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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周思宇 赵佳乐
杨仕彦

重庆市渝中区李子坝嘉陵新路
63号，坐落着一座以外国军人名字命
名的博物馆——重庆史迪威博物馆。
近日，23名美国青年应邀来渝参访，
参观史迪威将军旧居和生平图片展，
追忆两国人民在共同抗战中结下的深
厚友谊。

约瑟夫·史迪威是美国陆军四星
上将，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曾
任同盟国中国战区参谋长、中缅印战
区美国部队最高司令官等职。在抗战
的艰苦岁月里，史迪威和中国远征军
进入缅甸抗击日本侵略，与中国人民
结下深厚友谊。

聆听着史迪威将军与中国军民并
肩战斗的故事，美国青年们靠近展品
玻璃柜仔细端详，一幅幅黑白照片和
旧信件，仿佛将他们拉回了那段战火
纷飞的岁月。

“博物馆的展陈非常丰富，我们
看到了士兵们训练的照片，还有当时
军队的制服、‘驼峰航线’执飞飞机的
油桶等实物。”来自美国北亚利桑那
大学的彼得·克鲁斯说，深入了解中
美两国共同抗战的历史后，自己很有
感触。

“感谢你们让历史保持鲜活”“中

国发展日新月异，希望中美民间友谊
代代相传”……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展
厅里，飞虎队老兵及后代一行参访后
的留言，让不少美国青年印象深刻。

“我看到很多人来这里参观，这对
于建立起两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至关重
要。”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生杨旭
说，重庆史迪威博物馆就像一座桥梁，
为两国人民提供增进相互了解的机
会，回到美国后，自己也计划向朋友们
分享这段经历。

当日，围绕史迪威将军生平、中美
战时合作、中美校园文化、来渝所见所
闻等话题，美国青年代表还与重庆育
才中学等学校学生进行了深入交流。

6月 11日，23位美国青年代表观
看了《传承五代的情谊》纪录片，再次
回顾史迪威家族几代人同中国友好交
往的故事，并获颁“友谊纪念章”。

史迪威家族第五代后人杰克逊·
科尔分享了自己眼中的史迪威将军：

“史迪威对中国人民始终抱以尊重和
敬佩。作为史迪威家族的年轻成员，
我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传承延续中
美人民之间的友谊。”

据悉，此次活动为“未来之桥”中
美青年交流计划旗舰活动的组成部
分，“未来之桥”中美青年交流计划由
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和中国人民对外
友好协会共同发起并组织实施。

（新华社重庆6月11日电）

“很高兴能延续中美人民友谊”
——美国青年交流营参访重庆史迪威博物馆见闻

新华社北京6月 11日电 综合新
华社驻外记者报道：“汉语桥”中文比赛
近日分别在德国、马达加斯加、斐济、老
挝、智利举行。

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
文比赛暨第四届“汉语桥”世界小学生
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近日在汉堡举
办。中学生中文比赛设主题演讲、中文
知识问答和才艺展示三个环节。小学
生中文秀包括自我介绍和才艺表演两
个环节。经过激烈角逐，来自皮埃尔·
特鲁多国际中学的索菲·斯坦内克和来
自德国法国小学的雨果·德·沃尔夫分
获中学组和小学组比赛冠军。

汉堡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科琳娜·宁
施泰特表示，德中两国需要通过更多互
动来增进理解，而语言学习是促进双方
理解的最好途径之一。复旦大学副校
长陈志敏在视频致辞中表示，希望同学
们用中文这把钥匙打开通向中华文化
的大门，结交志同道合的伙伴，成为传
播中德友谊的使者。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马
达加斯加赛区决赛近日在塔马塔夫市
举行。比赛由笔试、主题演讲、即兴演
讲和才艺表演四部分组成。在12位参
赛选手中，来自塔马塔夫大学孔子学院
下设教学点的学生美丽（中文名）摘得
桂冠，将代表马达加斯加参加在中国举
行的“汉语桥”比赛全球总决赛。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季平在视
频致辞中说，“汉语桥”比赛在中国与世
界各国青少年之间架起了一座沟通心
灵的桥梁，中方支持中马两国在教育领

