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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是在中
东许多地方流传一千多年的格言。古老格言
也许源自海丝路上古代阿拉伯商人对中国的
美好口述，抑或是汲灵感于《中国印度见闻录》
这类阿拉伯古代著作对中国的详实笔录。学
问，从那个时候起，就是许多中东人扬帆远航
的歆慕所在。

跨越千年时空，现实呼应历史。“一带一路”
倡议，让互学互鉴的潮流再一次沿着丝路足迹
在中东地区蔚然成风。赴华求学，研究中国，学
习汉语，是潮流更是时务；学有所获，学有所成，
学以致用，是机遇更是理想。学问，在焕发青春
的丝路上，又一次激荡起竞逐的千帆。

学语言，把握丝路的机遇
成书于 9 世纪中叶的《中国印度见闻录》是

最早一本多方位描述中国的阿拉伯著作。书中
多处流露出作者对中国古人重文重教的赞叹和
钦慕。书中记载到，“每座城市有一学校，学校
里有教员，对穷人及其子女进行教育，这些教员
的费用由国库支付⋯⋯无论贫富，不论老少，中
国人都学习认字、写字。”

如今，中东各国公民到中国长期留学或接受
短期培训早已司空见惯，而且涉及内容广泛而深
入。例如，宁夏回族自治区自 2006年举办“阿拉
伯国家防沙治沙培训班”以来，已有来自阿拉伯
国家的240多人参加培训，学习治沙防沙技术。

“一带一路”让人才交流变得更加通畅。今
年 6 月 刚 刚 卸 任 的 约 旦 计 划 大 臣 法 胡 里 说 ，
2017 年，中国已成为约旦最大的人力资源培训
提供国。据中国驻约旦大使馆介绍，2017 年中
国共组织约方 305 人次赴华培训，同比增长约
23％。目前，2018 年度 39 个学历学位教育项目
招生正在有序进行。

哈密达是一个在科威特出生和成长的伊朗
籍女孩。2011 年 8 月，刚满 18 岁的她决定留学
中国。她回忆说，当年的留学决定非常正确，因
为在中国的求学生涯给她留下了人生中非常重
要而且美好的成长体验。

当初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她，后来在武汉华
中科技大学完成本科和硕士学业。留学 6 年，她
彻底迷上中国。她不仅适应了中国餐饮和气
候，爱上中国美食，还走访了上海、深圳、长沙、
南昌等 20 多个中国城市。她让弟弟也到中国
读大学。她说：“在中国实在太自由了，想去哪
里动身就走了。”

2018 年 1 月，哈密达回到科威特的父母身
边。让她惊喜的是，凭借中文优势，她回国不到
20天就找到了工作。当时，哈密达通过微信发了

一封求职简历，很多公司都对她有意向。她最终
选择了华为公司，眼下是一名产品交付协调员，
负责与当地经销商洽谈等协调和推广业务。

“一带一路”给越来越多中东人带去发展机
遇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多人了解中国、认识中
国、关注中国。哈密达说，她的工作让她有机会
向当地人推介中国产品，介绍中国文化和理念，
就像一名“民间大使”，促进两国人民间了解、合
作与交融。

习技能，执着共同的梦想
《中国印度见闻录》记载，阿曼是古代中东

商船前往中国的起点之一。
而今，沿着古老丝路的航迹，中国企业帮助

阿曼打造新的起点。由宁夏万方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投资兴建的中国－阿曼（杜库姆）产业园，占
地约 12 平方公里，被认为是单一国家在阿曼投
资建设的最大产业园，也是中国在阿拉伯国家投
资建设的、旨在加强产能合作的最大产业园区。

人才培养是对未来的投资。园区董事长沙
彦聚说，产业园与阿曼政府合作，每年选拔一批
高中应届毕业生，由产业园出资到中国留学。
产业园计划在未来 8 到 10 年内，为阿曼培养
1000 名留学生。

2018 年 6 月，首批 39 名阿曼留学生在宁夏
职业技术学院完成为期一年半的专业学习后返
回阿曼。他们将继续完成剩余半学期的企业实
习，随后进入产业园工作。

留学生赛义德·阿里说，中国是一个有着悠
久文明和具有完整工业体系以及先进技术的国
家，他到中国求学领略了中国深厚的文化积淀，
也学到了现代社会发展所必须具备的技术技能。

