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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是俄罗斯最冷的时候，4月的莫斯科还下着鹅毛大
雪。俄罗斯姑娘说，俄罗斯冬天很少看到太阳，可我来的时
候几乎天天阳光明媚，即使下着雪、下着雨也出着太阳。

改变从学习开始

在俄罗斯联邦财经大学，除了日常的专业学习，我还在学习各种自己想学
的东西，这些恰恰是在国内没有条件也没有心情学的东西。我学化妆，因为作
为一个女孩，拥有精致的妆容是对别人的尊重和对自己的爱护。我学摄影，因为
我喜欢旅行，需要一个可以留下美丽照片的技能。我学调酒，因为我想开个小酒
吧，而很多有品位的人懂得品酒。于是，我买了龙舌兰、伏特加、利口酒、红石榴
糖浆，还有漂亮的不同型号的玻璃酒杯，调出了比酒吧里卖的还好喝的鸡尾酒。

我学健身，因为我要以一个最美好的姿态回到中国。我制定了健身计划，现
在已经有了马甲线和4块腹肌。现在我在俄国，将来要去法国留学，要从事国际
法工作。于是我学了俄语、法语、英语，所以我做任何事的时候没有语言交流的
障碍，可以一个人去意大利签证中心办复杂的申根签证，可以一个人点菜，可以
坐地铁不迷失方向。我学漫画，因为我要把每一天的日记画成一张漫画记录下
来。我已经画了33张画，并被中央财经大学的家长群转载。我学网易公开课，因
为这里买不到中文书，而不看书的人是不会进步的。

我从一个只会幻想、多愁善感的女孩子，变成了大家崇拜、羡慕、学习的对
象。很多人来问我如何健身、如何减肥，很多人每天关注我画的漫画更新，很多
人说想成为和我一样的人。

融入带来适应

在这里，我认识了很多俄罗斯、乌克兰、法国、越南、中国的朋友，融入了他
们的生活。

我开始明白，俄罗斯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因为我在红场附近跑
步的时候遇到了普京——离我不到1米的距离。俄罗斯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
先进，因为他们还没有高铁动车，他们的火车还是绿皮火车。当然俄罗斯也
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落后，他们没有人会在乘地铁时先上后下，所有人都是
那么自觉地排队。他们会为满大街的鸽子让路，他们会在地铁上给各种年龄

的女士让座，他们只要在室内就不许抽烟。
我想用半年时间做一些我原来没有时间、没有心

情也没有条件做的事情。修身养性然后回去做一个全
新的自己。在莫斯科，我每天可以睡到自然醒，列个
小计划，出去走走，晒晒太阳，看看自己，看看过
去，看看现在，看看未来。身边的人们都在很平静地
生活，没有北京那么大的压力。 再后来，我发现，我
的思想、心境以及品位都变了。我想，即使我回到中
国，也不会和原来一样忙碌，因为我已经有了很好的
心态，我学会了如何做自己的事情，而不是盲目攀比
跟风。

在异国更爱国

我来这里学会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更加爱国。记得
高考结束后，我说要出国留学，一个叔叔意味深长地告
诉我，如果离开了，就会想回家了，想回到这个小城市。
那么多留学在外的同学，说的最相似的一句话就是：千
万别出去留学啊。

我开始想念中国的饭菜，学校食堂的饭菜，我想
天天去吃。因为在莫斯科蔬菜水果太贵，以至于我天
天喝牛奶却舍不得吃菜。这里的酱油就是盐水，这里
全是奶酪黄油。我开始盼望见到中国人，因为交流可
以很顺畅，可以畅快地表达自己的心绪。我喜欢中国

的文化，虽然纷繁复杂，但也正是如此才让中国的
文化更加多元化。我开始喜欢中国这么多的人

口，因为这样的国家才热闹、有趣。没有人的
地方还有什么意义，还有什么可以让我们做

事的动力。
莫斯科是我的中转站，在这里，我小

憩了一下。5 月要去西欧了，我会继续
我的走走看看。

在那个叫莫斯科的地方，我一
个人生活，一个人闯荡，一个人

想着一群人。耳边放着莫斯科
郊外的晚上，现在的我20岁。

在那个叫莫斯科在那个叫莫斯科的地方的地方
张笑寒张笑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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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阔全球视野 培养综合人才

