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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中国留学是正确的选择”，中国—中

亚峰会即将举行，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部分在

华留学的中亚学生，他们来中国学习不同的

专业，了解感受中国的历史文化。他们的留

学故事正是中国与中亚交流合作的缩影。

从孤身一人来到中国求学，到三
口之家扎根中国

来自哈萨克斯坦的黛安娜·扎纳赫梅托

夫（中文名吴双），目前在位于陕西杨凌示范

区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攻读细胞生物学专业

的硕士研究生。

从2017年首次来到中国开启留学之旅，

到今年夏天即将硕士毕业，吴双感慨道：“从

孤身一人来到中国求学，到现在成为三口之

家在这里扎根，我收获了爱情，也找到了事业

方向。现在回头看，觉得来中国是命中有

福。”

吴双的爱人诺兰来自北哈萨克斯坦州，

2018年来到西农大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

位。“如果不是在中国校园里相识相恋，我们

可能很难走到一起。”2022年，吴双的女儿在

首都阿斯塔纳出生。今年年初，吴双和爱人

带着女儿再次回到西农大校园继续学业。

提及对中国生活的感触，“便利”是吴双

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她表示，种类多样、物美

价廉的中国商品和高效便捷的物流让很多哈

萨克斯坦人成为“中国制造”的“铁粉”。足不

出户购物点餐，外出消费无现金支付，种种生

活便利让吴双爱上了在中国的生活。

留学过程中，吴双对汉语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通过了汉语水平考试四级，不仅能够流

利地用汉语交流，还能字正腔圆地唱中文流

行歌曲。

即将毕业的吴双准备在杨凌示范区就

业，中哈友好合作的广泛前景让她对在中国

的发展充满期待。“希望中国和哈萨克斯坦有

更多的合作，为我们创造更多在华工作机

会。”她说。

来中国留学选对了

25 岁的卡莉达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2017年8月，卡莉达成为西安外国语大学汉

语专业的学生，去年又考取了陕西师范大学

的研究生。

6年前，高中毕业的她选择申请前往中

国留学时，由于对中国不太了解，她的父亲并

不同意。在西安留学生活了6年后，卡莉达

对中国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

谈及对中国的印象，卡莉达滔滔不绝：

“高铁很快，快递很方便，网络很快很便宜，微

信、支付宝很便捷，淘宝、拼多多等网购平台

发达，几乎什么都能买到。”

