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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巴新友好交往源远流长。早在 100多
年前就有华人漂洋过海来到这里，扎根当地、辛
勤劳动，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76年两国建交以来，双方坚持相互尊重、平等
相待、互利共赢，中国同巴新关系经受住了国际
风云变幻考验，历久弥新。

近年来，两国关系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阶
段。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第一大贸易伙
伴，中国成为巴新第一大外资来源地和第一大工
程承包方。中国援建的独立大道、国际会议中心
将为巴新主办这次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
议发挥重要作用；中国医疗队16年如一日为巴新
民众提供人道主义医疗服务；使用中国政府优惠
贷款建设的水电站、医院、校舍成为巴新各地的

新地标；中国公司积极响应巴新政府提出的
“2030发展战略”，在巴新全国参与建设公路、桥
梁、机场、码头。

18年前，我担任中国福建省省长期间，曾推
动实施福建省援助巴新东高地省菌草、旱稻种植
技术示范项目。我高兴地得知，这一项目持续运
作至今，发挥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成为中国
同巴新关系发展的一段佳话。

我期待着通过这次访问，同巴新方一道努
力，增进相互信任，拓展务实合作，扩大人文交

流，推动中国同巴新关系再上新台阶。
——摘自习近平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媒体《信使邮

报》、《国民报》发表的署名文章《让中国同太平洋岛国
关系扬帆再启航》（11月14日）

背景资料：

这一项目的背景是，由中国科研人员培育出的名叫
菌草的神奇植物，可以代替树木栽培食用菌、药用菌，
不仅在巴新发挥了很好的经济社会效益，更作为中国对
外援助技术，传播到100多个国家，给非洲、亚洲和太平

洋等地区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脱贫希望。
一株中国菌草的全球旅程，沿途播撒着友谊的种

子。对于许多国家的老百姓来说，虽然未必去过中国，
但一株改变命运的菌草，以及一群干到“月亮出来、黑
灯瞎火”的技术人员，却让他们真切感受到这个遥远国
度的善意和温暖。在巴新，有人给自己的孩子取名“菌
草”；因为参与援助项目
的中国专家姓林，他们
亦将菌草称为“林草”。
在福建农林大学国家菌
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不
少发展中国家政要慕名
而来。在“发展菌草业，
造福全人类”的碑旁，他
们种下一丛丛菌草，表达
对中国的感激和敬意。

一株草，18年，两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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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下旬，位于青藏高原东北
边缘的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
尔盖县，已是大雪漫天，道路结冰。
没有特殊需求，居住在这里的村民们
就不会外出了。而若尔盖县求吉乡下
黄寨的村支部书记供产，却义无反
顾、无比憧憬地出发了。这一次，他
的目的地是千里之外的北京。带着乡
亲们的嘱托，他要去国家博物馆参观

“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大型展览”。

截至 11 月 27 日，这个展览的现
场参观人数已超过 56 万人次。在如
此热情的观众中，有一个特殊的群
体，他们的故事就呈现在国家博物馆
的展板上。像供产一样，他们是看展

览的观众，也是展览中的人物，更是
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他们从
全国各地来到北京，看中国改革开放
40 年的故事，也讲述自己的改革开
放故事。

四川藏族群众：

高清电视连通了
我们和世界

“我们看 《新闻联播》 知道了这
个展览，没想到我们的照片会出现在
展览里，我们特别开心。临走前，我
80 多岁的老母亲含着眼泪握着我的
手，嘱咐我，一定要到北京去，向党
和政府报告，把我们的幸福生活告诉
大家。”在国家博物馆见到供产，他
穿着一身藏族服装，黝黑的脸上挂着
明亮的笑容，热情地给记者讲述他家
乡的新变化。

这个新变化，就呈现在第五展区
“大国气象”的一张照片里。照片显
示的是光纤网络进村后，四川省阿坝
藏族羌族自治州若尔盖县的藏族群众
在家收看高清 IPTV 节目。画面上，
一位老者和一位女子正坐在家中的沙
发上 看 电 视 ， 老 人 手 里 拿 着 遥 控
器，正在选择节目。从电视屏幕可
以 看 出 ， 有 热 剧 、 动 漫 、 纪 实 、
NBA、英超等多种选择，两人都笑
得很开心。

