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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哈拉雷 4月 15日电（记
者许正）中国援津巴布韦菌草技术
项目组14日表示，中国首次向津巴
布韦提供菌草技术援助，以促进该
国农牧业发展。

当日，项目组第一期技术培训

班在西马绍纳兰省的一所农业学院
举行，津巴布韦基层农业官员、技术
人员和农户等50余人参加了培训。

据项目组组长饶火火介绍，该
援助项目从2025年开始实施，为期
三年，通过推广菌草种植技术、发展

菌草加工利用等，促进津巴布韦农
牧业发展和农户增收减贫。

“我们将培训津巴布韦农民用
菌草作蘑菇培养基、牲畜饲料和作
物肥料，并利用其进行生态治理。”
饶火火说。

津巴布韦农户马斯温戈说：“中国
专家告诉我们，菌草十分耐旱，是优
良的天然饲料，我准备接受培训后就
开始种植。”据了解，项目组将在未来
三年内开展30期培训，帮助更多农户
提升种植技能。

多名知情人士14日披露，欧洲
联盟委员会向一些即将赴美的官员
发放一次性手机和基础款手提电
脑，以防范美方情报人员窃密。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这一
措施表明欧盟将美国视作潜在安全
风险，凸显美国共和党籍总统唐纳
德·特朗普今年 1月就任以来欧美
关系恶化程度。一名未具名欧盟官
员说：“跨大西洋联盟终结了。”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
4 月 21 日至 26 日将在美国首都华
盛顿举行春季年会，欧盟委员会三
名高官将参会，分别是分管经济等
事务的委员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
基斯、分管金融服务等事务的委员
玛丽亚·路易斯·阿尔布开克、分管
国际伙伴关系事务的委员约瑟夫·
西克拉。这些人已收到欧盟委员会
关于防范美方窃取机密的最新指导
意见。

一名知情官员说，欧盟担忧“美
国潜入欧盟委员会（信息）系统”。
据报道，欧盟与美国正就多领域敏
感议题进行谈判。分管贸易和经济
安全事务的欧盟委员马罗什·谢夫
乔维奇 14 日在华盛顿与美国商务
部长霍华德·卢特尼克会谈，以期缓
解欧美间正在升级的贸易战。

据报道，欧盟在向赴美官员发

送的书面文件中建议他们在美国边检
处关闭手机，并将其放置在特制手机
套中，防止手机的信息遭窃取。欧盟
委员会向《金融时报》证实，近期确实
更新了赴美安全建议，但否认在书面
文件中就一次性手机使用注意事项作
出具体提示。

欧洲智库布鲁塞尔地缘政治研究
所所长卢克·范米德拉尔认为，欧盟
委员会的建议并不让人意外，因为华
盛顿是“倾向于动用法外手段推进自
身利益和权力的对手”。

范米德拉尔提及 2013 年曝光的
“窃听门”事件，即由民主党人贝拉
克·奥巴马领导的美国政府被指窃听
时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的手
机。范米德拉尔表示，美国的共和党
或民主党政府都使用“同类招数”，欧
盟委员会已“接受现实”。

《金融时报》报道指出，当下赴美
存在“额外风险”，美国边检官员可能
没收入境人员手机和手提电脑并审查
其所含内容。已有一些欧洲赴美游客
和学者因被查出曾在社交媒体或文件
中发表“批美”言论而被拒绝入境。
法国政府今年3月说，一名法国学者
入境美国时遭拒并被遣返，理由是他
就美国政府针对学术研究领域的政策
表达“个人观点”。

（新华社专特稿）

书香四溢，人潮涌动。在智利圣地亚哥首都大区雷
科莱塔市第六届社会科学国际书展现场，智利城市规划
师帕特里夏·恩里克斯买了一本讲述中国发展治理经验
的书。

恩里克斯任职于智利公共工程部，同时也在智利大
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书。她曾去过北京、上海、深
圳、香港等中国不少地方，她的孩子们也正在学习中文。

“中国的现代化发展成果令我和家人印象深刻，这
也使得中国城市建设、治理经验成为我研究的一部分，”
恩里克斯向记者谈到买下这本书的缘由，“实际上，我经
常用中国的案例作为工作与教学的借鉴。”