“从课堂上我学习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学

校还开设了书法、太极拳、剪纸、茶艺等课

程。”这些都让卡莉达感到十分有趣。

2022年6月，卡莉达通过了汉语水平考

试六级。

“现在中国经济发展得特别好，我们国家

也有不少中国企业。有很多朋友向我咨询来

中国留学的事情，想学汉语的人也越来越

多。回想起6年前的选择，真的没选错，我的

家人也这么说。”卡莉达说。

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针灸、刮痧、拔火罐，这几年在我的家乡

越来越受欢迎，我们那里也新开了不少中医

馆。”29岁的哈萨克斯坦留学生穆罕默德·柳

什林说。

2015年，柳什林来到陕西中医药大学学

习针灸推拿。通过8年的努力，他不仅掌握

了针灸推拿等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也与

中国老师结下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在跟着导师出诊实习的时候，许多患者

看我是‘洋面孔’多少有些顾虑。但这么多年

实习下来，我的技法也越来越熟练，得到了不

少患者的肯定。”他自豪地说，越是学习，越能

感受到中医药的博大精深。

2021年，由中哈两国的3家医院和大学

联建的哈萨克斯坦西安国际中医诊疗康复中

心在阿斯塔纳正式开诊，已累计接诊患者

5000余人次。2022年12月“中国－哈萨克斯

坦传统医学中心”在阿斯塔纳挂牌成立，越来

越多的外国患者与中医结缘。

“我正在申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攻读博

士学位。我想继续深造，将来到哈萨克斯坦、

到更多国家交流，用实实在在的疗效去推广

中医。”柳什林说。（新华社西安5月13日电）

来中国留学是正确的选择
——三名中亚留学生的在华生活

新华社记者 许祖华 蔺娟 张思洁

据新华社旧金山5月12日电（记者吴晓凌）首条横跨美

国大陆的铁路竣工154周年之际，“铁路华工历史中心”日前

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唐人街揭幕。

加州和旧金山湾区政要、华工后人和华人社区代表参加

揭幕仪式。加州副州长埃莱妮·库纳拉基斯高度评价华工的

贡献。她表示，华工用力量、果敢、勇气、汗水、泪水，甚至生命

修建了铁路最险峻的路段。该中心的成立“用中国之光照亮

了美国和加州历史的一部分”。

“铁路华工历史中心”由方李邦琴基金会发起设立。旧金

山湾区著名侨领方李邦琴在开幕式上说，上万名华工为横跨

美国大陆铁路的建设作出牺牲和重要贡献，设立“铁路华工历

史中心”旨在铭记过去，启迪未来。

据资料记载，截至1867年，华工占该铁路西部路段劳动力

的80％以上。在铁路落成典礼上却没有一个华工面孔。他们不

仅在美国历史上被忽视和遗忘，更受到后来排华法案的迫害。

中国驻旧金山副总领事潘庆江说，过去针对华人社区的

歧视和仇恨犯罪如今仍在继续。他希望“铁路华工历史中心”

能提示和启迪大家共同努力，增进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

谊，坚决反对歧视和仇恨行径，共同推进中美关系在新时代稳

定健康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

“铁路华工历史中心”在旧金山揭幕

据新华社西安5月13日电（记者张斌 付瑞霞）西安至土库

曼斯坦首都阿什哈巴德的国际航线5月13日首飞。此外，5月

18日西安还将首开至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的国际航线。这标

志着古丝绸之路起点西安将实现至中亚五国客运航线全覆盖。

记者了解到，西安－乌鲁木齐－阿什哈巴德航线自5月13

日起每周六执飞，航班号CZ5085／6，去程航班北京时间17：30

由西安起飞，于当地时间23：10抵达阿什哈巴德；回程当地时

间次日00：40由阿什哈巴德起飞，北京时间12：30抵达西安。

西安－乌鲁木齐－杜尚别航线自5月18日起每周四执

飞，航班号CZ5083／4，去程航班北京时间19：05由西安起飞，

于当地时间次日00：55抵达杜尚别；回程当地时间次日01：35

由杜尚别起飞，北京时间12：30抵达西安。

执飞上述航线的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西安分公司

副总经理李久全介绍，搭乘本次航班的大多为公商务旅客，未

来旅游出行的需求也将进一步增长。

新航线的开通受到中亚国家各界人士广泛关注。塔吉克

斯坦“旅行者”旅游公司总经理穆罗季·哈米多夫说，新航线开

通后，游客将不再需要绕更多的路、反复比对机票的价格，以

及考虑经由哪个国家过境等因素，这将对两国人民之间的交

往产生积极影响。 （参与记者：邵瑞 张继业 刘奕彤 李奥）

西安新开至阿什哈巴德、杜尚别航线
实现至中亚五国客运航线全覆盖

据新华社日本广岛5月13日电（记者郭丹 杨光）七国集

团（G7）峰会即将在日本广岛举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3日到

广岛视察峰会准备情况，民众当天在广岛举行集会，强烈反对

此次G7广岛峰会。

当天，约200名日本民众冒雨参加反对此次峰会的演讲

集会。会场上，“不要G7峰会”等标语十分醒目。

日本市民团体“和平仓库”理事木元茂夫在演讲中指出，

G7成员国加强在太平洋地区联合军演，日本还鼓噪所谓“台

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既荒谬又危险。

日本广岛市立大学退休教授田中利幸在演讲中强调，日

本对中国、朝鲜半岛等亚洲国家和地区进行过残酷侵略，日本

一再强调自己是“唯一遭受过原子弹轰炸的被害国”，故意隐

瞒其作为加害国的丑恶历史，“现在日本又在政治性地利用遭

受过原子弹轰炸的广岛举行G7峰会，广岛民众该醒醒了”。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反对G7广岛峰会

5 月 12 日，在马达加斯加首都塔
那那利佛附近马希奇镇的中国国家杂
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非洲分中
心，当地农民在杂交水稻高产示范田
内收割水稻。

中国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非洲分中心由中国国家杂交水稻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马达加斯加农业、
畜牧业和渔业部以及袁氏马达加斯加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共同牵头设立，于
2019年5月正式揭牌。该中心的主要
目标是选育出适合非洲当地需求的

“高产、优质、多抗”的杂交水稻品种，
助力非洲提高本土水稻产量。

新华社发（西塔卡·拉乔纳里松

凌馨 摄）

生长在非洲岛国上的中国杂交水稻生长在非洲岛国上的中国杂交水稻

（上接第一版）
“够花吗？”总书记又问。

“够了，用不清。”老人笑着说，“现在搬进了

回迁房，住不愁了，吃能吃多少。”

