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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张报纸，一版都是脸面。4年前，我到一版工作的时候，心里
就是这个念头。4年多时间，海外版经历了改版，经历了改版之后日常
报道如何创新的压力。一版的老老小子，脸上多了皱纹，不过一版这张
脸面倒是越来越显得有活力了。

中国文字里的“一”，是个很特殊的数字。它像是笼盖四野的一种
东西，抱元守一，无所不包。比如一版，总是希望每天都能展现出中
国的面容，所以，我们编辑每篇文字，都如切如磋；选择每张图片，都如琢
如磨。原因也很简单，因为这是海外版的一版。

“一”这个数，又像是一个原点，天道循环，九
九归一。只不过不再是原来世界的简单回归，
而是在循环中创生一个新的世界，让人似
曾相识。时移景换，又到“春风得意马
蹄疾”的时节，海外版一版当然也
会拿出自己的龙马精神，在时光
跑道上跑得更踏实、更有新
意。

一版那个
“一”

1978年 （马年） 出生

本报记者

新春伊始，万象更新。2013年，我们的国家对全面深化改革作出
了总体的部署，描绘了未来发展的宏伟蓝图。2014年是祖国改革发展
的重要一年，也是我的本命年。新的一年，于我个人而言，希望我所
从事的投资工作能够顺利开展，特别是我们正在进行的支持女大学生
创业的试点项目能够稳步推进，尽自己一份力量支持大学生就业创
业。对于社会，我希望海归群体能充分发挥作用，把自身储备的知
识、掌握的技能、拥有的资源合理有效地利用，回报社会，为祖国各
行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从而实现自己的海归中国梦。看到新一

届政府对改革有如此大的决心，我们对国家、对自己也抱有
很大的信心。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够加大力度支持中小

企业发展，在相关政策和办事流程上更加人性
化。希望海归组织能有更多参政议政的机

会，用自身的智慧和实践经验为祖国的
发展建言献策。新的一年，希望每一

个人都有所收获，早日实现每个中
国人的中国梦。

一晃来报社 10 年了，
2014 的马年是我工作后的
第一个本命年，格外感慨。
10 年前，我是一个刚毕业
的大学生，充满青春朝气；
如今，我已经是圈子里的

“老记者”了，多了几分成
熟和练达，多了见识和阅
历，多了不少满意的新闻作
品和美好的记忆。

人生充满挑战，海外版
也给年轻人提供更宽广的平
台。去年，我来到海外版新媒
体部工作，全新的领域充满挑
战，让我的工作和生活更加充
实。一年多来，除了之前的采访和
编辑工作外，还“触电”网络管理等新
领域，眼界更宽了，思路更广了，目标更
清晰了，斗志更昂扬了。马年，我有美好的期
待：期待海外版的报网互动更加顺畅，期待海外
版官方网站——海外网更上一层楼，期待海外版和
海外网的移动客户端占领新高地……在新媒体大环境
下，优质的纸媒与新媒体融合将会走出更精彩的路。

马，是非常招人喜爱的属相，很多美好寓意的成语都与“马”有关：万
马奔腾、一马平川、马到成功、龙马精神……对，马年就要有个精气神。正
所谓骏马驰骋天地欢，马年来到精神抖！

马年的
精气神

1978年 （马年） 出生

本报记者

我在国内读本科时，学
的是日语，现在韩国延世大
学读英文的硕士项目，专业
是国际合作和全球政策，主
攻中日韩三国的相关国际关
系问题。

因为我们的项目是全英
文授课，我又不会韩文，所
以最初来韩国时，满眼看到
的是陌生的文字标识，满耳
听到的是听不懂的对话，感
到处处茫然和孤独。而阅读

人民日报海外版，成了我了解
国内发展动态和缓解思乡之情

的最好窗口，读着海外版上亲
切、熟悉的方块字，让我感觉自己

离祖国并不遥远，我的心态渐渐变得
从容、自信而平和了。
祖国的日渐繁荣和强大，使得韩国的中

文热日渐升温，现在韩国学生学中文的人数早
已超过学日语的，直逼学英语的人数了。我在图书馆

摊开人民日报海外版阅读时，几次遇到韩国学生用中文和
我打招呼，每当此时，我都会产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感。

在新的一年里，我祝愿祖国各项事业更加蒸蒸日上，祝福远在故乡
的父母亲人身体健康、阖家幸福。同时，我也会继续踏实奋进，依照自
己的规划，一步一步地向自己的理想迈进。

