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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同志加兄弟”的真情谊

今年是中国和越南建交 75 周
年。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友好邻
邦，志同道合、命运与共成为两党两
国关系最鲜明特征。双方在并肩战
斗的峥嵘岁月中结下“同志加兄弟”
的深情厚谊，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
中互学互鉴、携手共进，当前同处国
家发展振兴的关键时期，是改革道
路上的同行者、现代化道路上的好
伙伴。

2023年年底，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习近平成功访问越南，双
方宣布携手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
越命运共同体，两党两国关系迈入
新阶段。

“政治互信更高、安全合作更
实、务实合作更深、民意基础更牢、
多边协调配合更紧、分歧管控解决
更好”——访越期间，习近平总书记
提出“六个更”总体目标，为中越命
运共同体建设架梁立柱，明确方向。

2024年8月，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来华进行国事访问，
这是苏林就任越共中央总书记后首
次出访。在同习近平总书记的会谈
中，苏林表示，越南党和政府将“按
照‘六个更’总体目标，深化越中全
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推进构建具
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

中越两党两国保持高层密切往
来，共同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
信，深化战略沟通，推动务实合作，
为两国现代化事业增添新动力，为
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引领中越
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经贸合作是推进中越关系的重
要动力源泉。中国是越南最大贸易
伙伴，越南是中国在东盟的最大贸

易伙伴。中越国际班列运输效率大
幅提高，成为中越经贸往来的“快车
道”。铁路、高速公路、口岸基础设
施“硬联通”建设提速，智慧海关“软
联通”不断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同“两廊一圈”战略对接加快推
进。来自越南的椰子、火龙果、菠萝
蜜等特色农产品丰富了中国百姓的
果篮，中国出口的原材料和机械设
备有力支持越南制造业发展，中越
两国务实合作持续“双向奔赴”。

“共饮一江水，早相见、晚相望，
清晨共听雄鸡高唱”，动人旋律道出
中越地缘相近、人缘相亲。今年 1
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和苏林总书
记共同宣布中越人文交流年正式启
动。在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
连民心、有温度、接地气的丰富人文
交流活动将在两国民众之间架起更
多相知相亲的桥梁。

今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收官
之年，是越南筹备越共十四大的关
键年份，对于中越两国都具有承前
启后的重要意义。越方各界期待，
习近平总书记此次访问将进一步深
化两党两国关系，推动社会主义事
业发展壮大。

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副
所长阮氏芳花说，越中领导人历来
将两党两国传统友谊视为宝贵财
富，越中关系近年来快速发展，相信
双方的深情厚谊必将代代相传。

情同手足的知心朋友

骄阳似火，马来西亚东海岸铁
路（马东铁）项目鹅唛车站施工现场
机械声轰鸣，中马两国建设者操作
吊车，完成钢构件吊装作业，一派繁
忙景象。当地青年员工阿兹里尔·
哈基姆说：“我在这里学习成长，还
有机会为国家建设贡献力量。”

作为中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旗舰项目，中企承建的马东铁项
目计划2027年年底竣工，建成后将
填补马来半岛东西岸没有铁路贯通
的空白，提高沿线互联互通水平，助
力当地经济发展。

政治互信、高层引领，是中马关
系提质升级的重要保障。

1974年，马来西亚成为东盟成
立后率先同中国建交的东盟国家。
建交以来，中马始终友好相处、守望
相助，树立了国与国相互成就、合作
共赢的典范。

2013年，习近平主席成功访问
马来西亚，中马关系提升为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2023年，习近平主席
同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就共建中马
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关
系开启全新发展阶段。

“中方愿同马方传承发扬优良
传统，做世代友好的亲密邻居、携手
发展的真诚伙伴、情同手足的知心
朋友、共促和平的重要力量，在各自
现代化发展征程中深化战略合作，
推动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
新台阶。”2024年 9月，习近平主席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马来西亚最
高元首易卜拉欣举行会谈时，这样
寄语新时代中马关系发展。

战略对接、务实合作，为两国民
众带来实实在在的益处。

马来西亚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
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国家之
一，中国支持马来西亚“昌明大马”
理念，两国发展战略对接不断加强，
在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

中国连续16年是马来西亚最大
贸易伙伴，马来西亚是中国在东盟
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和第一大进口来
源国。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和马中关
丹产业园区蓬勃发展，“两国双园”

国际合作新模式开花结果；钦州港
和关丹港缔结为“姐妹港”，为两国
物流运输提供稳定支撑；去年8月，
马来西亚鲜食榴莲首次进入中国市
场……中马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硕果累累。

互学互鉴、相知相亲，成为中马
关系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从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
六甲的历史佳话，到如今互派留学
生、互相给予签证便利化的双向开
放，中马人文交流“切水不断”、代代
相传。

