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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较高
增速水平，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取得
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意大利前经济发
展部副部长、上海纽约大学金融客座
教授米凯莱·杰拉奇近日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

杰拉奇与中国的情缘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当时作为一名即
将毕业的大学生，他决定前往中国，感
受中国日新月异的变化。杰拉奇清晰地
记得，中国处处朝气蓬勃，各地建设热
火朝天。“那次中国之行改变了我的人
生！”杰拉奇感叹道。之后，无论是作为
经济学家，还是意大利政府官员，杰拉
奇一直都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发展，并致

力于推动中意、中欧之间的合作。“我认
为，拥抱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巨大潜力的
经济体，将为意大利和欧洲的未来发展
带来更多机会。”杰拉奇说。

杰拉奇表示，中国取得了令人赞叹
的发展成就。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中
国建成了全球最大的高速铁路网、高速
公路网和港口集群，铁路和公路客货运
输量、港口货物吞吐量等居世界第一；
在科技发展方面，中国在人工智能、电
动汽车、绿色能源发电、太空探索、量子
计算等领域均处于世界前列，关键技术
不断迎来新的突破；在社会民生方面，
中国完成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 历 史 任 务 ，提 前 10 年 实 现 联 合 国

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减贫目标。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逆全球化风险上升等一系列挑战，杰拉
奇表示，不同于以零和博弈为逻辑的西
方发展理念，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和三大全球倡议以合作共
赢为基础。“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正是
这种理念的具体实践。中国通过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为国际社会提供新的
路径选择，有助于推动建设平等有序的
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

“欧中同为全球重要经济体，双方
应在彼此尊重的基础上不断寻求新时
期合作发展的新机遇，共同促进全球
经济复苏与繁荣。”杰拉奇说。

    本 报 电 （记 者 严 瑜）
近日，中日学术智库高端
对话——“战后日本现代化
进程及中日合作前景”国际
研讨会在北京举办，来自
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
学、复旦大学、北京大学、
日本国际论坛、东京大学
等研究机构和高校的 60 余
名专家学者参会。与会代
表通过研讨，增进中日双
方对二战后日本现代化进
程的理解，探讨中日未来
合作新前景。

中国社会科学院秘书
长、党组成员赵志敏表示，
中国式现代化是应对世界
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
变的中国方案，走出了一
条通过和平发展迈向现代
化的新路。中日同处东亚，
两国现代化之路具有比较
意义和借鉴价值。从现代
化交流互鉴意义上看，中
日 合 作 前 景 广 阔 、 潜 力
巨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
高端智库理事会秘书长张
冠梓表示，中国式现代化
与日本现代化是亚洲现代
化实践的重要探索，其成
功既源于对自身道路的探
索，也得益于对世界先进
经 验 的 相 互 学 习 与 吸 收 。
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国家以
及全球主要经济体，在推
进各自国家发展及现代化
进程的同时，也肩负着共
同维护地区稳定、促进世
界繁荣的责任。

日本国际论坛理事长
渡边茧表示，日中两国之
间携手合作，对于维护国
际及区域内的和平、稳定
与繁荣具有举足轻重的意
义。展望未来，双方共同
打造建设性、稳定的日中
关系，需在各个领域加强
沟通与协作。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杨
伯江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各国对和平稳定的渴望更强烈、对合作
发展的追求更迫切。中日关系出现了稳
定改善的契机。在推动实现现代化过程
中，中日应进一步深化合作，增进相互
理解与相互信任。

在会议专题对话环节，与会学者分
别围绕“战后日本现代化的国际环境与
时代背景”“日本现代化各领域成果及挑
战”“日本现代化的国际比较及经验镜
鉴”等议题展开讨论。

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
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
理事会秘书处、日本国际论坛共同策划。

“这是我生平首次亲密接触湘绣，
中国传统文化确实有别具一格的韵味
与魅力！到湖南长沙后，我想去这项
技艺的诞生地看看。”近日，乘坐中国
南方航空 CZ5380 航班的外籍旅客卡
洛斯由衷感叹道。

