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2 国际观察 责编：徐令缘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4年6月11日 星期二

近日，在巴西东北部城市纳塔尔
古老的阿尔贝托·马拉尼昂剧院里，台
上巴西乐团演奏的《我的祖国》音乐声
响起，台下不少观众跟着高声齐唱，将

“庆祝中国巴西建交50周年——巴西东
北部中巴音乐巡演 （纳塔尔场） ”推
向高潮。

“这是强大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
方”，观众席里一个女高音分外响亮。
年逾花甲的华侨刘正琴饱含深情、眼含
热泪，她是当日让外孙女驱车从 300 公
里外的累西腓市带她赶来观看演出的。

演唱会后，刘正琴对记者说：“这场
音乐会让我非常感动，从开始时巴西小
朋友们合唱《茉莉花》，到男高音唱《我
爱你中国》，最后演奏到《我的祖国》时
我忍不住放声歌唱，我已经好久都没有
唱出这么大的声音，因为我从灵魂深处
感受到两国人民心心相通。”

当晚的音乐会由巴西北里奥格兰
德联邦大学爱乐乐团演奏，中国和巴
西经典乐曲相互穿插，让中巴观众赞
叹于两国音乐之美。

巴西观众弗朗西斯科·庞特斯是第
一次听中国乐曲。他说：“虽然中国音
乐与巴西音乐风格迥异，但我能够感
受到曲中传递出的欢快、悠扬或者雄
壮的气氛，我希望今后能够了解更多
中国文化。”

用字正腔圆的中文演唱 《我爱你
中国》的男高音卡约·莫赖斯说，自己
学习演唱中文歌曲是从去年1月才开始
的，之后在中国驻巴西大使馆的新春
招待会上、若昂佩索阿市的中国文化
节期间都演唱过，现在他已经能唱五
六首中国歌曲了，他打算开始认真学
习中文。

这场音乐会的策划人、北里奥格兰
德联邦大学的戚楠老师告诉记者，学校
的乐团从 2013 年起开始尝试演奏一些
中国乐曲，一些中国音乐家来学校访
问、交流让乐团越来越多地积累中国音
乐素材，“根本不用我去推动，乐团经常
主动找我要中国乐曲的乐谱，学生们更
是对中国充满好奇和热情”。

中国驻累西腓总领事兰和平认
为，这场音乐会是全球文明倡议在巴
西东北部的生动呈现。她说：“文明因
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
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
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我们希望
通过音乐这一无需翻译的共同语言，
欣赏彼此国家的文化瑰宝，在包容互
鉴中实现对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尊重，
携手践行全球文明倡议，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

北里奥格兰德州长法蒂玛·贝泽拉
与中巴观众一起观看了音乐会，并与
兰和平一起，在舞台上展开两国的国
旗，呼应着舞台背景上中巴建交 50 周
年的标识。

当日下午，贝泽拉还与兰和平一起为在北里奥格
兰德州政府总部设立的“中巴建交 50 周年纪念标识”
铜像揭幕。

贝泽拉说，巴中两国建交 50年来友好关系不断增
进，近些年来两国又将合作领域拓展到新能源方面，
开发风能、太阳能和绿氢产业，积极应对气候变化，
为人类的共同发展做贡献。希望双方的合作继续推
进，让巴西与中国共同走向繁荣。

（据新华社电 记者赵焱）

音
乐
搭
台
，
中
国
巴
西
共
庆
建
交
五
十
周
年

音
乐
搭
台
，
中
国
巴
西
共
庆
建
交
五
十
周
年

5月 24日至 6月 2日，第四十一届马来西
亚吉隆坡国际书展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
行。本届书展共设置970多个展位，吸引了来
自马来西亚、中国、新加坡、泰国等国家和
地区的240多家展商参展。中国展团携千余种
精品图书亮相书展，受到当地读者与合作方
的关注。

“更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本届书展上，中国联合展台以“阅读中
国”为主题共展出约 1000 种、1500 册精品图
书，涉及社科、文化、文学、少儿、汉语学
习等主题。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习近平总书记系
列重要讲话读本》《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
月》《习近平在正定》《摆脱贫困》 等著作摆
放在显要位置。正在展台前阅读 《习近平谈
治国理政》 的马来西亚姑娘普特丽告诉记
者，她家里珍藏了一本 《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 第二卷英文版，她读完之后深受启发，
此次特意来购买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
一、三、四卷和《摆脱贫困》等著作。“阅读
习近平主席的著作是了解新时代中国发展理
念的重要途径，其中关于治国理政的许多重
要论述对其他国家有借鉴意义。”普特丽说。

马来亚大学孔子学院学生亚努阿尔对记
者表示，要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秘诀，就
要反复研读习近平主席的著作。中国的发展
日新月异，很多成功经验可供参考和借鉴。亚
努阿尔说，自己特别关注中国农村的发展情
况，“希望通过阅读相关著作，更好地了解中国
在解决贫困问题、建设美丽乡村等方面的成功

