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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谈

■出国去旅游，看看外面的世界
——“小时候无法想象国外，52

岁第一次走出国门，发现出国旅行很
方便，还想再去”

丁秋歌生于 1966 年，长在河南农村。在她年轻时，
从没想过在2018年，52岁的自己能出国旅游。

毕竟，在她小时候，连北京上海也难以想象，能有北
京、上海带回来的糖果就是奢侈的幸福了。“根本不能想
象去国外，没概念也就不会想。”她说。

丁秋歌记得，第一次接触国外的概念是在公共露天电
影院看印度和朝鲜电影，因为演员的服饰和发型与国内差
异很大，便第一次对外国生出了朦胧的新奇感。但是当时
信息匮乏，好奇也仅限于此。

长大后，丁秋歌进入当地一家公司工作，早年心中的
好奇还在沉睡，公司已经成立了负责国际事务的联络办。

“那会儿常听同事们讲国外的美食，其实也挺想去国外看
看。”她说，自己心中是有几分暗想，但出国始终是遥远
未知的代名词。

没想到的是，借着女儿到泰国普吉旅行结婚的契机，
全家人竟然一起出国旅行，自己也真的第一次走出国门。

“一切都很新鲜，景色非常美，还骑了大象，吃了各式各
样的泰国菜。”丁秋歌对第一次出国旅行的感受非常深刻。

从想出国到真成行，这背后的推力既归功于更开放的
下一代；也得益于更便利的出境游环境。

出国之前女儿小张曾担心过语言问题。“家里人都不
会讲英语，我还准备了很多翻译的工具，但发现当地中国
游客不少，许多商家也会讲中文。”小张说。

出境游见证了改革开放 40 年国人生活品质的不断提
升。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自 2013 年以来，我国出境旅游
人数稳居世界第一位。1995 年至 2016 年，我国出境旅游
人数由 0.05 亿人次升至 1.35 亿人次，年均增长 17.6%。
2017年，因私出境居民1.36亿人次，占全部出境比重超过
95%。

从跟团游到自驾游、自由行，中国人出国旅游的方式
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丁秋歌和女儿小张就是自己设计的行
程，“我们到了当地是自己租车、自己租船出海，还专门
请了当地导游做地陪。”小张说，以前中国人出国旅游单
位组织或跟团的多，现在家庭出行和自由行多了起来，这
也改变着中国游客的形象。

“原来现在出国这么方便，信息好查询，签证手续
快，国外手机长途也好办。”丁秋歌第一次出国游体验很
不错，现在，她正计划和同事再出国玩一次。

■出国去工作，中国人也挺行
——“刚开始外派有点儿怵，现

在来来往往，觉得中国人一点都不
差”

如果说旅游还只是中国人和世界的短暂邂逅，驻外工
作则是一种深度交往。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开始走向
世界市场。在中企“走出去”的过程中，一批一批员工被
派往海外工作。

生于 1970 年，现任中交一航局第三工程有限公司副
总工程师的张进 （化名） 是其中较早的一位。2001年，在
国内已有7年工程师经验的张进被公司选派到阿联酋参与
实施合同制的水工项目，就此开启了异国工作的生涯。

今天回想这一切，多少在意料之外。“以前想象力不
够，从没有冒过要出国工作的想法。”张进说。1994 年，
张进从港口及航道工程专业毕业，顺理成章进入现公司工
作，身边同学虽然有到外企的，但是极少数。彼时，国内
基础建设蓬勃发展，空间巨大，张进并没有“妄想”过国
外。但当公司的选派项目出来，他毫不犹豫地一定要出去
看看。“那会儿还是想出去，在工地见识少，信息也不像
现在这么发达，能出去一趟，挺不容易的。”他说。

实际上，2001年对于中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有象征

意义的节点。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只有少数企业走出国
门，开办代表处或设立企业。2000 年，中国提出“走出
去”战略，对外直接投资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据联合国贸
发会议统计，1982-2000年，我国累计实现对外直接投资
278亿美元；2002-2017年，这个数字是1.11万亿美元。

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在外承揽业务的规
模快速扩大。从这一年起，张进完成了第一个 3 年项目，
随后又在2007年继续驻阿联酋3年，此后也在中阿之间多
次往返，今年 5 月至今，他又在阿联酋短驻。这一路走
来，他见证了中国人往外走得越来越多，中国元素在当地
影响力也日益提升。