本届书展主题为“阅读现在，思考未来”，于4月4日
至13日举行，汇集智利国内外50多家展商。中国驻智
利大使馆与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协作参展，
将上百种中国书籍带到智利，有经典作品《西游记》，也
有《解密》《跑步穿过中关村》《三体》等当代作品西班牙
文版，还有不少讲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经济社会治理
经验类书籍，吸引了很多参观者。

中国展台设置在书展入口处，除种类多样的书籍
外，展台还放置了变脸玩具、蛇年生肖玩偶、中国结等独
具特色的装饰，一旁设有大屏滚动播放中国传统文化短
片，在书展现场筑起一处“中国角”。

25岁的智利女孩康斯坦萨·奥亚尔顺是中国展台的
志愿者之一，“民众对中国的生活、政治、社会都充满好
奇，希望从书页中窥见这个国家如今的面貌”。

从奥亚尔顺向记者展示的销售记录看，中国发展经
验方面的书籍颇受欢迎。不少读者还专门留言写下具
体领域书籍的求购意愿，希望在未来的书展或书店里能
接触到更多中国书籍。其中不仅有相对年长的专家学
者，还有不少年轻人。

智利律师、前众议员乌戈·古铁雷斯参观中国展台
后告诉记者，中国正深入参与世界发展，有很多经验值
得智利学习，中国书籍的参与“让这个地理上遥远的国
度更加贴近智利人的日常生活”。

除了常规书籍发布、售卖，智利社会科学国际书展
还提供上百场免费向公众开放的研讨会、新书发布会、
演出等文化活动，由拉美知名作家、思想家、学者等主
持，邀请民众一同参与探讨经济、哲学与社会议题，几乎
场场爆满。由中国驻智利大使馆临时代办马振与两位
智利学者11日共同献上的“岂止于经济：中智历史、文
化与发展的关联”座谈会正是其中之一，从中国的文明
传承、社会现状、与拉美相关联的中国流行文化等角度
帮助现场听众认识当代中国。

马振告诉记者，智利和拉美读者对各类中国书籍都
很感兴趣，尤其是关于中国社会治理方面的内容，这令
他感到十分惊喜，同时也说明当地读者对中国实现经济
与社会发展奇迹背后的原因充满好奇，希望从书中寻找答案。

“通过书籍这扇窗，我们希望与智利人民分享中国的优秀经验与实践，让
两个兄弟国家能携手前行。”他说。

（新华社圣地亚哥4月14日电）

“中国同马来西亚是千年结好
的邻居、以心相交的朋友、合作共赢
的伙伴。”习近平主席如此评价两国
间的深厚友谊。

从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
六甲的历史佳话，到新时代中马人
文交流的丰富内涵，重温习近平主
席讲述的中马友好故事，聆听马来
西亚朋友的心声，更加深刻感受到
中马之间“切水不断”的特殊情谊。

友谊扎根沃土

4月，马来西亚古城马六甲游人
如织。岭南风格的骑楼鳞次栉比，
不时有穿着娘惹服饰的中国游客走
过。这里曾是郑和驻节马六甲时设
立的临时贸易站——“官厂”所在
地，也是早期华人迁居南洋的落
脚点。

郑和播撒下的和平友好种子，
已在蕉风椰雨的滋养下枝繁叶茂。

2013年10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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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期间，习近
平主席从郑和与马六甲的佳话谈
起，谈及中马友好：“抚今追昔，中国
将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讲信
修睦，致力于同马来西亚发展睦邻
友好关系。”这让马来西亚朋友深有
共鸣。

在当时紧凑的访问日程中，习
近平主席专门出席马来西亚各界华
侨华人欢迎午宴，回顾华侨华人在
马创业奋斗的历史。他指出，马来
西亚华侨华人是中马友谊和合作
的亲历者、见证者、推动者。“你们
到中国投资兴业，捐资助学，推动
两国文化交流，为中马关系发展牵
线搭桥。没有华侨华人的努力，就
没有中马关系今天的大好局面。”
温暖的话语，令在场的华侨华人备
受鼓舞。

马来西亚前交通部长廖中莱对
习近平主席 12 年前的访问记忆犹
新。作为来自马六甲的华人，廖中
莱对中马之间源远流长的历史情谊
有着特别的感受。他说，马来西亚
华人保持着中华文化传统，拥有完
整的华文教育体系。“中国不仅是我
们的好邻居、好伙伴，更是值得信赖
的朋友，致力于推动世界的和平与
繁荣。”

