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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 媒 嘉 宾
参观重庆市规划
展览馆。

▶ 外 媒 嘉 宾
在重庆市规划展
览馆外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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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记者参与“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重庆采风

携手讲好共建“一带一路”美好故事
本报记者 林子涵文/图

环 球

掠 影

2024 世界动力电池大会近日在四川
省宜宾市举办。本次大会以“新质动力·
创绿未来”为主题，以专题会议、高端对
话、成果展示等多种形式，搭建动力电
池产业发展国际合作平台。图为一名外
国嘉宾用手机与人形机器人合影。

彭珉翔摄 （人民视觉）

2024年“一带一路”记者组织论坛
和主题采风活动近日在重庆举行。来
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记者组织负责人
和媒体代表近百人共聚重庆，同中国
媒体代表围绕“拓展机遇之路，共享美
好未来”展开交流。

主题采风活动期间，外媒嘉宾分4
路赴重庆各区县实地采访，感受山水
城市的文化内蕴与内陆开放高地的发
展脉搏。外媒嘉宾表示，在重庆，见证
了许多陆海联通、对外开放的生动实
践，作为媒体工作者，愿继续讲好共建

“一带一路”的故事，讲好中国和世界
共同发展的故事。

和平安全合作是中非合
作的重要内容。当今世界，
地缘政治冲突给全球带来的
不确定性正在凸显，和平与
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
战。加强中非安全合作，化
解冲突，促进和平，推动经
济社会发展，既是破解国际
安全困境的需要，也是中非
人民的共同心愿。

加快和平安全领域合作
是中非合作的迫切需要。当前
非洲地区安全形势总体趋稳
向好，但仍存在传统安全问题
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正因如
此，非盟《2063年议程》将建设

“和平与安全的非洲”作为七
大长期愿景之一。近年来，中
非合作不断走深走实，日益紧
密的经贸和人员交往，让中非
安危与共。10余年来，从“中非
和平安全合作伙伴倡议”到

“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
从“和平安全行动”被列为“八
大行动”之一，到“和平安全工
程”被列入“九项工程”，在新
时代中非命运共同体理念和
中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的引领下，中非和平安全合作
按下“加速键”，驶入“快车
道”，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合
作共赢之路。

平等相待是中非开展安
全合作的一项重要原则。中
国一贯致力于支持非洲人以
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在
充分尊重非洲意愿、不干涉
内政、恪守国际关系基本准
则基础上，积极探索建设性
参与非洲和平与安全事务。
在海上安全治理领域，中国
海军自 2008 年以来常态化部
署 在 亚 丁 湾 ， 执 行 护 航 任
务。如今，在曾经海盗出没
的亚丁湾，“我是中国海军护
航编队，如需帮助，请在 16
频道呼叫我”的中英文通告
有力回响。2024年3月，中国
海军第 46 批护航编队在亚丁
湾索马里海域完成第 1632 批
护航任务，为被护船舶提供
伴 随 护 航 。 在 国 际 维 和 领
域，自 1990 年参加联合国维
和行动以来，中国派出的维
和人员有超过 80%部署在非
洲，从扫雷到修路，从护卫
到义诊，截至 2021 年 11 月，
已累计派出 3 万余人次在 17
个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执行任
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
向非洲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最
多的国家。

发展与安全并重是中非
开展安全合作的一个重要特
色。统计显示，脆弱和受冲
突 影 响 的 国 家 平 均 只 有 约
16%实现或取得千年发展目标
进展，远远低于其他发展中
国家。中国注重从发展角度
消除冲突根源，致力于帮助非洲提升自主发展能力以实
现持久安全。推动落实“非洲之角和平发展构想”，助力
落实消除乡村差异，在共建“一带一路”、社会治安、维
和反恐等领域实施安全援助项目，支持非洲国家加强国
防和军队建设、加强执法能力建设，提升非洲国家自主
维和、维稳和反恐能力。

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坚持安全上守望相助，
是构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应有之义。中非和平安
全合作已为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国际社会应
对全球安全挑战提供了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期待中非
秉持中非友好合作精神，践行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
倡议，朝着共筑安全共同体的美好愿景迈进，为破解全
球安全赤字、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新的贡献。

“电影拉近了非洲和中国的距离”
——访贝宁电影导演努克勃·瓦努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电影拉近了非洲和中国的距离”
——访贝宁电影导演努克勃·瓦努

本报记者 林子涵

“百闻不如一见”

重庆采风，来了不少新朋友。
在重庆市规划展览馆，来自埃塞俄比亚的蒂贝布·特

费拉仔细参观“自然山水”“历史文化名城”等主题展区，了
解重庆空间规划。他在展示重庆两江交汇、道路纵横的模
型前停下，认真听取讲解员对“内陆开放高地”的讲解。

埃塞俄比亚新闻从业人员联合会主席、阿哈度广播电
视台台长蒂贝布·特费拉长期关注埃塞俄比亚与中国的经
贸合作话题，写过多篇有关埃中经贸投资合作的文章，但
实地到访中国，这还是头一回。