张进记得，第一次到阿联酋，他是从北京经乌鲁木齐
转机才抵达迪拜，航班班次不多；而今天，北京、上海、
武汉、成都、广州等多个城市都开通直达航班。刚到阿布
扎比市，中餐厅寥寥无几，而现在很容易就能找到。早年
在阿联酋的中国企业以建筑和纺织行业居多，而现在华
为、OPPO的手机在商场里随处可见，做油品投资等各种
买卖的中国人也多了起来。

这些细节改变着异国生活的感知，而更让不少中国人
欣慰的，是官方政策的变化。2016年，中国公民持普通护
照入境阿联酋实行落地签，今年初，中国与阿联酋又全面
实现互免签证；同在 2016 年，中国和阿联酋实行两国驾
驶证互认换领。“变化确实是看得见的。”张进说。

如今，更多中国人正像张进一样在驻外工作中丰富自
身的经历，也丰富着中国人带给世界的印象。商务部数据
显示，2018年1-8月，我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3个国
家和地区的 4309 家境外企业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累计实现投资 740.9亿美元，同比增长 7.8%。对外承包工
程完成营业额 950.4亿美元，同比增长 7.4%。仅对外劳务
合作一项，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0.9万人，8月末在外各类
劳务人员99.4万人。

“在外面还是感到自己多少代表中国人的形象。”张进
说，“刚开始外派有点儿怵，现在来来往往，觉得中国人
也挺行！”

■出国做志愿者，播下爱的种子
——“我们是第一批，身边人不

理解不放心，而现在年轻人有无限选
择，时代创造了机会”

当然，也有中国人选择了一种更温情的方式向世界问
好。

曾获得“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志愿者”荣誉、现任看
准科技集团副总裁的冯艾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那是
2002 年，从复旦大学毕业的冯艾作为背包客在西藏和尼
泊尔一路走了 40 多天，行经一个尼泊尔小村庄的时候，
竟然有小朋友用中文对她说“你好”。在村里的一间小
屋，她看到一块木板上写满了各种语言，其中一句是用
中文写的——“你好，让世界充满爱”。

要知道，那个时候，外部世界对中国的了解远不是现
在的水平，还存在不少偏见和误解。而这个偏僻村庄有关
中国的善意，正是志愿者留下的。25岁的冯艾萌生了一个
想法，“到海外去，做国际志愿者。既帮助当地有需要的
人，也让世界更多了解中国的年轻人。”

3 年之后的 2005 年，中国政府派出首批赴非志愿者，
冯艾成为其中一名，赴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
中文。

当时，志愿服务在国内才刚刚启蒙，加上要远赴非
洲，身边人既不理解，也不放心。是不是危险、有没有疫
情、能不能融入当地环境，都是未知。

“大夜里下了飞机，志愿者们就散开去往各志愿地
了，也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冯艾说。不过有趣的是，
第二天大家又会在走街串巷的时候碰到。非洲的志愿工作
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开始的，仿佛隐喻着之后的种种奇遇。

比如，当地人对中国人其实既友好又好奇。走在马路
上，出租车司机会摇下车窗冲冯艾打个招呼：“Hi，Chi-
na！”（汉译为你好，中国）；再比如，当地人刚见到冯
艾，都以为这个中国人会功夫，出门相遇竟然会行抱拳
礼。幽默之后，冯艾会解释，中国功夫是用来强身健体而
不是伤人的。

彼时，中非交流逐渐升温，商务往来日益频繁，越来
越多中国企业来到非洲，冯艾的志愿工作也不断拓展着边
界。半年服务期满之后，冯艾成为唯一一名将服务期延长
至一年的志愿者。这期间，她既行走在企业的项目基地
上，也穿梭在意大利、土耳其、韩国等不同国家驻埃使馆
之间，将志愿者的语言和服务优势发挥到极致。

在非洲做志愿者的日子里，冯艾总不忘在口袋里放一
些橡皮、铅笔和棒棒糖，行经不知名的小村庄，她一定要
走进去看一看。“说不定我就是第一个走进村子的外国
人，而这个外国人是中国人，小朋友们还会记得这个中国
人带了糖、给他们讲故事、带他们做游戏。志愿者的工
作，就是播下爱和善意的种子。”

“我们是第一批，大家也是在探索该怎么干，对方国
家需要什么。”冯艾说，第一批是中文、农业、体育、中
医、信息化等领域共 12名志愿者，到第二年就有了 50多
位，志愿项目也长期化、固定化。

到今天，出国做志愿者再也不是稀奇事，而是许多年
轻人自然的选择。“改革开放于个人，就是创造更多机
会，让年轻人有更多选择的空间。”冯艾说。这种主动的
选择，曾赋予了冯艾国际眼光和责任感，她也很高兴地看
到，越来越多中国年轻人正拓展志愿工作的深度和广度，
与世界更多互动。

