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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自豪有中国这样的好朋友”
——访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塞利姆·贝洛尔塔亚

海外网 毛 莉 陈 洋

自担任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以来，塞利姆·贝洛尔塔亚在中国两年多了，他最大的感受是“愉快”。对很多

阿尔巴尼亚人来说，中国，这个与阿尔巴尼亚有70年建交史的国家，是“家”一样的地方。近日，在接受人民

日报海外网专访时，贝洛尔塔亚表达了对于推动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强烈愿望。

也 许 对 很 多 中 国 年 轻 人 来
说，阿尔巴尼亚这个远在欧洲东
南部的国家稍显陌生，但我们的
父辈时常还能脱口而出阿尔巴尼
亚电影的名字、中国专家援建阿
尔巴尼亚的故事。

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相连接？
70 年一路走来的中阿关系留下了
怎样的启示？带着这些问题，我
们乘坐出租车前往位于北京市朝
阳区光华路 28 号的阿尔巴尼亚驻
华大使馆。看起来已有些年纪的
出租车司机一路上十分健谈，当
我们问他是否对阿尔巴尼亚有所
了解时，他连连说“有印象有印
象，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
很流行”。

我们在使馆见到贝洛尔塔亚
大使后，告诉他中国出租车司机对
阿尔巴尼亚的印象，大使立刻问

“这位出租车司机跟我一个年纪
吧”，并字正腔圆地说出了阿尔巴
尼亚电影《宁死不屈》《第八个是铜
像》的中文名字。贝洛尔塔亚大使
与普通中国出租车司机之间的这
番“隔空”对话，何尝不是中阿传统
友谊强韧生命力的一个注脚？

我们在与贝洛尔塔亚大使的
互动中，对阿尔巴尼亚人与中国人
的亲厚之情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当我们为拍照布景时，大使亲自帮
我们抬动桌椅；当我们提出需要一
些阿尔巴尼亚的素材用于视频制
作时，大使就带着我们到他的办公

室挑选；当我们问大使能不能加微信好友时，他立刻
欣然同意并设置了朋友圈“全部可见”。

贝洛尔塔亚大使第一时间就在他的朋友圈分享
了接受采访的感想：“今天人民日报海外网的年轻团
队给我的使馆带来了清新的空气，很高兴和他们一
起开始这一天。我们谈论两国70年友谊与合作的角
度令人耳目一新。”

我们也试图用年轻人的方式拉近与大使的距
离。比如，在采访结束后我们和大使来了个“N连
自拍”。我们主动提出一起摆出“双头鹰”手势自
拍。大使颇为惊喜地指着阿尔巴尼亚国旗上的双头
鹰说：“你们知道怎么做？”

关于大使专访的图文与短视频报道一经推出，
立刻引发网友共鸣，24小时内网络阅读 （播放） 量
超 100 万。读者通过一张张生动的照片、一幅幅精
彩的画面、一个个暖心的故事，在70年历史长河中
捕捉关于中阿友谊的吉光片羽。海外网“头条号”
网友回忆道：“阿尔巴尼亚电影 《海岸风雷》《广阔
的地平线》《地下游击队》《伏击战》等都是儿时的
记忆。”海外网“企鹅号”网友则说：“中阿是老朋
友了，真还有些亲热感！”海外网微博网友更是表
示：“友谊永远在两国人民心中珍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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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日用品都来自中国”

在贝洛尔塔亚看来，在新中国迎来 70
华诞、阿中建交 70 周年的特殊时间节点，

“我们尤其需要重温历史”。
贝洛尔塔亚对两国兄弟情的追溯，正

是从 70 年前开始。“新中国成立 53 天后，
阿尔巴尼亚就与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我
们非常自豪能够成为与中国建交的第一批
国家。”

1961年苏联与阿尔巴尼亚断交、终止
一切援助后，中国在长达20多年里对阿尔
巴尼亚进行了全方位的援助。对包括贝洛
尔塔亚在内的许多阿尔巴尼亚人来说，20
世纪 60-70 年代阿中非同寻常的友好关
系，并不是抽象的外交词汇，而是可感可
触的活生生的现实。“我还记得那时候吃过
的中国熊猫牌乳制品。”贝洛尔塔亚回忆
说：“当时阿尔巴尼亚人用的钢笔、墨水、
彩色铅笔、绘画颜料、指甲刀等几乎所有
日用品都来自中国。”