南航由浦东飞往“工程机械之都”
湖南长沙的 CZ5380 和 CZ3980 航班，
搭载了长沙工程机械企业中联重科邀
请来的 300 多名外籍客户。南航创新
客舱服务形式，在万米高空开展了一
场别开生面的“空中湘绣艺术展”。

旅客们踏入客舱，首先看到的是
机舱两侧的行李架上张贴的湘绣装饰
画。飞机平飞后，乘务员为外籍旅客

发放了湖南湘绣宣传手册，为旅客讲
述湘绣的历史传承与艺术特点，并着
重讲解了湘绣千变万化的针法、绚丽
斑斓的色彩以及绣工们独具匠心的技
法。乘务员还向旅客们介绍了南航湖
南分公司原创的文创产品——二十四
节气书签。旅客们近距离品鉴湘绣作
品，为其细腻精致的绣工以及栩栩如
生的呈现深深震撼。

“此次活动由南航湖南分公司与湖
南省湘绣研究所联合打造，希望通过
在云端的沉浸式体验，让更多外籍旅
客了解中国非遗、热爱非遗，促进文
化的交流互动。”中国南方航空带班乘
务长李鑫介绍，不少外籍旅客表示，

这是他们第一次近距离了解中国的非
物质文化遗产，在飞机上看到精美的
湘绣，更是一次难忘的经历。

“航班客舱往往是外籍旅客进入中
国的第一站，是了解中国文化的第一
个窗口。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相
关航线上，我们通过客舱装饰、技艺
展示等形式，展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
产的迷人风采。”南航湖南分公司客舱
部经理张翔介绍，目前非遗展示已覆
盖 33 个航班、600 余人次的外籍旅客。
未来，南航将进一步创新服务形式，
将更多中国文化元素带进客舱，开展
好各类特色文化体验活动，打造“空中
文化客厅”。

中国南方航空打造“空中文化客厅”——

让航班成为外籍旅客了解中国文化的窗口
本报记者  孙  超

“共同促进全球经济复苏与繁荣”
本报记者  郑  彬

    近日，正在参加“一带一路”
共建国家建筑业智能建造与运维
中高级人才研修班的 23 名来自俄
罗斯和格鲁吉亚的学员，走进位
于四川省成都市的中铁二十三局
集团有限公司总部，实地观摩武
侯西派臻境项目。图为外籍学员
在认真听取项目讲解。

刘人杰、王明峰摄影报道  

环 球 掠 影

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学员探访中铁二十三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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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共

同发展的“技术驿站”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棒的地方！这里有
学习大地测量专业所需的所有仪器，并且
全都符合最新标准。”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
学生博佐尔佐达回忆起自己首次上鲁班工
坊实操培训课的场景，“工坊的老师让我们
利用全站仪拍摄并测距，我觉得自己肯定
做不到，因为我从来没用过这样的设备。
但是老师坚持让我和同学们试试，最后我
成功了！”

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是中亚地区首家鲁
班工坊，由天津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
与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于 2022 年 3 月开始合
作建设，同年 11 月投入使用。工坊建筑面
积 1138 平方米，教学内容覆盖塔技术大学
土木工程与建筑系等 9 个教研室 13 个专业，
目前共有约 1500 名学生接受了培养。

“鲁班工坊入驻，让我们特别自豪。”塔
吉克斯坦技术大学副校长沙赫里约尔表示，

“得益于工坊的建设和来自天津专家的培训，
塔吉克斯坦技术大学的师生可以接触并掌握
大量在中亚地区还未得到推广的现代化设
备。这改善了我们大学的教育质量，并帮助
我们培养能够适应劳动力市场要求的人才。”

