学习中文后，会积极报名来
华参加春令营、夏令营活动，近距离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牛华伟说。

随着“中文热”升温，一批中国优秀
影视剧作品也在俄罗斯“圈粉”。作为欧亚
媒体协会主席，牛华伟积极参与中国影视
剧在俄罗斯的展播、推广及落地工作。

“中国动画片 《百鸟朝凤》、电视剧
《猎狐》《大江大河》 等备受俄罗斯民众喜
爱。希望这些作品走进俄罗斯民众的生
活，为中俄人文交流打开更多扇窗。”牛华
伟说，“推广中文，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传
播好中国文化声音，是我们的使命。”

本报电 （记者林子涵） 近日，全球
华人“和文化”文学艺术大展赛在浙江
省湖州市安吉县举行颁奖典礼。160件海
内外艺术家作品获颁奖项。

全球华人“和文化”文学艺术大展
赛于2023年10月启动，先后收到海内外
1000 多名作者的 3000 多件诗歌、散文及
书画艺术作品。参赛作品经过初评、复
评、终审，角逐出文学、书画类金、银
奖及一二三等奖。来自美国、老挝、印
度、意大利、马来西亚等国的华人艺术
家作品获奖。

赛事由 《作家报》 与安吉“和也”
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共同发起。来自海内
外约200名作家、书画家及媒体记者参加
颁奖典礼。活动期间，赛事组委会还举
办了海内外作品展览，展出 300 余幅以

“和文化”为主题的书画作品，部分华人
书画作品作为特邀作品参展。

在德国汉堡，有一家
名 为 卜 卜 书 斋 的 中 文 书
店。读者们在这里实现了

“中文纸质书自由”，这家
书店也成了他们慰藉乡愁
的温暖驿站。

“卜卜书斋让旅德侨胞
的精神世界有书可依，也
让对中华文化感兴趣的德
国人有书可读。”书斋主理
人邓沛翔近日接受记者采
访时表示。邓沛翔 2015 年
到德国读书，毕业后在当
地 从 事 项 目 管 理 工 作 ，
2021 年 7 月开始利用业余
时间经营这家书店。

最初，卜卜书斋只是
线上书店，但从书店开办
那天起，邓沛翔就开始为
书店落地线下做准备。他
说 ， 开 一 家 中 文 实 体 书
店，不仅是卜卜书斋的里
程碑，也是中文书读者们
的心愿。中文纸质书在欧
洲比较稀缺，很多读者只
能阅读电子书，希望中文
书店能让大家重拾阅读纸
质书的习惯。

“在德国开实体中文书
店，没有现成的经验能参
考 ， 所 有 东 西 都 是 未 知
的，总能遇到预料之外的
问题，需要一点点摸索着
解决，比如在财务、税务
和法务等方面都有一些工作要做，房租、人工、
水电等成本也是需要考虑的。”邓沛翔说。

去年4月，卜卜书斋柏林快闪店试运营。三个
月后试运营结束后，邓沛翔开始寻找让书店落地
汉堡的机会。后来，他和一位服装设计师在市中
心附近合租了一间店铺。签完租房合同后的 3 天
里，邓沛翔就搭好了书架，把 20多箱书籍和文创
产品搬到店里。去年10月14日，卜卜书斋终于在
汉堡市中心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角落。

卜卜书斋目前有600多种中文书，邓沛翔在书
籍选择上花了很多功夫，有古典名著和国学经典
等构成的典藏书单，也有人气新书组成的畅销书
单。书籍种类涵盖人文历史、散文纪实、心理励
志、语言学习等领域。

他介绍，书店里还有一个德语角，有 40多本
德语书，有的华人读者会购买德语版 《西游记》
送给德国朋友，对科幻主题感兴趣的德国读者会
选择德语版《三体》，中德双语的中国成语故事和
神话故事也受到中文学习者的喜爱。

卜卜书斋汉堡店开业半年来，有很多读者让
邓沛翔印象深刻。“记得有个说着流利中文的英国
游客，在地图上搜索到我们的书店，专程过来选
书；还有个华裔女孩选了女性文学的书作为送给
妈妈的生日礼物；也有华人妈妈给孩子预订 《画
给孩子的十二生肖》等中文绘本。”

“做有温度的书斋”是卜卜书斋的运营理念。
在邓沛翔看来，温度体现在与读者的交流中。“我
会用便利贴给新书写个性化推荐语，方便读者选
购；书籍包装方面，我会把书放在印有书店名字
的油纸袋里，还会随书赠送定制的磁吸书签、帆
布袋等文创产品。”

丰富的线下活动也是卜卜书斋的特色之一。
去年，书斋在柏林、汉堡、波恩与莱比锡4个城市
组织了 8 场线下读书会和圆桌讨论，涉及女性文
学、社科经济、中欧神话等话题。

“读书会是一个很有趣的活动形式，我们现在
保持每月举办一场的频率，每次邀请十几位读者
来书店，我作为领读人带大家读一本书。”邓沛翔
说，读者中有留学生、白领、全职妈妈等不同群
体，大家不仅交流读书感想，也分享生活经历，
每个人都真诚地表达自己。

从书籍选题、参与人数到流程设计，邓沛翔
根据读者反馈不断优化读书会。他表示：“未来如
果有余力，会拓展不同类型的线下阅读活动，希
望我们带给大家的，不仅是手握中文纸质书的喜
悦，还能帮大家在异国他乡寻到知己。”

“即便现在还会为稍显局促的书店空间和有限
的进货资金而头疼，但我也能真切地感受到书店
一步一个脚印的成长。”邓沛翔表示，卜卜书斋就
像一颗种子，只要继续给出一点点热情，一点点
耕耘，终会成为大家憧憬的样子。

（据中新社电 记者吴 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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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中商务园总裁陈志刚 （左一） 随圣彼得堡市议会代表团考察上海
市虹桥管委会。 陈志刚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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侨 情 乡 讯

全球华人“和文化”
文艺大展赛评选揭晓

侨 乡 新 貌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积极关切一线职工需求，依托长者食堂设立“爱心
驿站”，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环卫工人、快递小哥等发放“爱心便当”，并
免费提供临时休息、报刊阅读、手机充电、应急医疗等暖心服务。

上图：社区志愿者正在给快递小哥递送“爱心便当”。
左图：社区志愿者正在给环卫工人递送“爱心便当”。

谢贵明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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