“联合国是一座大学校，我在联合国 13 年，
学到了很多。联合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
国际组织，它考虑的问题是人类面临的大问题。”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吴建民说。

在中国，模拟联合国大会经过20年的发展不
断壮大，受到全国青年学生的广泛关注。中国联
合国协会会长卢树民提到，这个活动在国内很受

欢迎，中学和大学校园对这个活动的参与热情都很
高，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培养人才的平台，而不
仅仅是学习知识。

“我在国内外听说过很多模拟联合国的活动。
很多学校都有模拟联合国的协会，这是学生展示才
华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教育部国际交流与合
作司副司长方军表示，参与者可以通过参加模拟联
合国活动相互交流和协作，锻炼对国际集体的分析
能力，提升自己的综合素质。“教育部的改革方向
之一就是能够更好地推动学生的创新能力和独立思

考能力，教育体制的设计和学生能力的培养是改革
的重点方向，而模拟联合国很好地契合了中国教育
改革的路径方向，并且这个活动的平台水平很高，
它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

就读于外交学院英语国际问题研究系的大一学
生蒋杉从初三开始参加模拟联合国活动，到目前为
止已经参加了七八次。“因为参加模联，我认识了
来自国内外不同地区的朋友，大家性格不同，文化
背景也不相同，因为模联聚到一起，对我来说也是
难得的体验。”蒋杉说。

提前接轨国际 预热留学期待

模拟联合国活动提升了参与者的能力，加深了
青年学生对现实国际关系和国际组织的直观感受。

“以往因为身处国内，看问题都以中国的角度。在模
联活动里，我们学会以其他国家的视角看问题，能够
理解别的国家在某个事件上坚持某种立场的原因。”
人大附中高一学生韩博文说。“我以后有出国的打
算，参加模联让我的眼界更开阔。但更多的是对自身

综合能力的提升，包括我对其他国家文化的理解以
及语言能力的锻炼。”他说，参加模拟联合国大会对
他以后职业生涯规划有积极影响。

对于今年 19 岁的杜泽东来说，当一名外交官
一直是他的梦想。“早些时候，我喜欢看国际新
闻、时事政治，对联合国有一种向往。模联给我们
提供了一个平台和机会。”开幕式上，外交学院院
长秦亚青提出，当代青年学生应兼具爱国情怀和全
球视野。对此，杜泽东也有自己的理解：“当我们
在模拟联合国场合，代表很多国家的时候，需要做
好角色扮演。当真的回到祖国的立场上时，对爱国
情怀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卢树民表示，虽然模拟联合国大会起源于国外，
但是中国的模拟联合国大会已经受到国外很多国家
的关注并获得了广泛的好评。“前不久在纽约时，我
发现其他国家联合国协会对中国在高校举办的模拟
联合国大会的发展持肯定的态度，我接触过的一些
参加过模拟联合国活动的老师和同学，都感觉到参
加这样的活动让自己受益匪浅，甚至有人说这个活
动改变了他们的人生。”

5月 7日， 由外交学院主办的“青年视
界，大同远景·2015 北京模拟联合国大会”
在京拉开序幕。此次模拟联合国大会吸引了
来自国内外68所大学和高中的近350名青年
学子参与。经过20年的发展，模拟联合国大
会在我国已经逐渐成熟，它为准备出国留学
的学子提供了一个开阔国际视野、了解外国
文化、提升综合素质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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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素描留学素描

改革开放以来，留学人员数量急剧增加，据不完全统计，1978 年到
2014年，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到 351.84万人，回国人数达到 180.96万
人。

“留学人员已发展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重要群体，他们通过多种方
式发挥优势、报效祖国，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
用，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形成的信息产业、高端制造、生物医药等
领域，高层次留学人员已逐渐成为推动中国创业发展的领跑者。”近日，中
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科技创新的开拓者
八成以上中科院院士有过留学经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潘建伟、陆朝阳等与华盛顿大学许晓栋、香港大学
姚望合作，首次在类石墨烯单原子层半导体材料中发现非经典单光子发
射，打开了一条通往新型光量子器件的道路。这项工作于北京时间5月5日
在线发表在《自然》杂志子刊《自然·纳米技术》上。