一代代华人，用坚韧与勤劳在
马来西亚发展历程中写下浓墨重彩
的篇章，同时也成为连接中马的文
化桥梁，促进中华文化与马来西亚

多元文化相互交融。如今，一些马
来西亚流行歌手在中国深受喜爱，
《哪吒之魔童闹海》成为马来西亚最
卖座的中文电影之一，两国间的签
证便利促成“说走就走的旅行”，携
手保护文化遗产让根脉相连的情谊
更深。

马来西亚民调机构最近发布的
一项民调结果显示，马来西亚主流
民意看好中国发展，人们期待马中
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割不断的地缘之近、人民之亲，
为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提供不竭
动力。

交流促进交融

漫步马来西亚吉隆坡街头，不
同语言、不同肤色、不同族裔的人们
和谐相处，拔地而起的高楼与历史
悠久的唐人街、印度街相映成趣。
多元文化的交融共生，为城市增添
迷人色彩。

马来西亚有这样一所大学——
它的学生来自近50个国家，俨然一
个“小联合国”。

2013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问
马来西亚期间见证了厦门大学马来
西亚分校（简称“厦大马校”）共建协
议正式签署。多年来，一批批优秀
学子在这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校园里
学习新知，朝气蓬勃地走出校门、走
向世界。

易欣儿是厦大马校中医学专业
学生。从《黄帝内经》《伤寒论》等经
典理论，到针灸、推拿、中药学的实
践操作，中英双语教学让她不仅能
流畅阅读中文古籍、医案，也能用英
文向患者和朋友解释中医理论。这
个学期，她正在中国厦门进行临床
实习轮转。她告诉记者自己有个梦
想：“我想在马来西亚开设中医诊
所，医治病患，把中医文化在这里发
扬光大。”

厦大马校能源与化工学院教授
杨惠芬与中国院校保持着密切的科
研合作，经常带领学生前往中国研
学交流。她说：“来自不同国家和文
化背景的学生在团队合作中各展所
长，强强联合，往往能收获不错的效
果，这种经验对未来的研究、工作都
大有裨益。”

就读人工智能专业的中国学生
李琛晔喜爱厦大马校海纳百川的校
园文化氛围。“我们学习专业知识，
也相互欣赏，学会更加包容和多元
的思维方式。”

通过厦大马校平台，中马共同
探索高等教育发展的新模式、新路
径，促进多元文明的交流对话。厦
大马校校长王瑞芳说：“我们希望为

‘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更多跨文化交
流人才，为中马、中国同东盟合作发
挥积极作用。不同国家的学生共同
学习生活，彼此深入了解交流，可能
结下终生友谊。这是更深层次的民
心相通。”

“倡导文明多元共生、和谐包
容，践行以和平、合作、包容、融合为
核心的亚洲价值观，推动中华文明
和伊斯兰文明在互学互鉴中共同发
展。”去年11月，在北京会见来华访
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时，习近
平主席强调要拉紧中马友好民心
纽带。

安瓦尔总理对此深表赞同。他
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倡导不同文
明包容互鉴，“体现了对人类文明进
步和人民利益福祉的深厚情怀和智
慧担当，代表了全球南方的共同愿
望和心声”。

年逾古稀的马中友好协会会长
马吉德曾多次见过习近平主席，对
中国领导人“睿智亲和、坚毅沉着、
富有担当”的风范印象深刻。尤其
令他受触动的是，“面对当今充满不
确定性的世界，习近平主席提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展现了大
国担当。

在马吉德看来，马来西亚政府
正在推行“昌明大马”执政理念，可
以从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获得重要
启示。他注意到，两国领导人对于
加强文明对话有着深入思考和广泛
共识。“在动荡的世界里，这种超越
一般经贸范畴的深入沟通和理念共
鸣，不仅为马中关系注入新的内涵，
也有助于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互
信，实现世界文明的和谐共生。”

新芽正在绽放

听闻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马来
西亚的消息，正在天津大学学习的
马来西亚留学生石轩瑜欣喜不已：

“太荣幸了。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
文化交融的国家，有很多特色美食，
期待能有机会向习近平主席展示。
愿马中友谊长存!”