在中东，“一带一路”还在一些校园里掀起
“汉语热”“中国热”。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
系学生艾哈迈德·福达就在这股热潮里与汉语
结下渊源，并由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福达的中文名叫“大伟”，今年 23 岁。自打
学习汉语后，他已多次前往中国参加各种活
动。他曾在天津以志愿者身份教高中生学习英
语，后来又在天津电视台主持过 3 个月的《老外
视线》栏目。2016 年 8 月，大伟在“汉语桥”总决
赛中获得全球亚军和非洲区冠军。目前，他已
入职中国一家媒体驻埃及分支机构，并打算到
中国攻读硕士学位。

大伟说，学汉语的这些年，他从中国朋友身
上学到了踏实和努力。“我失败过，沮丧过，迷茫
过，但终究明白了‘学海无涯苦作舟’的道理，所
以依然勇敢、执着地坚持着我的中国梦。”大伟
坦言，阿拉伯国家有很多像他这样的中国迷，热
爱中国的阿拉伯人也越来越多。

传薪火，架设民心的桥梁
李彦升是中国史料明确记载的第一位“进

士及第”的阿拉伯人。他在中唐时期随阿拉伯
商船来到中国并定居下来，还给自己取了一个
中国名字。他刻苦学习中国文化，拥有很高学
识。由于才华出众，他经中国地方官员推荐参
加科举考试，成功考取进士，并被皇帝亲自任命
为翰林学士。

而如今，伴随“一带一路”人文交流的脚步，
越来越多的中国问题学者与专家出现在中东，
他们传道授业，培养出更多的中文人才，为民心
相通架设新的桥梁。

埃及苏伊士运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哈桑·
拉杰卜刚刚率领埃及各高校中文专业优秀学生
完成在中国的夏令营活动返回国内。

拉杰卜 1980 年在家乡摘得高考状元。此
前，拉杰卜的父亲曾带回家一些中文刊物，拉杰
卜一下子就喜欢上那些方块字，加上对中国古
老文化的兴趣，拉杰卜决定学习中文，尽管这个
专业当时还属于冷门。

拉杰卜由此成为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第一
届中文系学生。当时中文系只有 3 名教师，7 名
学生。由于成绩优秀，拉杰卜 1982 年被推荐到
北京语言学院进修。大学毕业后，他又攻读研
究生，回国后在艾因夏姆斯大学中文系任教。
中文研究如今也是艾因夏姆斯大学最具实力的
专业之一。

拉杰卜说，有一句名言说得好，“语言跟着
国旗走”。当国家强大了，国际影响力大了，语
言也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伴随“一带一路”的
深入，中文专业已经从“冷门”变身为“热门”。
以苏伊士运河大学为例，该校外文专业每年招
收 300 名学生，其中分数最高的 30 人入选中文
系。埃及赴华留学和进修名额也逐年增加，
2017 年为 86 人。

对于中文专业的“热度升级”，苏丹喀土穆
大学中文系主任哈桑也感同身受。他回忆说，
自己 1994 年在喀土穆大学学中文时，中文系总
共只有 15 名学生，没有专门教材和固定教室。
如今，中文系发展迅速，设置了硕士和博士学
位。目前，一个年级就有 18 名学生，而且，学生
的学习热情很足。

“中文系学生的汉语水平越来越好。我们
正在筹备在苏丹艾兹海里大学和卡萨拉大学开
设中文系，我希望更多苏丹大学开设中文系，”
哈桑说。

哈桑相信，“一带一路”将使苏中关系和两
国人民友谊更加牢固。“人民的关系才是最重要
的，也更能促进政府之间关系。中苏民间交流
将会更多，关系将会更加紧密。”

（执笔记者：邵杰；参与记者：张栩 于涛
郑思远 杨元勇 王薇 聂云鹏 林晓蔚 黄
灵 马意翀）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歆慕而往 学有所用
——“一带一路”的中东故事 □新华社记者 郝薇薇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抵达俄罗斯海滨城
市符拉迪沃斯托克出席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在俄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一系列双、多边活
动，包括同俄总统普京举行会晤、在论坛全会上
致辞以及同出席论坛的有关国家领导人友好交
流等。