照片定格的这一幸福瞬间，如今
在若尔盖县变得稀松平常了。围坐在

客厅观看电视成为家家户户的普通一
景，以至供产都快忘了以前的日子。

1998 年，他买了村子里第一台
也 是 唯 一 的 一 台 电 视 机 。 供 产 记
得，那是一台长虹牌黑白电视机，
从成都背回来。那时候，看电视是
件珍贵的事，每天只在晚饭后的特
定时段有信号，而且是转播，大家
便 只 能 看 纪 录 片 、 故 事 片 。 到 了
2000 年，供产才换上彩色电视，可
以看四川台、中央台。

如今，光纤入户，家家户户都
有了高清电视，节目内容也丰富起
来 。 新 闻 信 息 可 以 在 第 一 时 间 获
取，老人们想看的藏语频道有了，
孩子们喜欢的动画片也有了。前一
阵子，上海举办首届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大家都通过电视了解了很

多，而且发自内心的高兴，对于生
活在中国感到骄傲。

56 个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
在一起，改革开放 40 年来，藏族人
民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看
电视这个小小的转变背后，是通水、
通路、通电、通手机 （电话）、通广
播电视的“五通”工程。随之而来的
还有网络。现在，村里的人们坐在家
门口就能网购，刚刚过去的“双十
一”购物节他们有参与；通过在线教
育，乡镇中心小学上学的孩子们可以
享受成都最好的师资；年轻人还在网
上做起了生意，卖虫草、牛肉干，生
意红火。

来北京时，供产一行乘汽车、坐
飞机，一路上花了3天时间。虽然旅
途疲惫，现在供产却着急赶回家，把

他在北京的见闻告诉父老乡亲们。他
告诉记者：“看看就知道了，我们的
幸福写在脸上。”

云南山区群众：

我们用上洁净卫
生的自来水了

展览上，一组对比鲜明的3张照
片引人注意。一张是大家围在一个小
水塘边舀水，一张是挑水的队伍在山
间小路上列队前行，还有一张则是人
们在家门口用自来水管里放出的水清
洗蔬菜。

这三张照片，是云南省红河州泸
西县群众改革开放以来生活变化的缩

影。而这个变化，泸西县三塘乡连城
村的张树华亲身经历，颇有感慨。

连城村是云南省红河州泸西县三
塘乡的一个自然村，处于山区，山高
坡陡，峡谷纵横，水资源匮乏。100
多年来，这里的人们都要到五六公里
外的一个水塘去挑水吃。由于山路蜿
蜒，路程又远，靠人挑马驼，来回一
趟 5 个小时也就能运回来 4 桶 100 公
斤的水。为了节约，村民们连“洗过
脚的水也不敢倒掉，要留着喂牲口。”
水塘里的水，是雨天自然积水。据张
树华回忆，“水比较浑，味道多少有点
泥土味。”村民们也不懂处理，只是放
在水缸里沉淀一下就使用了。

2014 年，政府帮每户人家建了
一个 20 立方的家庭地窖，也帮忙消
毒 ， 终 结 了 挑 水 吃 的 日 子 。 2017
年，自来水通到了家家户户，而且免
费。“现在自来水管一打开就有水了，
是真正卫生干净安全的水。”张树华的
话里透着兴奋，“以前从地里干活回
来，一身泥土汗水，也没法洗澡，现在
呢，天天都可以先洗澡再吃饭。”

人的生活离不开水，产业发展同
样 离 不 开 水 。 原
本，三塘乡大部分
耕地属雨养农业，
只能种些土豆、荞
麦、玉米，靠天吃
饭，农作物产量低
而不稳。现在有了
水，灌溉问题迎刃
而解，还能种植蔬
菜、水果、中草药
等附加值更高的农
作物，百姓收入成
倍增长。

如今，张树华
夫妻二人有 21 亩
地，土豆、玉米、

水果、中草药都种上了。他还准备扩
大经营，再承包五六亩地，多种些时
间短、收益快的蔬菜。“党的政策
好，现在只要肯干活就有收入。”张
树华笑着说。

水，是生命之源。农村饮水安全
和巩固提升工程的实施，彻底改变了
过去中国许多地方农村居民远距离背
水运水的历史。2005 年以来，全国
农村饮水安全保障水平大幅提升，解
决了5.2亿农村居民和4700多万学校
师生的饮水安全问题，由此也带动许
多地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对于未来的生活，张树华充满了
希望：“现在我们村人均收入超过
6000 元，即将要组织脱贫验收，下
一次公布脱贫村，应该就会有我的家
乡了。”