2024年是“中马友好年”，石轩
瑜和同学们给习近平主席写了一封
联名信，表示立志做中马友谊的传
播者和推动者，期待用所学知识服

务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
习近平主席同马来西亚最高元首

易卜拉欣就中马建交50周年互致贺
电时，专门提到了这群马来西亚学生
的故事：“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
对此感到欣慰。”

一年来，石轩瑜和中国同学一起
探访天津杨柳青传统年画文化，参观
北京的新能源汽车工厂，也向中国朋
友介绍马来西亚文化特色。她想用行
动推动两国更深入地了解彼此的文化
与历史。

“希望两国关系更上一层楼。”联
名信作者之一、天津大学信息管理与
信息系统专业学生陈劲咏告诉记者，
他打算毕业后到在马中资企业应聘，
助力中企拓展合作。“我们期待用青
年的力量，延续两国的友好情谊。”

年轻人清澈的眼眸，流淌着诚挚
的期许。他们的青春梦想，是中马友
谊花园中动人的新芽。

“加强高等教育、联合科研等领域
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亲，培养中马
友好事业接班人”——习近平主席对
中马关系的未来寄予厚望。

增进人民相知相亲，离不开对彼
此语言文化的深入理解。1962年，北
京外国语大学开设了中国第一个马来
语专业。1963年，马来亚大学设立了
马来西亚第一个中文系。“双方都深
感有必要系统学习对方国家的语言文
化，促进对话。”北京外国语大学亚洲
学院院长苏莹莹说，经过数十年发
展，中国高校的马来语教学取得长足
进步，不少院校采取联合培养模式，
学生们有很多机会前往马来西亚的顶
尖院校交换学习。

与此同时，马来西亚的汉语热持
续升温。马来西亚现有8所孔子学院
和 1所独立孔子课堂，7所大学开设
中文系。对很多马来西亚人而言，学
习汉语不仅可以帮助进一步读懂中
国，也意味着更多发展机遇和更加光
明的未来。

马来西亚汉文化中心主席吴恒灿
说，马中两国互派留学生人数持续增
加，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合作持续深
入，“这增进了年轻一代的交流合作，
将为两国关系带来更美好的未来”。

马来西亚太平洋研究中心首席顾
问胡逸山说，马来西亚各界对习近平
主席此次访问期待已久，希望此访推
动马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人文交流合
作取得更多新成果，让“切水不断”的
友谊历久弥深。

（新华社吉隆坡4月15日电）

千年结好，以心相交
——习近平主席亲自推动中马友好结出累累硕果

新华社记者 韩梁 毛鹏飞 付敏

中国向津巴布韦提供菌草技术援助

吉 隆 坡 是 马 来 西 亚 的 首 都 。
各式各样极具特色的建筑在这座
现代化的城市中交织融合，令吉隆
坡充满魅力。

这是 2025 年 4 月 13 日在马来
西亚吉隆坡拍摄的城市风光。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摄

在
吉
隆
坡
感
受
多
样
建
筑
之
美

以
书
为
翼

中
国
发
展
治
理
经
验
闪
耀
智
利
书
展

新
华
社
记
者

朱
雨
博

“小心美国间谍”！

欧盟给赴美官员发一次性
手 机 和 基 础 款 电 脑

新华社南海 4月 15日电（记者
高磊、梁舜）记者从中国海警方面获
悉，菲律宾海警4409船14日位黄岩
岛附近海域危险接近我海警中南
舰，数次从舰艏方向穿越我舰行驶
航线，妄图“碰瓷”摆拍，炮制抹黑我
方的虚假叙事。

14日上午，我海警中南舰位黄
岩岛附近海域依法巡逻，菲海警
4409 船在无预告情况下 4 次穿越
我舰行驶航线，并突然危险接近我
海警舰。在我海警多次喊话警告
和规制下，菲海警船驶离我舰。事

后，菲方罔顾事实、颠倒是非，在媒
体平台发声炒作 ，制 造 舆 论 话 题
热点。

中国海警方面表示，菲方行径严
重违反国际法相关规定和海上避碰
规则，以危险方式非法接近我正常
航行的海警舰，威胁我方人员及船
只安全，我方操作专业规范、正当合
法，责任完全在菲方。面对菲海警
船挑衅“碰瓷”，中国海警将一如既往
予以坚决反制，进一步加强有关海域
管控力度，坚定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
海洋权益。

菲海警船位黄岩岛附近
海域上演“碰瓷”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