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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的越南首都河内，春意正
浓。走进象征两国友好的越中友谊
宫，一株新栽种的树正蓬勃生长，树
前石碑上写着“越中人文交流树，越
共中央总书记苏林种植于2025年3
月20日”。

2017 年 11 月，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越南，抵达
河内当天就出席了越中友谊宫落成
移交仪式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揭牌
仪式。

“中越关系的根基在人民、血脉
在人民、力量在人民。”2023年12月
访问越南前夕，习近平主席在越南
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中这样写道。

在习近平主席的关心和推动
下，中越两国的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不断为两国友好注入蓬勃动力。

一场难忘的会见

2023 年 12 月 13 日，位于河内
的国家会议中心，在鲜花、笑脸、掌
声、欢呼声中，习近平总书记和夫人
彭丽媛同时任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
仲夫妇共同会见中越两国青年和友
好人士代表。

“那是一次难忘的会见。我印
象最深的是，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
越友好的根基在人民’。”越南著名
将领洪水的外孙女、越通社《越南画
报》副总编何氏祥秋回忆说，“建交
75年来，越中友好合作关系获得良
好发展，充分印证这一深刻论断。”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习
近平主席多次引用越南老一辈领导
人胡志明的诗句，阐释中越传统友
谊的弥足珍贵。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忘初
心’，这深深激励着我。”另一位亲历
者、越中友协副主席阮荣光说。阮
荣光研究中国问题和越中关系近50
年，参与翻译和编校了10余部关于
中国的书籍，包括《习近平谈治国理
政》第一卷越南文版。他说，他愿继
续做好“越中友好故事的讲述者”。

“从‘两国将军’洪水到中国传
统经典名著在越南家喻户晓，习近
平总书记在现场娓娓道来一个个越
中友好故事，让我特别感动。”越南
国家歌舞剧院常任指挥童光荣也参
加了2023年12月的会见活动。

“我还记得，习近平总书记2017

年访问越南期间观看演出后，同参
加演出的我们一一握手，亲切地同
我们这些常去中国演出的人交流，
还鼓励我要继续‘加油’，让我倍感
温暖。”童光荣对记者说。童光荣和
中国作曲家莫双双是一对“跨国伉
俪”，两人联手创立了新活力民族乐
团，以越南传统竹乐融合中国音乐
元素。他说，将把“这份温暖”注入
未来的越中人文交流。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到，
在越南抗美救国斗争中，广西桂林
南溪山医院救助了 5000 多名受伤
的越南战士。“我听到这里，热泪盈
眶，自豪感、使命感油然而生。”南溪
山医院医生邓恋当时作为中国青年
代表在现场聆听讲话。

如今，在南溪山医院的院史陈列
馆里，一幅浮雕生动展现了那段两国
人民守望相助的历史。多年来，南溪
山医院已成为见证和传承中越友谊
的纽带。“我要铭记这段珍贵历史，担
当起时代责任，做好中越‘同志加兄
弟’友谊的传承者。”邓恋说。

一次温暖的相聚

习近平总书记2023年会见中越
两国青年和友好人士代表时，还特
别提到在越南抗法、抗美救国斗争
中的一段中越友谊佳话——“育才
学校为越南培养了1万多名学生”。

曾任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阮
善仁正是万名学子中的一员。67年
前，他就读于广西桂林育才学校。3
月20日，年近八旬的阮善仁在河内
参加了越方专门组织的一次特别聚
会——亲历中越关系发展的中越各
时期留学生、大学生约800人，当天
在越中友谊宫相聚。

会场内，白发如霜的代表们相
拥合影，共忆往昔。“记得我刚去中
国的时候，我们国家处境非常困难，
而中国为越南学生提供了非常好的
条件。”阮善仁动情回忆。会场外，
青春洋溢的越南学生用中文高呼：

“越中情谊深，同志加兄弟！”中越友
谊新的精彩瞬间，在此定格。

中越友好的未来在青年。一代
又一代青年心手相连、互学互鉴，为
两国友谊注入持久活力。

在 3月 20日的聚会上，苏林在
现场致辞说，两国青年正积极发挥

“青年文化使者”的作用，成为连接
两国友谊的桥梁。

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的越南留
学生黎月琼，是2023年12月共同会
见活动的亲历者。“那是我终身难忘
的宝贵经历。”她说，“习总书记很亲
切，鼓励我们青年成为越中友谊的
传承者。”

多年学习中文让黎月琼沉浸在
越中文化间天然的亲近之中，留学
经历让她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国。“与
老师和同学的日常交往不仅建立了
友谊，更让我成为两国友好的见证
者和参与者。”她说。