域开展合作，并期待取得合作硕果。塔
马塔夫大学副校长卡罗琳·费诺·皮埃
尔在比赛现场致辞表示，马中两国有着
深厚友谊，在马达加斯加学习中文的学
生数量与日俱增，他们将成为促进两国
友好关系发展的重要力量。

“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斐
济赛区决赛近日在首都苏瓦举行。比
赛分为中文水平考试、视频展示、主题
演讲和才艺展示四部分，共有8名选手

参赛。经过现场比拼，来自逸仙学校的
莱拉摘得桂冠。

中国驻斐济大使馆经商参赞刘克
说，“汉语桥”中文比赛在斐济的影响力
不断提升，参赛人数和覆盖面也不断扩
大，是中国文化在斐济兴盛传播的生动
体现，对促进中斐文明交流互鉴、增进
两国友好合作都具有重要意义。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老
挝赛区决赛近日在老挝琅勃拉邦苏发

努冯大学孔子学院举行。比赛以“天下
一家”为主题，包括主题演讲、知识问
答、才艺展示三个环节，共有18名选手
参与角逐。最终，来自苏发努冯大学孔
子学院的邢广普（中文名）获得第一名，
将代表老挝赛区前往中国参加全球总
决赛。

中国驻琅勃拉邦总领事张社平在
致辞时说，越来越多的老挝年轻人开始
学习中文，有助于在中老两国人民间搭
建起沟通的桥梁。老挝人民革命党青
年团中央书记蒙赛表示，希望“汉语桥”
比赛能不断推动两国青年的交流与合
作，加深相互了解和友谊。

“汉语桥”中文比赛智利赛区决赛
近日在首都圣地亚哥举行。9名选手通
过各自与中文结缘的故事，表达对比赛
主题“天下一家”的理解，他们还表演了
变脸、中国民乐、中文歌曲等才艺。最
终，来自圣托马斯大学孔子学院的卡罗
琳娜·埃雷拉和来自圣尼古拉斯中学的
迭戈·佩雷斯分别赢得大学组和中学组
冠军。

中国驻智利大使牛清报致辞说，熟
悉中智两国语言文化的青年，未来一定
能成长为传承中智友谊、促进中智交流
合作的友好使者。智利教育部中文教学
项目负责人玛塞拉·萨尔加多说，自
2004年智利政府正式在当地院校推广
中文教学起，已有至少1.5万名学生参与
学习，中文学习帮助智利学生拓宽视野，
激励他们了解和尊重各种不同文化。

（参与记者 褚怡 任鹏飞 凌馨
郭鑫惠 赵旭 杜大鹏 马淮钊 朱雨博）

“ 汉 语 桥 ”中 文 比 赛 在 多 国 举 行

新华社布达佩斯 6 月 10 日电
（记者 陈浩）匈牙利罗兰大学—中国
人民大学“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
究中心”揭牌仪式10日在匈牙利首都
布达佩斯举行。

罗兰大学副校长伊姆雷·豪毛尔
（中文名郝清新）致辞时表示，中匈文
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这一名称
彰显着匈中两国高校的共同使命，即
通过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为未来社
会、文化以及文明的发展进步作出应
有贡献。两国高校应跨越国界，建立
紧密联系，不断互学互鉴，通过学术
交流与文化交往，为匈中文明交流互
鉴凝聚学术力量，共同服务于打造更
高水平匈中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林尚立表示，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匈牙利
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匈文明交流
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是见证和推进中匈
友谊的重要机制平台，将进一步推进
中匈高校在人文与哲学社会科学领域
的跨国交流、研究与合作。