这是中国国家元首首次出席东方经济论
坛，也是今年下半年中俄最重要的双边高层交
往，意义重大。此访必将进一步引领中俄关系
继续保持高水平发展，有力推动两国全方位合
作，推进双方远东合作取得新成果，同各方携手
促进本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中俄全面战略
协作伙伴关系步入高水平、大发展的新时代。
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都曾用“典范”形容当前
的中俄关系。习近平主席说，中俄关系“树立了
大国、邻国交往的典范”；普京总统称，俄中关系
是“当今世界国与国关系的典范”“大国之间发
展平等互利合作的真正典范”。中俄两国元首
将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实现今年年内的第三次会
晤。“你来我往”彰显两国元首的深厚友谊和中
俄战略协作的高水平，正是这种典范的体现。

出席东方经济论坛并致辞是习近平主席此
行的重要内容之一，各方极为期待。习近平主席
的出席延续了中俄相互支持对方举办重要国际

活动的良好传统，也展现了中国对促进本地区发
展繁荣和中俄地方合作的坚定支持。

东方经济论坛由普京总统于 2015 年倡议
举办，正逐渐成为亚太地区深化经济合作、探讨
国际和地区问题的重要平台。当前，国际形势
正发生着复杂深刻变化，逆全球化思潮、贸易保
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正如中国驻俄罗斯大
使李辉所说，“习近平主席来俄出席论坛是向世
界表明，只有秉持互利共赢原则，完善区域经济
合作安排，推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共同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才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正确
选择”。

中俄地方合作由来已久，是两国务实合作的
重要补充，近年来发展更加蓬勃。作为两国地方
合作的“桥头堡”，中俄远东开发合作取得了显著
成果，已成为两国地方合作的一张“名片”。当
前，随着“中俄地方合作交流年”举行，两国地方
合作的热情进一步激发，正朝着领域和地域全覆
盖迈进。本届东方经济论坛的主题是“远东：更
多机遇”。人们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将为东北
亚和平稳定与区域合作注入中国活力，随着“一
带一路”建设与欧亚经济联盟建设的对接进一步
推进，本地区发展将迎来更多中国机遇。

有理由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行将为中俄全
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为地区
和平稳定、互信合作开启新进程，成为中俄关系
发展史上的新里程碑。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引领中俄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

新华社符拉迪沃斯托克9月11日电 （记者
栾海）为期三天的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11日在位
于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远东联邦大学拉开帷
幕。本届论坛将聚焦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与会
方规格、洽谈规模及推介设置等方面均超过往届。

据论坛组委会介绍，本届论坛以“远东：更
多机遇”为主题，吸引 60 多个国家的数千名代
表参加，这些代表的来源国数量超过以往。论
坛期间，俄罗斯、中国、印度、韩国、日本以及东
南亚、中东和欧洲部分国家的经贸团体将举行
议题广泛的商务洽谈。

据悉，来自企业和分析评估组织的代表将围
绕“投资者支持机制”“远东优先领域”“为改善民
生创造条件”和“全球的远东：国际合作项目”四
大专题，讨论俄远东跨越式发展区和符拉迪沃斯
托克自由港建设前景，以及如何保护投资者权
益；磋商东北亚地区林业、农业、渔业、油气加工

业、旅游业及港口基础设施建设开发项目；研讨
东北亚人口、卫生、科教、民生、文化及城市发展
等问题；报告并分析俄与周边国家经济合作前景
和发展远东运输走廊对亚太地区的重要意义。

本届论坛首次设立“创新疆域”活动版块，
推介各国青年创业者的经贸项目开发计划，帮
助他们寻找合作伙伴和风险投资。此外，各国
经贸团体将在论坛展馆内展示其研发经营新成
果，这些成果涉及油气、冶金、电力、农产品加
工、食品、信息技术、运输物流、贸易、金融服务
等 50 多个经济领域。

为加强同亚太地区国家的关系，依据俄总
统普京的倡议，俄罗斯从 2015 年起每年在符拉
迪沃斯托克举办东方经济论坛。该论坛在俄实
施远东开发战略中扮演重要角色，并已逐渐成
为亚太地区深化经济合作、探讨国际和地区问
题的新平台。

第四届东方经济论坛
聚焦地区经济发展与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