在广州越秀区文明路的骑楼老
街上，两幢三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引人
注目。这是越南青年革命同志会旧
址——胡志明曾在这里从事革命活
动。多年来，这里成为面向两国青年
一代讲述中越友谊的重要场所。

2024 年 8 月，苏林就任越共中
央总书记后首访就来到中国。在访
华首站广州，他参观完这个特殊的
纪念地，在留言簿上写下“祝越中友
谊世代相传、万古长青”。

在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进修中文
的越南青年裴氏敏说，参观这里后
她被深深打动。“这么多珍贵的历史
照片和文物，让我们了解到胡志明
主席在中国期间的革命活动和生
活，感受到越中人民之间的深厚情
感。”

“希望两国各界友好人士特别
是青年一代成为中越友好征程的领
跑者，为实现各自国家百年奋斗征
程和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
共同体贡献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
殷切希望，成为中越青年友谊接力
跑的新动力。

一曲动人的旋律

中越之间，总有那么一些旋律，
能拨动两国人民的心弦，唤起共同
的记忆。

习近平主席多次访问越南期
间，曾提起上世纪40年代中国抗日
战争时期，越南流行民谣唱道“中国
越南如唇齿，须知唇亡则齿寒”；也
曾谈到越南流行歌曲在中国社交媒
体传播，越南歌手在中国综艺节目
中收获大批中国“粉丝”。

“山相依，水相连，山歌一唱都

听见……”3月 28日，在广西崇左市
宁明县，以“中越大联欢·欢庆‘三月
三’”为主题的中越民俗文化交流暨
青少年联欢活动，在两国青年齐声合
唱《你来我往有情缘》中达到最高
潮。动人旋律，传递着两国人民间真
挚的情感。

今年是中越建交75周年。2024
年 8月，习近平总书记同苏林总书记
共同将今年定为“中越人文交流
年”。“要开展连民心、有温度、接地气
的人文交流”——今年 1月，习近平
总书记与苏林总书记通电话时表示。

从《云宫迅音》《上海滩》等经典
曲目到《大鱼》等现代流行歌曲，越南
新活力民族乐团的歌单越来越丰
富。“这些歌曲在中越两国拥有深厚
的群众基础，前奏一响，马上引发共
鸣，现场效果非常好。”乐团执行总监
莫双双告诉记者。

中国影视作品深受几代越南观
众喜爱，“中文热”和“华流”热潮在越
南年轻人中兴起，游戏《黑神话·悟
空》风靡越南……中越人文交流的故
事日益丰富。

3月29日，在河内中国文化中心
的支持下，越南河内-阿姆斯特丹高
中正式启用“越中文化室”。在充满
中华文化韵味的文化室一角，该校高
三学生阮霞英端坐到古筝前，弹起一
曲《女儿情》。悠扬旋律终了，她用流
利的中文分享起自己的“留学梦”：

“我特别喜欢中国文化，已申请去中
国的大学就读，非常期待梦想成真的
那一天。”

河内中国文化中心主任张德山
说，很多越南年轻人通过网络平台，
一边沉浸式追中国影视剧，一边学习
中文、学唱中文歌，了解中国的人文
历史和现代生活。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外国语
大学中国语言文化系主任范明进说，
越南学生高考填报中文专业的比例
不断上升。越南河内大学孔子学院
的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在该考
点报考汉语水平考试的人数达9941
人次。

“中越人文交流迸发蓬勃生机，
两国领导人亲手培植的友谊之树结
出硕果。”莫双双说，相信中越友谊的
深厚土壤上，人文交流的林海将愈加
繁盛。 （新华社河内4月13日电）

“ 中 越 友 好 的 根 基 在 人 民 ”
——习近平主席引领推动中越传统友谊恒久常新

新华社记者 乔继红 胡佳丽 李勍

“加强对话深化理解”“巧用善用科技赋能”
“尊重文明多样性”……新华通讯社与马来西亚国
家新闻社（简称“马新社”）共同主办的中国-东盟
媒体智库高端论坛11日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
举行。与会嘉宾围绕“汇聚中国-东盟合作新动
能”主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认为媒体智库将发挥桥
梁纽带作用，推动中国与东盟增进传统友谊、深化
互利合作，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
同体增添新活力、汇聚新动能。

加强对话交流，推动区域合作

本届论坛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 160 余家媒
体、智库、政府部门和企业约260名代表。与会嘉
宾表示，本届论坛凝聚共识，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
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传递心声，在百年变局中协
同推动区域合作发展。