“在埃塞俄比亚，中国企业建造了许多铁路、高速公
路，还修建了连接埃塞俄比亚与吉布提港口的亚吉铁路。
这些项目帮助埃塞俄比亚打通了出海通道，拉动了人员、
货物流动，也为我们创造了很多就业机会。我在采访这些
项目期间，亲身体会到‘中国制造’的速度、规模与技术实
力。因此，我一直很想访问中国、亲眼看看中国的发展。”
蒂贝布·特费拉对记者说。

运输车往来穿梭，集装箱整齐码放。中外记者一行来
到位于沙坪坝区团结村的重庆铁路集装箱中心站，了解西
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的运输路径。

尼日利亚国家广播公司新闻部副主任莫蒙希莫·阿迪
扎远望集装箱龙门吊，用手机拍下货车繁忙运输的画面。
莫蒙希莫·阿迪扎告诉记者，这是他第一次来中国，但有关
中国的消息对他来说并不陌生。

“我常常关注中国的各种新闻。中国是一个不断行
进、不断发展的国家。这次来到重庆，见到重庆在贸易物
流、开发开放方面的成果，我认为这里是中国日新月异发
展的一个缩影。”莫蒙西莫·阿迪扎说，“实地探访让我们看
到了新目标，也学习了发展经验。”

“中国幅员辽阔，城市富有活力和魅力。我和几位媒
体同行交流后都觉得，百闻不如一见，中国的发展果然不
一般。”蒂贝布·特费拉说。

“这令人兴奋”

在沙坪坝区，中外记者一行走进重庆内陆国际物流
枢纽展示中心，听取重庆在口岸物流、开放通道建设方
面的成果介绍。

站在中欧班列（渝新欧）动态微缩火车运输模型前，中
东通讯社执行主编、编委、内阁新闻部主任艾曼·卡迪详细
询问重庆与埃及的经贸往来。

艾曼·卡迪是中国的“老朋友”，曾在北京担任过 3年
驻站记者，到访过中国多地，但这是他第一次来重庆。他
对记者说，得益于共建“一带一路”，埃中贸易、投资合作取
得了实打实的成果，惠及许多民众。

“我了解到，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中国的新能源汽
车能运往埃及，埃及的特色产品也能进入中国，这令人
兴奋。”艾曼·卡迪说，埃及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希望通

达四方的国际物流网络，能助力两个国家增进联系、拓
展合作。

阿曼记协执委默罕默德·阿尔·基尤米此次是时隔 5
年再访中国。在出发前，他在发表的文章中把中国称为

“魅力土地”。
“在重庆了解到的中国经贸发展情况令我们惊叹。现

在阿曼已经成为重庆出海产品的重要一站。”默罕默德·
阿尔·基尤米说，“数十年来，阿曼与中国保持了密切的
经贸往来，双方共同促成了不少合作共赢的好生意。这
是过去两国商贸文明的一种延续。期待看到阿曼与中国
达成更多经贸往来，为民众带来更多红利。”

在万州区甘宁镇楠桥村，绿树田野间，是一望无际
的果园。卢旺达新闻记者贡扎格·穆甘瓦向村干部询问玫
瑰香橙的种植面积和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情况。

贡扎格·穆甘瓦告诉记者，自己在卢旺达既写报道，
也做电视台的财经新闻评论员。2019年，他到过江西和
湖北等地，做了不少报道。卢旺达的读者很关心中国对
卢旺达的投资项目，希望了解更多卢中合作的信息。

“每次来中国，我都能感受到中国的变化发展。”贡
扎格·穆甘瓦说，这次来重庆，见到乡村美丽宜居、田地
规整有序、民居鳞次栉比，他感触很多。“在乡村发展、
农业进步等方面，卢旺达和中国有许多可以交流的地
方，希望卢旺达和中国在这方面达成更多合作。”

“分享此行所获新知”

在云阳县的张飞庙，尼泊尔喜马拉雅网站总编辑戈
坎·普拉卡什·巴特认真端详石碑和拓片，询问讲解员张
飞庙的历史，欣赏张飞庙的建筑。

戈坎·普拉卡什·巴特是一位中国历史爱好者，曾读

过 《红星照耀中国》《青春之歌》。他告诉记者，从古至
今，尼泊尔与中国一直在文学、宗教、艺术等多方面互
学互鉴，双方延续着文明交流与对话。现在，在尼泊
尔，许多人都很了解中国历史、中国文学。共建“一带一
路”让双方人文往来更密切。