库布其治沙人：

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

在“历史巨变”主题展厅，一则
名为《中国经济闪耀东方》的主题片
循环播放。其中有一幅画面，是在一
座种满绿色植被的高高沙丘上，镶嵌
着由绿色植物组成的“绿色中国梦”
5个大字，耀眼夺目。这处地标性景
观，位于内蒙古库布其沙漠之中。家
住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
贵塔拉镇的高毛虎，正是栽下这处景
观的一员。

回忆起当年的沙尘暴，高毛虎还
心有余悸。“每年春上3到5月沙尘暴
频繁，一刮风就是沙尘暴来了，人完
全没法出门，戴啥都不顶事。沙子打
得脸疼，眼睛也睁不开，如果在漫天
黄沙里迷失了方向更会有生命危险。”

沙尘暴影响种植、放牧、出行，
脆弱的生态环境更和贫穷形成了恶性
循环。从 2000 年开始，高毛虎跟着
亿利集团去种树治沙。工资每天结
算，一穴沙柳挣 2 毛，一棵杨树挣 8
毛，手快点每天能领 30 元工钱，在当
时算是难得的好工作。就这样，高毛
虎在库布其沙漠种树已坚持近20年。

从最初的铁锹挖坑种树，到后来
发展出成本更低、效率更高、效果更
好的“水气植树法”“甘草平移法”

“无人机植树法”等，一代又一代坚
守在库布其沙漠的治沙人走过了在野
外睡帐篷的日子，走过了白天种树晚
上浇水的日子，他们把每一棵树苗从
春上管护到第二年春上，确保其可以
存活、生长。30 年如一日的坚持，
实现了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
退”的历史性转变，库布其 6000 平
方公里的荒漠终于变为绿洲。

高毛虎说，如今的库布其，已经
有6年左右没刮过沙尘暴了，刮风都
是清风拂面。他当上了民工联队队
长，做了种树带头人，还跟着亿利集
团，走出库布其沙漠，将库布其治沙
经验带到更多地方。在内蒙古通辽科
尔沁沙地、河北坝上、内蒙古阿拉善
盟乌兰布和沙漠、西藏山南等地，种
植工程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防沙治沙助力脱贫攻坚，这样的
“中国智慧”还得到了世界点赞。
2014 年，库布其沙漠生态治理区被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确定为“全球沙漠
生态经济示范区”，2015 年，“库布
其模式”被巴黎气候大会标举为“中
国样本”。“世界荒漠化治理看中国”
成为国际共识。

高毛虎说：“这么多年种树治
沙，我心里挺乐，我觉得这份苦没白
受，汗水没白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现在回头看看我种过的树，一
片绿色，我觉得值。”在高毛虎看
来，库布其精神其实很简单，就是坚
守坚持加科技创新和不离不弃。他
说：“好日子是奋斗出来的，幸福是
干出来的。”

记者手记

这个展览
为什么打动人心？

叶 子

2017年5月，家住西藏自治区拉
萨当巴村的多杰第一次通过网络订购
了一台洗衣机。在世界屋脊娇艳的阳
光里，多杰和物流快递员扎西平措通
了电话，扎西平措先是驱车上百公
里，然后用肩扛的方式一步一步把洗
衣机背上了多杰家的山岗。崭新的洗
衣机送到，多杰一家高兴又感动。于
是，就有了呈现在展览上一张海拔
4000 米之上的合影。照片里，大人
孩子都咧嘴笑了，身后的蓝天、白
云、远山清晰可见。采访这个故事，
我想到了供产所说的“我们的幸福写
在脸上。”

这些天，在国家博物馆采访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听展览
里的人来到现场讲述他们的故事，我
常常被他们的朴实真诚所打动。他们
有的激动地侃侃而谈，有的又紧张地
讲不出合适的词语，多数不会普通话，
有的甚至不会汉语，但他们的幸福感、
获得感是溢于言表的。

他们生活的变化，是对改革开放
40 年来成果的生动阐释。通过改革
和开放，切切实实地解决了老百姓生
存生活的问题，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
的向往。无论是通水、通电、保护生
态，还是发展产业、建自贸区、开进博
会……都是如此。

他们接续的奋斗，是对改革开放
40年历程作出的最好注解。“艰难困
苦，玉汝于成。”采访几位库布其治
沙人，他们都会提到坚持坚守这个
词。奋斗的姿态最美丽，正是一点一
滴的努力、奋斗和创新成就了一个个
人间奇迹。

庆 祝 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 大 型 展
览，记录故事、展示故事，也书写新
的故事，直击人心、贴近人心，所以
能打动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