双向旅游人数大幅上升；职业
教育、联合科研、数字教育合作不断
深化；开展新一轮大熊猫保护合作
研究；两国同意联合申请将“舞狮”
项目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两国
人文交流合作蓬勃展开，为中马命
运共同体建设夯实民心根基。

多元共生、合作包容，是中马两
国在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共同追求。

2025 年，马来西亚正式成为金
砖伙伴国，同时担任东盟轮值主席
国和中国－东盟关系协调国。中国
将与马来西亚一道，致力于推动构
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
体，推进东亚合作和区域经济一体
化，就重要热点和国际问题加强沟
通协调，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
定作出贡献。

“马中两国现在处于双边关系
最好的时候。”马中友好协会会长马
吉德说，相信在两国元首引领下，中
马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取得新成
果，必将开创两国关系“下一个辉煌
50年”。

成色十足的铁杆友谊

高大的支柱延伸至吊顶散开，

支撑起一块块通透的玻璃幕墙，阳光
投射到候机大厅，让人仿佛置身柬埔
寨常见的一棵棵糖棕树下，这是中国
企业承建的柬埔寨德崇国际机场。这
座机场 7月投入商业运营后，预计将
大大提升柬埔寨首都金边的旅游接待
能力。亚太旅游协会柬埔寨分会主席
吞西南说：“新机场正在塑造柬埔寨互
联互通的新未来。”

在海上丝绸之路的舟楫往来中，
中柬友好跨越千年。“信任如树”——
2016年访柬前夕，习近平主席在当地
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引用当地谚
语，阐释中柬传统友谊历经岁月洗礼
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根深叶茂。

中柬是同甘共苦、守望相助的“铁
杆”朋友。新时代以来，中柬友谊之树在
两国领导人精心浇灌下，结出累累硕果。

中方珍视同柬埔寨王室的特殊友
谊，高度重视中柬关系发展。2023年
9月，柬埔寨国王西哈莫尼赴中国杭州
出席第 19届亚运会开幕式。在同习
近平主席会见时，他特别强调，完全赞
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亲诚惠容周边外
交理念。

中柬高层常来常往，保持战略沟
通。2023年 9月，柬埔寨首相洪玛奈
就任后把中国作为首次正式出访的国
家。时隔 1月余，洪玛奈首相来华出
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2024 年 12 月，柬埔寨人民党主
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访华。在会见会谈
中，习近平主席用“中柬铁杆友谊成色
十足”“中国始终是柬埔寨最可信赖的
朋友、最为坚定的依靠”形容两国关系。

在高层往来的政治引领下，中柬
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入高质量、高水平、
高标准的新时代，中柬“铁杆”友谊深
入人心。

约4000公里公路、10多座跨河桥
梁、总灌溉面积约42万公顷的水利项

目、8000 多公里国家电网和农村输变
电线路……中国企业积极参与柬埔寨
基础设施建设，有力支撑社会经济发
展，柬国家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连续多年是柬埔寨最大外资
来源国和最大贸易伙伴，中柬自贸协定
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生效
实施带来的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中柬双
边贸易额大幅增长；两国“一带一路”合
作标志性项目西哈努克港经济特区已
吸引超过200家企业入驻，为当地创造
约3.2万个就业岗位……以落实新版命
运共同体行动计划为主线，中柬正不断
充实“钻石六边”合作架构，推进“工业
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助力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和柬埔寨“五角战
略”高质量对接。

中柬合作发布《真腊风土记》柬文
版，中国援柬吴哥王宫遗址修复项目顺
利实施，中柬人文交流年活动丰富多彩
……双方人文交流愈发频密，为中柬命
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凝心聚力。

柬埔寨金边皇家大学国际问题与
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通孟戴维说，柬
埔寨与中国是南南合作的典范，柬中关
系坚如磐石、牢不可破，具有强大生命
力和广阔发展前景。

东盟秘书长高金洪在接受新华社
专访时表示，东盟将持续深化同中国的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东盟秉持的多边
主义理念与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大全
球倡议高度契合。

在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引领下，
中国同周边国家开辟友好合作新境界，
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正
能量。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坚持与邻
为善、以邻为伴，同地区国家携手构建
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共生的亚洲
家园，共同谱写推动构建周边命运共同
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新华社北京4月11日电）

巴西矿业和能源部长亚历山大·西尔韦拉10
日说，该国正计划在电力部门推行一项改革，以
提高面向低收入家庭的电费补贴，从而使减免电
费的低收入家庭增至6000万户。改革方案将在
今年上半年提交国会审议。