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龚韬表示，匈
牙利是东西方文明的交汇之处，中匈
文明交流互鉴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中
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的设立
是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的有力行动。两
所高校强强联手，必将进一步推动亚
欧文明交流互鉴，助力中匈友好合作
发展，为深化中国与中东欧国家人文
学术交流作出积极贡献。

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揭牌

2023年 9月 19日，当地员工在尼日利亚阿布贾的中国援尼日利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展示秧苗。 新华社记者 董江辉 摄

6月 8日，在德国汉堡，选手在第十七届“汉语桥”世界中学生中文比赛暨第四届
“汉语桥”世界小学生中文秀德国赛区决赛上表演茶艺。 新华社记者 任鹏飞 摄

据新华社北京6月 11日电 （记
者 成欣）外交部发言人林剑11日在
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愿为推动全
球世界遗产事业发展、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6 月 8 日我国迎来第 8 个“文化和自
然遗产日”。发言人能否简要介绍
中国在世界遗产保护方面所作努力
和成果？

林剑说，中国是世界遗产大国，目
前拥有57项世界遗产，总数位居世界
第二位，其中世界自然遗产、文化和自
然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之首。

林剑表示，中国高度重视世界遗
产保护工作。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
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世
界遗产保护事业取得长足发展，均衡
实现自然文化遗产的严格保护和永续
利用，也推动了中华优秀历史文化的
传承与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
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文物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等理念，将

遗产保护与文化产业、生态产业、减贫
事业紧密结合，世界遗产保护工作取
得了历史性成就。

林剑说，世界遗产是全人类的文
化瑰宝和自然珍宝，需要各国共同守
护。中国始终以负责任态度参与世
界遗产领域全球治理，多次当选世界
遗产委员会委员国，两次成功举办世
界遗产大会并担任世界遗产委员会
主席国，积极与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
家分享遗产保护经验和做法，持续支
持非洲国家开展世界遗产能力建
设。世界遗产保护需要不同文化对
话合作，中国愿以习近平主席提出的
全球文明倡议为指引，倡导坚持文明
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维护世界文
明多样性，为推动全球世界遗产事业
发展、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不断贡献中
国智慧和力量。

“我们期待与各方加强交流合作，
让一张张世界遗产‘名片’更加璀璨辉
煌，共守人类文明火种，共建美丽地球
家园。”他说。

愿为推动全球世界遗产事业发展
贡 献 中 国 智 慧 和 力 量

新华社巴黎6月 11日电 （记者
徐永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
伊琳娜·博科娃 10日表示，文明对话
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推动力。联合国大
会通过决议将 6月 10日设立为文明
对话国际日，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决定，
与联合国的使命高度契合，将增进世
界各国人民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理
解与认知。

博科娃接受新华社记者书面采访
时说，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的决定符
合联合国的创建初衷和理念。联合国
大会近期的许多决议将联合国定义为

“不同文明间对话的天然家园”，“这种
对话可以促进人类事业在各领域蓬勃
发展并结出硕果”。

博科娃认为，设立文明对话国际
日还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中的
一句话高度呼应，即“人类自有史以
来，对彼此习俗和生活缺乏了解始终
为世界各民族间猜疑与互不信任之普
遍原因，而此种猜疑与互不信任又往
往使彼此间之分歧最终爆发为战

争”。自 1945年成立以来，教科文组
织一直致力于促进“富有成果的文化
多样性”，强调了解其他文化，发现文
化共有的基本特征，并学会欣赏多样
性，这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和平共处
的关键。

博科娃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着维
护和平与可持续发展等诸多挑战，文
明对话变得愈加重要。文明对话不是
国际关系的“副产品”，而是人类文明
的重要推动力，是创造力、新思想发展
和知识共享的持续动力。

博科娃以丝绸之路的发展史为例
指出，丝绸之路讲述了人类在相互学
习中不断进步的故事，也启示我们，没
有任何一种文明是孤立繁荣的，各种
文明相互影响、相互丰富，在更具包容
性的过程中变得更加强大。