马来西亚副总理法迪拉在致辞中表示，在当
前全球经济面临不稳定性、世界遭遇地缘政治变
化的时代，媒体和智库在弥合不同观点、提供决策
参考及推动和谐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讨论普遍关心的问题需要开放交流的窗
口，中国-东盟媒体智库高端论坛就是这样的平
台。”中国传媒大学区域国别传播研究院执行院
长周亭表示，多个国家、多个主体、多种角色通过
对话，形成共识，破除偏见，让中国和东盟国家的
声音、立场和观点在国际舆论场上获得更广泛
关注。

老挝巴特寮通讯社副社长西婉赛·西潘卡姆
表示，东盟各国嘉宾围绕本届论坛的核心议题展
开热烈讨论，助力共绘中国-东盟合作未来愿
景，进一步提升在全球舞台上的集体声音与影
响力。

拥抱智能浪潮，迎接时代变革

在科技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人工智能的
迅猛发展为各国带来前所未有的变革机遇。与
会专家普遍认为，媒体智库应当主动拥抱技术
革命，善用人工智能之利，巧用人工智能之智，
引导社会理性认识技术变革，推动构建兼具创新活力和安全底线的智能
未来。

马新社主席黄振威认为，数字化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推广能优化传
统新闻内容叙述与视觉呈现，使其更加贴近全球年轻受众喜好，有助于打破长
期由西方主导的文化传媒市场。他表示，期待双方媒体机构联合发起更多内
容共创和人工智能培训项目，以进一步加强全球南方在数字技术领域的互动
与合作，为全球知识体系贡献智慧。

世界华文媒体集团主席张聪指出，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媒体与智库带
来技术赋能与创新机遇。她呼吁媒体与智库坚守使命，通过巧用、善用科技手
段以改善传播方式、触达更多受众、传播优质内容，助力社会顺利跨越科技变
革期，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面对智能浪潮带来的各种风险和不确定性，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各国应坚
持“赋能而非替代”原则，持续提升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安全性、可靠性、可
控性与公平性，确保技术始终向善而行。

马来西亚通信部长法赫米·法齐勒呼吁，在如今信息过载的时代，媒体智
库应主动作为，始终确保准确、真实、负责任的行业生态。马来西亚新纪元大
学学院校长莫顺宗呼吁，中国与东盟共同建立有效机制，携手维护信息的安全
与畅通。“信息畅通，才能心意相通。唯有心意相通，方可合作无间。”

尊重多元文明，互鉴共促发展

“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发展。”在本届论坛上发布的中国-东盟媒
体智库高端论坛吉隆坡共识明确指出，人文交流和文明对话已成为加强中
国-东盟关系的重要支柱。与会嘉宾对此高度认同，并纷纷表示期待未来进
一步发展文化多样性，推动文明互鉴，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树立全球南方合作
的新典范。

“文明不是静止不变的丰碑，而是一场持续进行的深度对话。”印尼-中国
伙伴关系研究中心主任韦珍玉呼吁，在当今危机频发、挑战重重的国际局势
下，全球南方应更加倡导“和而不同、互惠共赢”的文明互鉴理念，为建设多元
共生的世界文明注入新动能。她强调，区域各国需通过对话促进知识共享、文
明交流与增进理解，推动实现亚洲共同愿景。

“我们必须认识到，自身的身份、文明和文化应当成为我们的力量所在，区
域合作应建立在相互理解、尊重欣赏以及面对挑战时的坚韧不拔之上。”缅甸
宣传部媒体发展司司长迪达丁在出席论坛时说。

日前，缅甸遭遇强烈地震，包括中国在内的区域各国紧急驰援并与缅甸民
众共克时艰。迪达丁感慨道：“我深信，这些救援不仅体现出区域内的‘一家
亲’团结精神，更展现出我们共享文明所蕴藏的宝贵价值，展现出中国与周边
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巨大诚意。”

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主任兼高级研究员本恩·纳戈拉指出，文
明交流是跨文化沟通的核心内容，也是全球南方尤为关注的议题。作为全球
南方合作的典范，东盟各国尊重多元文化、推动文明互鉴，为共享发展机遇提
供支持。这样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将为应对挑战提供强大支撑，也为通向充
满光明的未来奠定基础。

（新华社吉隆坡4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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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首都河内以南 35 公里的
广富桥村，有着悠久的香签制作
传统。朱红、明黄、靛蓝、翠绿等
色彩跃上竹签，晴日里数万支彩
香在院落与田野间舒展，香尾如
羽翼般铺展，将村庄化作大地上
的动态艺术。

村中最具冲击力的场景莫过
于晾晒场：庭院、屋顶与空地皆被
彩香占据，成捆香签以竹芯为轴
向外发散，蔚为壮观，吸引众多游
客和摄影师前来打卡拍照。

村中匠人以青竹为骨，经劈
签、染色、裹粉、晾晒等十余道工
序，用匠心编织着越南手工艺的
色彩。

这是 3 月 24 日，在越南广富
桥村，游客在晾晒的香签旁拍照。

（新华社发）

“香”飘河内

“ 我 最 喜 欢 的 中 文 歌 是《大
鱼》。几年前我首次到成都时，中国
小伙伴们演唱这首歌迎接我们，我
听了很感动。”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
成员安娜·布吕梅克（中文名布姝
婵）12日向新华社记者谈起自己学
过的中文歌时说。