中国元素不仅深植于普通阿尔巴尼亚
人的日常生活，也在阿尔巴尼亚的工业化
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的援建
下，一座座钢铁厂、化工厂、纺织厂、水
电站在阿尔巴尼亚拔地而起，6000多名中
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远赴阿尔巴尼亚工
作。“中国技术专家与阿尔巴尼亚人共同工
作，在相互配合中形成了特殊的默契。”贝
洛尔塔亚说。

在中国不遗余力援助阿尔巴尼亚的同

时，阿尔巴尼亚也在国际风云变幻中坚定
地与中国站在一起。

回顾两国相互扶持的动人故事，贝洛
尔塔亚感慨万千：“历史给两国延续友谊留
下了极为珍贵的遗产。”

“喜欢中国人，爱过中国节”

穿越70年风风雨雨，两国传统友谊的
温暖光芒始终照射在两国人民心中。贝洛
尔塔亚对此感触颇深。他说，阿尔巴尼亚
人对中国有特殊好感，把中国人当自己
人。“如果你说自己是中国人，很多阿尔巴
尼亚人会高兴地说，‘我的中国兄弟，来，
坐这儿，我们喝一杯！’”

阿尔巴尼亚人喜欢中国人，也爱过中
国节。贝洛尔塔亚说，中国春节在阿尔巴
尼亚非常热闹，而且很有可能是欧洲国家
中最热闹的，很多阿尔巴尼亚人都会去感
受中国的节日气氛。2018年贝洛尔塔亚就
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过了一次春节，

“我们在地拉那最大的广场举行庆祝活动，
那热闹劲儿让我感觉回到了中国。”

通过两年多在中国的生活，贝洛尔塔
亚还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人对阿尔巴尼亚
人同样怀有亲近感。“我去过中国 17 个
省，所到之处都有阿尔巴尼亚人的好朋
友。”贝洛尔塔亚表示，对上了年纪的中国
人来说，阿中之间的兄弟情依旧浓厚；对
中国年轻人来说，只要他们到过阿尔巴尼
亚、接触过阿尔巴尼亚人，也一定会对阿
尔巴尼亚人的格外友善感到好奇，进而触
发他们去了解那段历史。贝洛尔塔亚深
信，今天的阿中合作能够从历史中汲取前
行的力量。

“所有人都想和中国合作”

谈到如何在建交70年的新起点上推动
阿中关系发展时，贝洛尔塔亚说，两国关

系的发展要与时俱进。他举例说，“一带
一路”倡议、中国-中东欧“17+1”合作
机制等新框架都为阿中关系发展提供了新
契机。

在担任驻华大使前，贝洛尔塔亚长期
从事阿尔巴尼亚对外经贸合作相关工作，
他深知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分量，“所
有人都想和中国合作”。贝洛尔塔亚尤为希
望阿中两国抓住新机遇，推动经贸合作迈
上一个大台阶。

事实上，近年来阿中经贸合作已经取
得了不小进展，贝洛尔塔亚特别谈到了地
拉那国际机场的例子。自2016年引进中国
投 资 后 ， 地 拉 那 国 际 机 场 客 流 量 增 长
50%，成为欧洲客流量增长最快的机场之

一。“我们很高兴有中国公司到阿尔巴尼亚
投资！”贝洛尔塔亚说。

为吸引越来越多的中方投资，贝洛尔
塔亚透露，他建议阿尔巴尼亚政府为中国

“量身定制”引资政策，“中国有自己的特
点，我们需要知道这些特点，才能更好地
与中国合作。”与此同时，贝洛尔塔亚也希
望中方为阿尔巴尼亚葡萄酒、橄榄油等产
品进入中国市场创造更多有利条件。

谈及两国合作，贝洛尔塔亚言之殷
殷、情之切切，令人印象深刻。在采访最
后，贝洛尔塔亚送上对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的美好祝福：“我们很荣幸看到 70 年来中
国的成功与繁荣，很自豪能有一个像中国
这样的好朋友！”

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塞利姆·贝洛尔塔亚近照。 海外网 付勇超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