“尼泊尔是最早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
一。民心相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
媒体承担着很大责任。我很希望写更多深入报道，让尼泊
尔读者了解共建‘一带一路’概念的丰富内涵，希望通过提
供有深度的视角和详实的内容，带尼泊尔读者了解中国，
增进友谊。”他说。

在万州区同鑫现代农业产业园，印度尼西亚记协主
席代表、东盟记联秘书长艾哈迈德·苏里亚维贾详细询问
立体栽培、无土栽培等生产技术，并现场体验了莲雾、
黄瓜采摘。

艾哈迈德·苏里亚维贾说，他 1990 年第一次到中
国，曾去过多个地方。这次，现代农业产业园让他耳目
一新。“用科技建造农业产业园，培育生态水果和蔬菜，
这令人印象深刻。我第一次有机会来到内陆城市重庆，
这里不仅有开放的贸易与高技术制造业，也有现代化的
农业。作为记者，交流访问后，我认为有必要分享此行
所获新知。”他对记者说。

“媒体在埃中合作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作为埃及媒体
人，我有责任向埃及民众传递中国民众的信息，促进双
方深入理解与合作。同样，我也很期待中国媒体讲述更
多埃及和其他西亚北非国家的故事，在合作中增进理
解，共同塑造美好未来。”艾曼·卡迪说，“我会推出多篇文
章和多个电视节目，让埃及受众了解中国的发展。”

“此次来到中国，我学到很多。”蒂贝布·特费拉说，“返
回埃塞俄比亚后，我会进行复盘并做好文章和节目。希望
通过我的报道，让更多人了解中国多领域发展成果。”

在贝宁，平均约15天就有一部中国电影播映。这是贝
宁电影导演努克勃·瓦努告诉记者的数字。

9 月 2 日上午，瓦努参加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办的
“胶片上的非洲（第二季）”电影展映及沙龙活动，与北京
外国语大学的师生面对面交流，并介绍了他执导的新片

《造化弄人》。

中国电影到贝宁，贝宁电影来中国。在瓦努看来，非中
电影交流正越来越活跃。

“我的整个童年都在中国电影的滋养下度过。每到周
末，我就和朋友溜出家门去看中国电影。从李小龙的电
影，到当下的新片，这么多年，我和很多非洲观众一
样，喜欢中国电影。”瓦努说，自己虽然首次来中国，但
对中国早已很亲近。

“感谢中国电影，让我了解了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为
人处世之道。发自内心地说，我认为电影是一个重要的窗
口，能让非中更好交流，了解彼此的文化。通过电影镜头，
如果能让更多人了解非洲文化和非洲人的精神世界，那就
太好了。”他说。

讲述非洲人自己的故事，是瓦努设立的目标。从剪辑
师，到导演；从拍电视短片，到走向大荧幕，这位在非洲电
影界工作20多年的影人，一直致力于介绍家乡的风貌，展
现非洲人的生活。

这次，瓦努带来中国的电影《造化弄人》是他拍摄的
第三部故事片。片子法语原名可译为“命运的追赶”。故
事由小说改编，讲述了一个贝宁女孩在母亲支持下，争

取受教育机会、寻求命运改变的故事。瓦努说，希望通
过这部片子的戏剧冲突，反映贝宁当下真实的生活。

“非洲电影人怀揣自我表达的深切渴望。”瓦努说，“我
们希望通过镜头，捕捉非洲鲜活的细节，用非洲人自己的
叙事，展现一个真实而充满活力的大陆。”

贝宁和中国同为文明古国，历史积淀与文化传承为电
影创作提供了肥沃土壤。“贝宁与中国电影业的合作是宝贵
的机遇。希望我们一起促进电影艺术的创意合作。”他说。

让非中电影交流之窗越开越大，瓦努有很多想法。
“在贝宁，我组织了一个电影节，多次放映中国影片。

此前，我们和贝宁的观众还一起观看了中国电影《金玉满
堂》。”他说。

瓦努说，接下来几天，他将随着“胶片上的非洲（第
二季）”电影展映及沙龙活动，走进成都、西安的高校，
和更多中国青年人交流。“电影拉近了非洲和中国的距
离，拉近了非中人民的距离。电影合作能促进团结和
睦，消弭偏见、误解，为友好合作增加力量”。

瓦努说，他的女儿正在贝宁阿波美卡拉维大学孔子
学院学习中文。他自己也曾在孔子学院报名学过中文课
程。在他看来，电影语言是重要的沟通钥匙。

“我正在和非洲的同行们商定，共同助力非中电影务实
合作。我们打算从配音入手，把更多非洲电影译制成中文，
让中国观众通过电影了解贝宁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故事。”

（黄子怡、栾佳睿对本文亦有贡献）

左图：贝宁电影导演努克勃·瓦努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栾佳睿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