经验，更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国”。
中国联合展台马来西亚合作方负责人刘

凤娇告诉记者，中国主题精品图书很受欢
迎，许多读者前来咨询、购买书籍。

“同中国伙伴加强出版合作”

书展期间，来自中国 20 余家出版单位的
30 多位出版业人士及作家、学者等，与各国
出版行业同行及读者展开交流对话。

五洲传播出版社书架前摆放着“我们和
你们”丛书之《中国和马来西亚的故事》，书
架下方还摆放着中国诗词等相关书籍。五洲
传播出版社国际合作部版权经理汪梦琦告诉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类的绘本画册，以及中
国城市景点类的书籍颇受马来西亚读者欢
迎，来自马来西亚等国的 10 多家出版商前来
洽谈出版合作事宜。

中国建筑出版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咸大庆
向记者介绍，公司精选了中国传统建筑文化与
历史类等多种书籍参展，旨在以建筑为载体，
讲好中国文化故事，“介绍天坛、故宫、颐和园
等建筑的中英文对照书籍获得了众多参展商和
读者的青睐”。

“上个月，我们刚出版了两本中国童书，市
场反馈很好。”印度尼西亚书商苏欣德拉蒂·辛
塔说，“借助书展平台，我们可以接触更多中国
出版业同行。希望同中国伙伴加强出版合作，
在印尼市场推出更多中国优秀图书。”

“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

吉隆坡国际书展创办于1981年，是马来西

亚的文化盛会之一，也是中马双方在文化领域
的重要合作平台。马来西亚作家协会主席莫
哈默·沙列·拉哈迈德表示，吉隆坡国际书展为
马来西亚与中国在出版行业和文学领域加强
交流合作提供了宝贵机遇，“有助于促进两国
文化和文学交流，增进两国民众相互了解”。

今年书展期间，中国—东盟版权贸易服
务平台马来西亚工作室签约成立，马来西亚
教育部下属机构城市书苑同北京师范大学出
版集团签署了职业教育教材合作备忘录。城
市书苑首席执行官阿迪巴·奥玛表示，城市书
苑作为中国—东盟版权贸易服务平台的合作
伙伴，将致力于推动马中版权合作，并积极
同中国出版行业深化对接，让两国民众有更
多机会接触到对方国家的优秀图书。

书展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与马来
西亚亚洲智库公司就“中文图书阅读推广计
划”进行了签约，双方计划就中文图书在马来
西亚的普及与推广进行深入合作。中国图书进
口集团向马来西亚的华文小学赠送了1500本图
书，中国教育集团控股有限公司也向马来亚大
学孔子学院捐赠了一批教材。据了解，在书展
开幕前一周，获得中方认可的200种马来西亚
书籍已经销往中国的数百所大学。马来西亚教
育部副部长黄家和表示，吉隆坡国际书展上的
一系列图书推广和赠送活动，表明两国教育文
化合作正在进一步增强。

马来西亚国家语文局和马来西亚汉文化
中心日前推出了“马中50年50部文学典藏”目
录，包括两国自1974年建交以来出版的50部优
秀文学作品代表。马来西亚国会上议院议员
阿旺沙里表示，加强出版合作将助力两国增进
相互了解，在更多领域开展更深入的合作。

中国图书亮相马来西亚吉隆坡国际书展

分享中国故事 推动出版合作
本报记者 张矜若

巴拉圭的户外课堂巴拉圭的户外课堂巴拉圭的户外课堂
上图：在巴拉圭阿耶斯总统省，学生在课后玩耍。
下图：在巴拉圭阿耶斯总统省，学生在户外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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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密切

“以元首外交为引领，以政府间合作机制为指
导，以区域和地方层面务实合作为支撑，以智库、企
业合作为载体，中法生态合作正在建立起多层次、多
平台、多主体的交流渠道。”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
北京大学碳中和研究院副院长、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
员会委员张海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中法生态保护合
作已形成立体格局。”

元首外交为中法生态保护合作指明方向。2019年3
月，中法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法兰西共和国关于共
同维护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的联合声明》，对中法在
全球治理框架下开展生态保护合作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在政府间合作机制指导下，中法在生态保护领域
深化全方位高质量合作。2023年11月，中法碳中和中
心正式启动，发出中法加强绿色科技合作、携手应对
气候变化的有力信号。

区域合作成为中法生态保护合作的亮点。2014
年，中法签署 《关于在武汉市建设中法生态城的合作
意向书》，两国政府决定共同建设一座可持续发展的示
范新城。10年过去，武汉市郊蔡甸区一片39平方公里
的池塘田野上，一座生态新城拔地而起。法国驻华大
使白玉堂在第七届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的视频致
辞中说：“可持续城市不仅是可能实现的前景，更是我
们必须实现的目标。我们在武汉开展的讨论、提出的
问题以及取得的成就，都将为我们未来在生态转型各
领域，开展更多、更广、更多元的合作铺平道路。”