哈萨克斯坦鲁班工坊于 2023 年 12 月 9 日
试运行。鲁班工坊试运行两个月后，哈萨克
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专程前往视察。视察过程
中，托卡耶夫特地用中文对中方院校的努力
表示感谢，称这样的鲁班工坊在哈萨克斯坦
越多越好，并表示鲁班工坊标志着双方合作
领域进一步深化。

当前，除塔、哈两国鲁班工坊外，乌兹
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已于去年成功落地，吉尔
吉斯斯坦鲁班工坊的建设也正在有序推进。
作为促进中国与上合组织国家共同发展的

“技术驿站”，鲁班工坊在中亚国家培养高素
质 技 术 人 才 、 解 决 就 业 方 面 发 挥 着 重 要
作用。

除了中亚国家，其他上合组织国家的鲁
班工坊也十分引人注目。

设在印度金奈理工学院的鲁班工坊，就
是中印两个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职业教育领域

成功合作的范例。鲁班工坊在印度金奈理工
学院十分醒目，学校主教学楼一楼分布着鲁
班 工 坊 6 个 培 训 教 室 ， 教 室 里 充 满 中 国
元素。

金奈理工学院是一所经印度教育部门批
准的技术教育工程学院，现有 3000 多名学
生和 300 多名老师。与中国职业教育合作，
金奈理工学院的声誉也在不断提升。金奈理
工学院校长斯里拉姆·帕塔萨拉蒂介绍，从
2017 年底开始，受益于鲁班工坊项目，不少
老师和学生到天津学习培训，学校的职业教
育水平也因此大大提升。老师在中国的培训
中感受和经历了很多东西，比如实践课程和
理论课程，他们回到印度后开始教授给学
生，并且自己也着手开发新兴技术的课程。

“我们的学生从中受益良多，不少学生进入
大公司就职，开启了成功的事业”。

今年 1 月末，黑龙江农业工程职业学院
与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农工学院合作共建的鲁
班工坊揭牌。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居民职业教
育和就业部部长杜博维茨基说：“希望通过
双方的互换交流，培养出更多现代化的农业
人才。”随后，俄罗斯多位职业教育院校的
老师赴哈尔滨学习中国农机具的使用，培训
完成后回到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农工学院，教
授当地 1000 多名俄罗斯学生，学生技术达
到 标 准 后 可 以 进 入 当 地 的 大 型 农 业 企 业
工作。

    为当地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

力量

今年 9 月，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在天
津海运职业学院揭牌，这是天津在海外建设
的第 24 个鲁班工坊，采用“工程实践创新项
目（EPIP）”教学模式。EPIP 教学模式，是基
于天津职教教学和改革经验，创新、推广而
来的中国职教教学模式，通过实际工程项目
引导学生，培养实践创新能力，缩短毕业生
进入企业的磨合期。

以鲁班工坊为平台，天津在全球推广中
国职业教育的教学模式，在 17 个国家设立
EPIP 研究中心，推动精良的教学设备、优质
的教学资源“走出去”。

只有真正了解世界发展对技能人才的新

需求，才能制定出更为有效的人才培养方
案。天津市鲁班工坊研究与推广中心副主任
杨延说，鲁班工坊始终坚持“授人以鱼更授
人以渔”，既为当地培训了一批海外专业师
资，同时也开发了“金课程、金教材”，打
造了智能制造、铁路交通、中医中药等 100
余门国际化专业课程，出版 145 部双语教
材，开发 420本实训手册和活页教材。

“鲁班工坊突出‘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
特色，积极对接海外本土化用人需求。鲁班
工坊毕业生受到广泛欢迎，当地企业、中资
企业、跨国企业都到鲁班工坊寻找他们需要
的人才。”鲁班工坊项目负责人代表、天津机
电职业技术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王维园
说，在对外技术合作的过程，中国院校尽力
为受援方培养本土人才和技术力量，帮助受
援方建设基础设施，打好发展基础，使优质
职教资源更好惠及相关国家，培养了一批国
际“鲁班”。