据路透社10日报道，西尔韦拉在里约热内卢
举行的一场公开活动上说，目前巴西已有约5000
万户家庭享受不同程度的电费减免优惠。

他没有说明其中有多少户享受电费全免待
遇。根据现行政策，巴西低收入家庭可向政府申
请电费补贴，补贴的最高等级即电费全免。补贴
将通过电费形式分摊到其他电力用户的账单上。

虽然巴西经济正在增长，失业率也逐渐下降，
但在 2月一项民意调查中，总统路易斯·伊纳西
奥·卢拉·达席尔瓦的支持率跌至他 2003 年至
2010年执政期间以及2023年再次执政以来的最
低水平，主要原因是近期巴西国内物价持续
攀升。

西尔韦拉说，本次改革将重点削减其他方面
的电力补贴，特别是自主发电的大型企业所享受
补贴。这类补贴被认为是推高巴西居民电价的重
要因素之一。不过，改革的具体实施细则仍有待
公布。

巴西电力管理局预估，2025年巴西全国电力
补贴总额将达410亿雷亚尔（约合70亿美元），其
中用于低收入家庭电费补贴的专项资金为67亿
雷亚尔（约合11.4亿美元）。

（新华社微特稿）

4月的印度尼西亚雅加达，阳光
透过教学楼的窗户洒在一台台精密
的智能制造设备上，机器的操作声
与学生们热烈的讨论声此起彼伏。

在位于雅加达穆罕默迪亚大学
内的印度尼西亚鲁班工坊，学生们
正围着可编程逻辑控制器（PLC）设
备进行操作训练。

“在自动化行业，PLC真的非常
有用！”电气工程专业学生伊斯玛·
娜比拉一边调试控制面板，一边兴
奋地告诉记者，“特别是在电气产品
制造领域，它能紧跟时代发展，在工
厂、机场等场所都有广泛应用。”

记者日前走访这座由扬州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与雅加达穆罕默迪亚
大学共建的鲁班工坊时了解到，这
里采用的工程实践创新项目教学模
式，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深
度融合。

据统计，自成立以来，印尼鲁班
工坊已累计培养300余名技能型人
才，并开发了涵盖理论实践一体化
和实训共计 6门双语课程，助力雅
加达穆罕默迪亚大学不断提升学生
的综合职业能力与创新能力。

随着中印尼两国合作不断深化，
越来越多中资企业进入印尼市场，对
本土化人才的需求也愈发迫切。为
破解这一难题，中印尼双方不断深化
校企合作，从最初的“丝路工匠”培育
坊，到如今的印尼鲁班工坊，打通了
学习到就业的“最后一公里”。

作为印尼鲁班工坊最早的合作
伙伴之一，中企海螺水泥在职业培
训、就业对接、人才共育等多领域同
鲁班工坊持续深化合作，为服务中
资企业、推动中印尼职业教育合作
提供了示范样本。海螺水泥印尼区
域总经理助理秦栋说：“企业最缺的

就是具备国际视野、跨文化交流能
力和专业技能的本土化人才。”

受益于鲁班工坊培训的阿斯特
丽德·博考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
印尼鲁班工坊，她不仅学会了中文，
还掌握了先进的专业技能。毕业
后，她入职海螺水泥的一家印尼分
公司，从供应部核算员做起，如今已
成长为公司中坚力量。

和阿斯特丽德一样，德妮·马利
纳在印尼鲁班工坊学习期间通过了
汉语水平四级考试，同时收获了丰
富的专业技能和跨文化沟通经验。

2023年，德妮加入雅万高铁项目
担任客运段翻译，成为中印尼团队沟
通的“桥梁”。“我从一个普通的印尼女
孩，成长为连接两国的纽带，这一切都
离不开在鲁班工坊的学习经历。”

雅加达穆罕默迪亚大学校长马
蒙·穆罗德说：“通过与中国院校、企

业的紧密合作，我们引进了先进的教
学资源和实践平台，为学生的职业发
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今年 2月底，印尼鲁班工坊智能
制造中心正式揭牌。该中心占地近
300平方米，设有“电气成套”和“智能
产线”两大功能区的现代化教学中
心，为印尼培养更多电力与自动化领
域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中心的建设既是顺势而为，更是
主动作为。”扬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党委书记陈洪说。他表示将继续聚
焦印尼产业发展需求，打造集技术创
新、人才培养、人文交流于一体的国
际产学研合作平台。

“我们期待以鲁班工坊为起点，进
一步拓展同中国院校和企业的合作，
为印尼乃至东南亚地区的职业教育
和经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马蒙
说。 （新华社雅加达4月11日电）

中印尼职业教育合作助力印尼学子圆梦
新华社记者 陶方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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