自信中国人，向世界问好
李 婕 丁紫琪

改革开放40年，是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40年，也是中国人与世界互动日益频繁的40年。

如果要为这40年中国人的行动轨迹织一张网，必然是线条越来越长、越来越细、越来越密。

改革开放怎样推动了越来越多中国人走出国门？中国人与世界的交流如何繁盛起来？我们采访了三位“有故事”的中国人，听他们

讲走出国门的经历。

改革开放这场中国
的第二次革命，深刻改
变着中国。

在这一组“开放的
大门越开越大”系列报
道中，我们试图借助一
些开放的重要领域来感
受 这 场 革 命 带 来 的 巨
变。对于波澜壮阔的 40
年历程，我们翻阅的只
可能是微微一角，但透
过这一角，足以领略对
外开放的力量之强大；
或许正如当初改革者勇
敢地揭开对外开放一角
时，亦足以感受开放魅
力之无穷。

从今年8月起，我们
相继探访了“001号”合
资企业；听两代船长见
证中国远航的故事；重
温那些外企和中国人的
美妙相遇；回顾从加入
WTO 到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的历程；看开放的
顶层设计从“高地”迈
向“高原”；观察中国买
卖遍布全球的图景；追
踪中国外汇市场巨变的
线索……这些故事，不
论离我们近或远，其中
的 主 角 以 及 直 接 影 响
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生
动的中国人。

所以，系列报道的
最后一期，我们直接聚焦
于人，探讨最为普遍的中
国人与世界的主动交往。
对 于 千 千 万 万 出 境 旅
游、驻外工作、出国做
志愿的丁秋歌、张进和
冯艾们来说，走出国门
是象征性的一步，而背后
思想的开放、视野的延
展；对不同的理解和包
容、对多元碰撞的欢迎和
期待、对责任和使命的重

新思考，才是更为重要而难以言说的部分。
我们可以真切地看见改变。丁秋歌、

张进和冯艾们变了，他们生于20世纪60年
代和 70 年代的中国，随着改革开放成长、
成熟，也因为时代赋予的机会迎来不一样
的人生体验和发展轨迹。他们的下一代也
变了。丁秋歌3岁的小孙女已经开始学习英
语，有外国老师，国外对他们不再是难以
抵达的远方；张进公司新来的大学毕业
生，一到岗位便随着项目被派往世界各
地，他们早就做好了驻外工作的准备；冯
艾在复旦大学的学弟学妹以及中国千万大
学生们，已经把志愿服务、国际志愿服务
作为毕业路口的重要选项。

对于长在河南农村 52 岁出趟国的丁秋
歌、2001 年便参加驻外工作的张进、2005 年
赴非参加志愿工作的冯艾来说，他们可能仍
是那个年代同龄人中能被拎出来的少数人，
但是今天，在来来往往的国际航班上，走向
世界对中国年轻人来说已经变得稀松平常。

改革开放绘就了中国人的新群像。
这幅群像的气质是更成熟。第一次登

上国际航班、第一次面对先进设备、第一
次看见国外高级物什时不知所措的窘迫早
已远去。随着 40年经济水平的飞跃，中国
人生活丰裕，见多识广。国际市场的新品
潮品，总在第一时间来到中国市场；中国
人自己也在制造、引领着新的潮流。

这幅群像的气质是更自信。中国游客
曾几乎等同于跟团旅行，为什么总是团
体？一个因素是初次出国对很多事情没把
握。而今天，自由行备受青睐，改变不言
而喻。中国人越来越多地走出去，既有沿
海都市的小小少年，也有西部县城的退休
老人；既为精彩的世界所吸引，也对自己
的文化更认同。

这幅群像的气质是更开放。越来越多
中国企业主动“走出去”，越来越多中国学
子海外求学，打开新的局面。今天的中国
人，和着全球化的节奏，与世界的脉搏一
同跳动。

过去 40 年，开放为中国人带来机会
与奇遇；未来，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
这其中还将有怎样的精彩故事？我们一起
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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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为青海德令哈至俄罗

斯中欧班列首发，为中外交流提
供更多便利。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摄
图②为在越南的中外大学

生向中国问好。
本报记者 刘 刚摄

图③为赴非洲参与志愿工
作时，冯艾在乡下和小朋友们
一起赶集。

受访者提供
图④为中国学生教外国朋

友书法艺术。
新华社记者 郭绪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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