“鲁班工坊是植根于中华文化土壤，凝
聚中华职教智慧，服务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国际公共教育资源和产品。”中国教育部
鲁班工坊建设专家委员会主任吕景泉表示，
鲁班工坊大获成功得益于多方面的因素。进
入新时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突出
成就，为中国职教创新发展和国际交流合作
奠定了坚实基础。在实践层面上，鲁班工坊
始终坚持的“五项建设原则”功不可没：在

“平等合作原则”的基础上商讨项目合作方
式、专业整合设计等，消除了国际办学中的
不确定性；“优质优先原则”保障了优势专业、
优势课程、优秀教师、优选资源的供给，确保
高质量办学；“强能重技原则”彰显了对技术
应用、技能训练和工程实践的重视，使鲁班
工坊具有强大吸引力；“产教融合原则”贯穿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全过程，达到校企协同、
合作育人的目标；“因地制宜原则”使鲁班工
坊在统一规范和标准的框架下，做到符合当
地实际和当地需求，极具适应能力和活力。

    将中国职业教育经验和方案

与世界共享

“鲁班工坊通过与伙伴国家、友城和院
校开展职教合作，采用共建工坊、学历教

育、职教培训等方式走出国门，跨越山海，
将中国职业教育经验和方案与世界共享，带
动中国工匠精神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向世界
传播，成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走出去’的一
张‘国家名片’。”日前，王维园在“读懂中国”
国际会议专题论坛上说。

走进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映入眼帘的
是对鲁班的介绍和工坊成立的时间线。教室
墙上挂着红色的中国结，据介绍其由中方老
师焊接完成，象征中塔如同帕米尔高原般巍
峨的友谊。

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中方负责人、天津
城市建设管理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李清彬
表示：“鲁班工坊不仅加强了技能型和专业
型人才的培养力度，为双方经贸合作提供急
需的人力资源支撑，同时还为中塔两国搭建
了民心相通、文明互鉴的桥梁。”

在塔吉克斯坦鲁班工坊首期师资培训
中，中方教师团队先进的职教理念、精湛
的职业技能和无私付出的精神得到塔方教
师的交口称赞。塔方教师为了参加培训，
优化自己的授课时间。有的教师主动放弃
中午和节假日休息时间，积极向中方教师
单独请教并要求加练，这让中方教师团队
深受鼓舞。

据李清彬介绍，师资培训结业仪式上，
塔技术大学为中方培训教师精心准备了由校
长亲笔签名的感谢信。达夫拉特佐达校长亲
自为每位中方女教师送上鲜花，为每位中方
男教师和赴塔工作组成员戴上了具有浓郁民
族风情的帽子，表达对来自中国的好伙伴、
好朋友的美好祝福。在培训心得中，塔方老
师用连夜自学的汉字写下：“感谢你们陪我
们在一起！”

鲁班工坊的影响力不仅限于上合组织国
家。据统计，中国已在亚欧非三大洲合作建
成 30 多个鲁班工坊，学历教育累计培养学
生近万人，实施职业教育培训超过 3.1 万
人次。

从埃及的开罗到埃塞俄比亚的亚的斯亚
贝巴，再到肯尼亚的马查科斯；从泰国的大
城府到印度尼西亚的东爪哇省波诺罗戈，再
到巴基斯坦的旁遮普省拉合尔；从葡萄牙的
塞图巴尔到英国的奇切斯特……方圆相融的
鲁班工坊标识宛若来自东方的绚丽之花，朵
朵精彩绽放，成为中外人文交流中一道靓丽
的风景。

鲁班工坊让中国职教走进上合国家
本报记者  贾平凡

作为中国职业教育走向世界的一张“国家名片”，目前，
鲁班工坊已经在多个上合组织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从提供
师资培训和实训场地的“技术驿站”到全方位打造中国职业教育

国际化范本，鲁班工坊不仅向合作国家输送出与当地经济发展需
求相契合的技术技能，也将中国的职教标准、职教装备、职教方
案在上合组织国家推广应用。

环 球 热 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