博科娃表示，希望文明对话国际
日的设立能够加强联合国和教科文组
织在文明交流方面的活动，增进世界
各国人民和各种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
和认知。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

文明对话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推动力
□新华社记者

近年来，中非农业合作在中非合作
论坛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等框架下
不断深化，取得丰硕成果。从田间地头
到电商市场，中国通过技术援助、产业
链建设和市场拓展，助力非洲各国提升
农业生产力，推动非洲大陆农业现代化
进程。

未来，中国将继续落实“中国助力
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同非方探索合
作新路径、全面推进农业合作，与非洲
人民共绘非洲农业发展蓝图。

从“吃饱饭”到“致富经”

在尼日利亚首都阿布贾近郊的尼
日利亚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中国农业技
术专家正在水稻加工车间仔细检查新
收获的稻米。

经过多年努力，中资企业绿色农业
西非有限公司的专家们根据当地自然
条件选育出优良稻种，平均产量比当地
普通品种高 20%以上。该稻种已通过
尼日利亚农业部门审定，推广至全国三
分之二的州。

尼日利亚北部吉加瓦州农民拉瓦
尔·穆萨种植这种水稻已有数年，切身
体会到该稻种产量高且适应力强、抗病
又抗旱的优势。“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尼
日利亚今后一定可以实现粮食自足。”
穆萨说。

绿色农业西非有限公司是尼日利
亚最大的种业公司之一，参与尼政府种
子供应项目，已为全国 30多个州供应
逾 3万吨种子，帮助该国稻谷增产 200
多万吨。

十年来，中国已在非洲建成24个农
业技术示范中心，推广300多项先进农
业技术，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30%
至60%，惠及100多万非洲小农户。

中国农业专家通过传授技术和改
良品种等方法，提高水稻、木薯、大豆等
重要作物的产量和质量，并引进多种蔬
果、豆类等新品种，丰富非洲人民的“菜
篮子”，促进当地农业新领域的发展。

菌草技术走出国门以来，已传播至
100多个国家，在17个国家建立了示范
基地。在非洲，菌草成为帮助人们追求
美好生活的“致富草”和“幸福草”。

前中非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部长雷科斯－卡莫高度称赞菌草技术
的实用性，认为其对当地创造就业和增
加收入贡献很大。

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42 岁的莱
昂尼达斯·穆希米伊马纳经营着当地规
模最大的食用菌培育工坊。他曾前往
中国参加菌草技术培训，回国后成立了
这家工坊。

“卢旺达人以前不吃蘑菇，但现在菌
类已成为当地广受欢迎的食品。”穆希米

伊马纳打算把鲜菇制成菌菇产品，销往
海外市场，带动社区居民共同致富。

目前，卢旺达有 4000多农户利用
菌草技术培育食用菌，这一产业带动超
过3万人就业。

“中国工厂增加了产品
附加值”

6月，科特迪瓦进入割胶季，位于南
部城镇达布郊区的中企美兰集团投资
的橡胶加工厂前，卡车排起长队，车上
新采收的杯胶将在这里处理成标准橡
胶，然后运往中国加工成橡胶制品。

科特迪瓦自然条件优越，是非洲第
一大天然橡胶生产国。过去，由于缺乏
加工能力，只能出口低附加值的原材
料，胶农收入微薄。当地一家橡胶合作
社主席约布埃·罗兰说：“中国工厂帮我
们打开了销路，我们合作社月均产量从
1000吨增加到2000吨。”

科特迪瓦农业研究和咨询行业协
会资源监管员布鲁·博纳旺蒂尔说：“中
国工厂实现了科特迪瓦橡胶的本土加
工，增加了我们的产品附加值，我们要
对中国说声谢谢!”