合唱团13日将开启为期两周的
四川和重庆之旅。赴华游学送行仪
式 12 日在中国驻杜塞尔多夫总领
事馆举行，约40名合唱团师生和家
长们欢聚一堂。

布吕梅克作为代表在仪式上
说，合唱团即将踏上一段独一无二

的旅程，“这次旅程不仅让我们能
收获见闻和体验，更是友谊与相互
理解的生动象征”。她还清楚记得
第一次去中国的旅程，现在她即将
第 5次访华，“有一种要回家”的亲
切感。

来自多特蒙德市的高中生约纳
斯·米勒兴奋地说：“我学中文两年
了，我们现在对踏上曾无数次幻想
过的旅程满怀期待。我真要飞往汉
字国度了！那些我曾练习的文字，
终于可以亲眼看到它们的家了！”

成都茶香袅袅的茶馆、重庆令
人目眩的桥梁、矗立江边的乐山大

佛——这一切都引发了米勒的好奇
心，“听说品尝四川的每一道菜都是
一种挑战!”米勒认为，这次旅行不
仅是观光和美食的体验，也是去认
识课本外中国的机会。

中国驻杜塞尔多夫代总领事昌
海涛说，德国学生将与中国同龄人
交流，走进校园和社区，品尝地道美
食，甚至学习几句四川方言。这些
点滴互动，将成为同学们理解真实
中国的钥匙。希望合唱团将所见所
闻带回德国，与家人朋友分享一个
立体、鲜活的中国；更希望这段经历
能点燃同学们心中对跨文化交流的

热爱，未来成为中德合作的参与者、
推动者。

据了解，本次游学活动是在青
年使者交流学习计划下开展的。德
国学生将体验中国高铁，走进西南
交通大学，探访乐山大佛等世界遗
产，并实地考察大熊猫保护与繁育
工作。

伯乐中文合唱团系面向德国青少
年开展“唱歌学中文”活动的非营利
性公益机构，以促进中德民间交流为
宗旨，积极致力于在语言和文化领域
增进两国友谊。
（新华社德国杜塞尔多夫4月13日电）

德国伯乐中文合唱团开启赴华交流学习之旅
新华社记者 刘 向

新华社大阪 4月 13日电（记者
陈泽安、杨智翔）2025年大阪·关西
世博会（大阪世博会）13 日正式开
园，以“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
体——绿色发展的未来社会”为主
题的中国馆当天举行了开馆仪式。

大阪世博会将持续至 10 月 13
日。中国馆是本届世博会面积最大
的外国自建馆之一，占地面积约
3500平方米。

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在开馆
仪式上致辞中表示，中国政府积极
支持日方举办大阪世博会，高度重
视大阪世博会中国参展工作，由中
国贸促会会同各方精心组织筹备中
国馆。希望通过中国馆的精彩展示
和丰富活动，让世界看到欣欣向荣、
自信开放的中国，为大阪世博会留
下精彩难忘的中国印记，积极促进
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

国际展览局秘书长迪米特里·
开尔肯泽斯说，中国始终以卓越表
现参展，其展馆屡获殊荣、广受赞
誉。在大阪世博会上，世界各地观
众将在中国馆领略中国深厚的文化
底蕴与古老智慧，见识现代中国科

技创新成就和创意方案。
日本世博协会会长、日本经济团

体联合会会长十仓雅和表示，日中关
系是日本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期
待各国有识之士以大阪世博会为起
点，推动创新合作，共同构建焕发生
机的未来社会。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表示，希望
通过大阪世博会进一步深化日中地方
交流合作。

国际展览局主席阿兰·伯杰、中国
驻日本大使吴江浩以及中日企业、文
化等各界人士约 300 人参加开馆仪
式。仪式上举行了传统舞狮和舞剧
《朱鹮》表演。

中国馆共设“天人合一”“绿水
青山”“生生不息”三个展区，旨在展
示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展现中国绿
色发展理念，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
鉴和民心相通。其中，近距离对比
展示由中国嫦娥五号、嫦娥六号探
测器采集的月球正面和背面土壤样
品，以及“蛟龙”号深潜体验舱、新一
代人形机器人、以“二十四节气”为
主题的大型多媒体动态影像、数字
化动态长卷《耕织图》等展项是中国
馆的亮点。

大阪世博会中国馆开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