祖国
让我自豪

1990年 （马年） 出生

赴韩留学生

我们即将送走蛇年，我们即将
迎来马年。
中国人很喜欢马。春风得意马蹄

疾，人生得意须尽欢。在辞旧迎新的日子
里，在春回大地的日子里，人们团聚在一起，举
杯同庆、围炉夜话，总会回想过去一年的时光，
畅想未来一年的前程。

过去一年，金蛇腾飞。人民日报海外版与海
内外读者一起，见证了中国的新发展新变化。中
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传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坚定声
音、“玉兔号”在月亮上行走带给我们全新的震
撼、保持高压姿态的反腐“重拳”让人们对一个
风清气正的国家越来越有信心……中国的每一点
进步，都会让每个共和国公民、每个以它作为祖
籍国的华人、每个对它怀着善意的外国友人感到

高兴。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记录者，最开心的事
情，莫过于用自己的笔触，把这一点一点进步传
递给我们的读者，同时又分享着他们内心的喜悦。

身处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与世界的交往
不断深入。中国把“和谐”理念传播到全世界的
同时，也在国际舞台上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
色。美国、俄罗斯、欧洲、非洲、金砖国家、东
盟诸国……中国人留下自己的足迹，留下友谊和
善意。当然，在东海、在南海、在涉及自己核心
利益的问题上，中国也展现了自己的坚定。

是的，智慧的读者朋友，一定在海外版上看
到过两张不同的面孔。一张热情、友善；一张冷
峻、严厉。就像中国最普及的歌曲 《我的祖国》
里唱的，“朋友来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来了，迎
接它的有猎枪。”——中国人热爱和平，但并不畏

惧挑战，“独有英雄驱虎豹，更
无豪杰怕熊罴”。中国人将心比心、
以诚换信，这是一种宽厚，而不是软
弱。中国古人讲，“君子可欺之以方，难罔以
非其道”，在大是大非的关节上，中国人不但会有
态度，更会有行动。

未来一年，路遥知马力。我们和读者一起在
路上。全面深化改革的步伐踏实向前，国家治理
能力踏实提高，社会民生各项工作踏实改善……
踏实，是我们每个人的希望，更应该成为我们每
个人的信念。无论是公务员、农民、工人、写字
楼里的白领，还是商人、学者、自由职业者；无
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只要我们都在自己的
人生路上踏实走下去，我们国家的每一步，才会
有更坚硬、更坚强的底蕴。

我们一起向未来奔腾

我今年 12 岁，住在美国波士顿，
曾经 4 次和爸爸妈妈一起去中国探亲。
我觉得自己属马很幸运，因为马在中华
文化中的地位很高，有着特殊的象征和
寓意。自古以来，“龙马精神”就代表着
自强不息、勤奋向上的精神。

从我记事时，我们家里就有很多人
民日报海外版。听爸爸妈妈说，在我出
生以前，他们就开始订阅人民日报海外
版，一直到现在。在我很小的时候，家里
人就给我念海外版“学中文”栏目的文
章。在我上中文学校以后，我可以自己

读一些上面的文章。虽然我现在上小学
6年级，可中文已经学到8年级了。

我觉得学习汉语很重要，因为它
是我们祖先的语言，也是世界上使用
人口最多的语言。因为我会中文，我
可以跟更多的人交流。另外，学中文
还可以开辟新的商机，许多西方人也
在学习。我要珍惜学中文的机会，很
感谢海外版“学中文”栏目的帮助。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努力
学好中文。在这里祝大家新年快乐，
马到成功！

马年春节将至，人民日报海外版《海
外学子》版也将步入它的第 29 个春秋年
华。回首过往，它曾是跨越千山万水的锦
囊、家书，也曾是连接大洲大洋的纽带、桥
梁。在新的一年里，《海外学子》送出的音
符中，又会有哪些基准音，哪些新旋律呢？

报道视角依托新时代留学热潮的大
背景不变，将出国留学置于它过往轨迹
所形成的历史坐标中的定位不变；对热
点留学事件的深度解读不变，在此过程
中，力求客观报道和理性发声的理念不
变；走近留学人员，倾听他们声音的姿

态也不会变。
“我不想渲染异国生活的戏剧性，我

想用文字把‘海外’世界拉近到‘海
内’的距离。” 这是本版“一桌一椅一
世界”专栏的作者张悦悦的思考。

说得有理！ 新的一年，《海外学
子》 的报道方式会更加多样，借海外学
子的视角看海外的新栏目将推出，文章
内容也将更加贴近海外读者……经由这
些变化，本版的文字若能更进一步地拉
近编者和读者、“海内”和“海外”的距
离，则是编辑之幸。

《海外学子》的变与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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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年努力学好汉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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