木薯是非洲重要的粮食作物，由于
品种和技术落后，非洲的木薯单位产量
低，产品加工水平有限。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与非洲各木
薯主产国开展合作，助力提升木薯产量
和产品种类。在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的木薯产业发展研修班上，当来自南
非、尼日利亚、乌干达和刚果（布）等国
的农业官员和技术人员了解到木薯淀
粉还可以加工成饼干、酸奶、蛋糕、面条
等产品时，禁不住啧啧称奇：“没想到木
薯的用途这么广泛!”

在尼日利亚，绿色农业西非有限
公司和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
品种资源研究所共同成立了阿布贾现
代农业示范基地，建设了一条小型木
薯全粉加工生产线和10亩配套木薯高
产示范基地，并在当地开展木薯种植
技术和加工培训。绿色农业西非有限
公司总经理汪筠表示，将根据当地市
场需求探索木薯淀粉加工，向木薯产
业链下游延伸。

“小村庄”连接“大市场”

清晨，肯尼亚坦布济花卉农场新采
收的玫瑰花瓣上挂着露珠。这些鲜花
将在48小时内出现在万里之外的中国
长沙高桥大市场货架上。

据肯尼亚花卉协会首席执行官克
莱门特·图莱齐介绍，肯尼亚鲜花长期
以来主要出口至欧洲国家，中国政府

2021年 11月宣布为非洲农产品输华建
立“绿色通道”，缩短检验检疫时间，扩
大关税豁免，为肯尼亚鲜花及非洲各国
的牛油果、柑橘、菠萝等特色农产品打
开了销路。

湖南玺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与肯
尼亚7家鲜花农场有合作，月均销售10
万枝鲜花，供货覆盖中国 14个大中型
城市，并销往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

该公司负责人黄梓楠说，未来中国
企业可帮助肯尼亚合作商开发精油和
花露水等衍生产品，提高肯尼亚鲜花附
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截至2023年 6月，非洲11国 16项
农产品在“绿色通道”项下获得输华准
入，越来越多的非洲特色商品热销中国
市场。在一系列贸易促进措施推动下，
非洲对华农产品出口增长迅速，中国已
成为非洲第二大农产品出口目的地
国。除此之外，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中非经贸博览会、非洲好物网购节等平
台也成为非洲农产品重要展示窗口，提
升其国际知名度。

“想象一下，如果非洲一个种植咖
啡的小村庄能够和全球大市场直接对
接，那么这个村庄将有望摆脱贫困。”非
洲联盟委员会高级技术顾问莱拉·巴尔
纳巴·洛科桑满怀憧憬地说。

（新华社内罗毕6月11日电）

中非共绘非洲农业发展蓝图

据新华社河内6月11日电 （记者
孙一）越南国家主席苏林 11日在河内
会见中国驻越南大使熊波时表示，越南
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对外政策的
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苏林衷心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国家
主席在其就任越南国家主席之际发来
贺电，表示越中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
邦，越南党和政府始终铭记中国长期以

来对越南革命斗争和国家建设事业提
供的无私帮助，始终将发展对华关系作
为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
去年底习近平总书记对越南进行历史
性访问，为两党两国关系确定新定位。
今年以来，双方各部门、各地方积极落
实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稳步推进各领
域务实合作，推动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
越中命运共同体取得积极进展。

苏林说，当前国际地区形势深刻复
杂演变，双方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
团结合作，维护共同战略利益。越方愿
同中方一道，保持高层密切往来，推动
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加快跨境铁路等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加强传统友好宣
传，更好管控分歧，推动越中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熊波表示，过去两年，习近平总书

记同阮富仲总书记实现第三轮历史性
互访，推动两党两国关系迈上新的历史
高度。去年，两党最高领导人共同宣布
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确立了新时代中越关系新定位。中方
坚定支持越南保持稳定，加快发展，愿
同越方坚持两党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
携手走好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
路和各具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维护双方
共同战略利益，推动具有战略意义的中
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为两国人
民谋幸福，为人类和平、发展与进步事
业作出更大贡献。

越南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头等优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