这只是潘建伟的最新一项科技创新的成果。在这之前，这位留奥博士
在国际上首次成功实现了百公里量级的自
由空间量子态隐形传输，为发射首颗“量
子通讯卫星”奠定了技术基础。

和潘建伟一样声名卓著的“海归”还
有很多，比如留美博士邓中翰创建“中星
微电子有限公司”，成功开发出中国第一
个打入国际市场的“星光中国芯”；留美
博士施一公因在“细胞凋亡”方面的研究
成果清晰地揭示了细胞凋亡通路中的一系
列分子过程，成为首位获爱明诺夫奖的中
国科学家；留美博士黄晓庆及其团队开发
了中国移动云计算平台和终端基础软件，
提升了中国通信产业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
影响力；留美博士丁列明和他的团队成功
研发出抗癌新药“凯美纳”，结束了中国小
分子靶向抗癌药完全依赖进口的历史……

抽样调查显示，84%的中国科学院院
士、75%的中国工程院院士、80%的国家
863 计划首席科学家、77%的教育部直属
高校校长、62%的博士生导师和 71%的国家级教学研究基地 （中心）
主任，都有过出国留学或海外工作经历。

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在谈及留学人员在科技创新中的作
用时将之定义为重要的“开拓者”，认为他们在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创业大潮的领跑者
留学人员创业园近300家

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
党组副书记、教育部副部长刘利民4
月17日在北京表示，留学人员经
过多年海外历练，具有国际化
视野、现代化理念、专业化
背景，创新思维活跃，

创业意愿强烈，是创新创业大潮的积极推动者和践行者。
当日，由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打造的“海归创业学院”在

北京成立，这是全国首家专门针对海内外留学人员，培养创新创业人才、
服务创新创业发展的综合性平台。

留学人员已成为创业大潮的领跑者，回国创业成为越来越多留学人员
的选择。截至 2014年底，中国有各级各类留学人员创业园近 300家，入园
企业超过2万家，超过5万名留学人员在园内创业，留学人员参与各类为国
服务活动3.68万人次，完成项目对接近2万项。目前，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
的上百家中国企业中，80%是由留学人员创办和管理的。

治国理政的智囊团
留美博士助推“千人计划”出台

提到钱颖一，人们或许会想到他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第四任院长，
其实正是这位经济学家、留美博士，通过建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助推
了国家“千人计划”的制定实施。

那是在 2008年 4月，中央统战部召开留学人员座谈会，就引进高层次
留学人才进行座谈。钱颖一作为唯一的一名学界代表受到邀请。接到通知
后，他同施一公、饶毅和陈十一等著名学者进行了沟通，商讨发言内容。
座谈会上，钱颖一围绕“制定特殊方案，引进高层次留学人才”的主题，
作了精彩发言。会后，中央统战部将钱颖一的发言整理后报送中央，并得
到中央领导的重要批示。当时，中央有关部门已经在着手研究和制定引进
海外高层次人才的政策措施，钱颖一的建议恰逢其时，一些建议成为政策
规定的重要内容。2008年12月，国家“千人计划”正式启动。

和钱颖一一样，大量的留学人员融合中西文化，既有爱国情怀，又有
国际视野，成为治国理政的智囊团。比如，留美博士高志凯针对北京奥运
安保提出“鱼钩与长矛”的建议，为奥运安保工作作出了贡献。

中央统战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通过组织留学人员参与党外知
识分子建言献策小组、国情考察团、欧美同学会年会、中国留学人员创新
创业论坛等活动，引导留学人员发挥智囊作用，促进了党和政府的民主科
学决策。今后，将进一步加强新形势下留学人员组织建设，为留学人员发
挥智力优势、积极参政议政提供组织保障；鼓励留学人员创新建言形式，
组建具有留学人员特点的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形成更多高质量的建言献策
成果，在“一带一路”战略、创新创业等方面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参考。

36年来逾180万人留学归国

高层次海归创业创新显身手
本报记者 叶晓楠

◀ 开 幕 式 嘉
宾与大会志愿者
合影 胡韵哲摄

江苏省首家“海归创客体验园”落户金坛茶场 来源：人民图片 孙军摄

中关村创业大街成新型互联网创业新阵地
来源：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