“发表关于应对气候变化的联合声明、与国际社会
共同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发表《中法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气候变化北京倡议》、启动中法碳中
和中心……近年来，中法在生态保护领域合作密切、
互动频繁、成效显著。”欧盟“让·莫内”讲席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王义桅接受本报采访
时指出，这些合作体现了中法两国在生态保护领域的
共同努力和相互支持，两国携手共进，共同应对全球
性环境挑战，实现绿色发展。

基础扎实

中国一贯高度重视生态保护，多措并举推动生态
保护进程。近年来，中国加快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政
策法规，更新《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编制印发
《“十四五”生态保护监管规划》，明确生态保护重点
监管区域和监管任务，进一步深化、细化生态保护监
管体系；推动制定 《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实施方
案》 并更新 《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

（2011—2030年）》。
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政府曾推出一项国家环境

计划，拟定国家在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方面应开展的
诸多具体措施，并促成法国环境与能源控制署、环境
研究所等相关公共机构诞生。

中法两国在推动生态保护方面理念相通，具有广
泛共识，合作基础扎实。张海滨说：“中法两国生态保
护战略方向高度契合。对内，中法致力于绿色低碳发
展；对外，中法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气候治理。中法坚
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发挥核心
作用。2012 年以来，法国开发署已为中国各地生物多
样性保护项目提供了超过5亿欧元的主权贷款。中法生
态保护合作成效显著，惠及两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真
正实现互利共赢。中法互信增强，推动两国生态保护
合作走深走实。”

中法生态保护合作不仅符合双方利益，在全球气
候危机加剧、世界经济低迷的背景下更加凸显其战略
性，具有世界性意义。张海滨认为，当前，百年变局
加速演进，国际关系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加，以气
候变化为代表的非传统安全威胁对人类生存与发展造
成重大影响。中法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两
国加强生态保护合作将为世界注入更多绿色动力。

“长期以来，法国政府大力推广绿色生活方式、先进
的环保理念、完善的环保志愿者机制，不断推动相关立
法和改革，致力于从气候、能源、农业、交通等领域‘多管
齐下’，带动学界、企业、个人等社会各领域成员积极投
入生态保护和绿色转型的建设当中。中法两国存在许

多共同利益，在崇尚自然理念方面高度契合，在技术方
面互相借鉴，两国的合作将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找到更好
解决方案。”王义桅说。

潜力十足

顶着烈日在海里追逐着中华白海豚是法国女科学
家阿加莎的工作日常。2016 年，阿加莎从法国来到中
国攻读博士学位，随后又在教授的推荐下来到海南三
亚的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做助理研究
员，成为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和阿加莎一
样，越来越多中法民间人士参与生态保护领域的合作。

不久前，在第七届中法城市可持续发展论坛活动
现场，58个聚焦生态环保、绿色经济和城市建设等领
域的项目签约，签约金额达到606亿元，其中法资项目
11个。数据显示，10年来，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累计
完成投资 727 亿元，招商引资总额 1035 亿元，实际利
用外资13亿美元，蓝绿空间比例达62.7%，人均公共绿
地面积达 16.8 平方米，已成为国际合作推进绿色低碳
发展的典范。

展望未来，中法生态保护合作前景广阔，充满机
遇。张海滨谈道，法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将终止化
石燃料生产的国家。法国政府计划到 2030年将可再生
能源在最终能源消费中的份额提高到32%，同时将可再
生能源发电量占比提升至 40%。法国总统马克龙还表
示，法国将在2030年前投资10亿欧元用于加速新能源
的创新和产业化。中国是全球新能源产品的主要出口
国，中法新能源合作潜力十足。

“作为世界大国，中法携手合作，将成为世界向绿
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转型的重要力量。未来，中法
可在生态保护领域持续加强合作、分享经验，协力应
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全球性挑战，为全球
可持续发展注入强劲动力。”王义桅说。

图为：法国科学家阿加莎在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
与工程研究所的鲸豚标本馆里。

新华社记者 伍志尊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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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是中法合作的重点领域。
中法在生态保护合作方面理念相通、具有广泛共识，合

作基础扎实、前景广阔。2024年5月，《中法关于就生物多样
性与海洋加强合作的联合声明：昆明—蒙特利尔到尼斯》发
布，中法两国在其中重申对保护海洋和沿海生态系统的共同
责任与愿景。2024年是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签约十周年。如
今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已初见雏形，并取得丰硕成果，成为
国际合作推进绿色低碳发展的典范。

近年来，中法两国在生态保护领域积极开展双边合作，
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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