总书记也笑了。

关心老有所养，牵挂衣食住行。

临近中午，社区食堂内，几名老人正在用餐，

见到总书记来了，纷纷起身问好。

红焖鲫鱼、豆腐炖肉、西红柿炒鸡蛋、红烧茄

子……总书记望向老人的餐盘：“这里菜的花样

不少啊！”

“人民之城”的理念，勾画出“幸福之城”的图

景。

社区居民李敬和原是容城县晾马台镇西李

家营村人，2021年11月迁入新居。

一家人把习近平总书记迎入家中。140平

方米的大房子宽敞明亮，家具家电崭新锃亮，墙

上挂着大大的福字。

“你们现在这个房子条件真不错。”总书记边

看边啧啧称赞。

“是啊！”李敬和的家人拿出一张全家福，“这

是我们一大家子原来在老宅子的照片，现在的房

子和原来的老家比强多了。”

总书记点点头：“新区回迁群众首先要安下

来，安居才能乐业，安下来才能大发展。雄安新

区大开发大发展，以后机会是很多的，一定要把

回迁人员的安居和乐业衔接好。”

李敬和的女儿李紫涵今年上高二。她告诉

总书记，雄安新区成立后，北京的中学校长来了、

老师来了，如今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的教育

资源。

总书记问：“明年就该高考了，有什么志向

吗？”

“我想学医。大学毕业后，一定要回到新区

为家乡做贡献。”

总书记投以赞许的目光：“好啊！你们这一

代是我们国家进入现代化、进而实现民族伟大复

兴寄予希望的一代。雄安这个地方将来是全中

国的一个样板地，千年之城，久久为功，一开始的

起点就是最高的。年轻人有激情、有乡情，学成

归来、造福桑梓，一定会干出一番大事业！”

临行时，居民们纷纷来到社区广场，同总书

记告别。

望着热情的群众，习近平总书记深情地说：

“我在河北工作过，对河北有一份乡情。看到这

里的群众生活好，我很高兴！这是我在正定做县

委书记时就有的心愿。”

关心当前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更关心未来

子孙后代的生生不息。

1985年，即将离任正定县委书记的习近平，

想去看看作家孙犁笔下、电影《小兵张嘎》中的白

洋淀。

在10日下午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回

忆起这段往事：“在正定工作3年没去过。我们

坐着一辆吉普车回北京，想过去看看。经过安新

县时向当地老乡问路。老乡说，别看了，水都干

了，啥都没有了。我们一听都灰了心。”

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考察雄安，首次看到

白洋淀。他下定决心：雄安新区选址在这里，就

是考虑要保护白洋淀，而非损害白洋淀。

这次来到雄安，习近平总书记在雄安会展中

心，专门观看了关于白洋淀生态环境治理的视频

汇报和实时监控画面。

大屏幕上，水天一色，百鸟翔集，铺展开一幅

城淀相依、共生共融的优美画卷。

当地负责同志介绍，经过大规模系统性生态

治理，白洋淀水质已从劣Ⅴ类提升并保持在Ⅲ类

标准，青头潜鸭等珍稀鸟类开始在此繁殖育雏。

“不能因为建雄安新区，使白洋淀万劫不复，

二者要相得益彰，而不是相冲相克。”习近平总书

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白洋淀生态已经逐步修

复了，要格外呵护、格外珍惜，让白洋淀长久造福

新区人民。”

协同发展 创新发展

京津冀协同发展9年来，交出一份沉甸甸的

成绩单。2022年，三地经济总量突破10万亿元。

“实践证明，党中央关于京津冀等重大区域

发展战略是符合我国新时代高质量发展需要的，

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效途径。”习近平

总书记在12日下午召开的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

发展座谈会上说。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推动京津冀协同

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

带着这样的思考，座谈会前总书记先后来到

河北沧州、石家庄等地，深入农田、港口、科研单

位、工业园区进行实地调研，从战略的高度谋划

顶层设计、擘画宏伟蓝图。

初夏时节，沧州市所属黄骅市旧城镇仙庄片

区，微风轻拂，麦浪翻滚。与别处不同的是，这里

的小麦种在盐碱地里。

11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专程来到这里，顶

着烈日，深入田间考察旱碱麦种植推广及产业化

情况。

沧州市地处渤海之滨，土壤盐碱化程度高，

有大片的中低产田和盐碱荒地。近年来，通过培

育耐盐碱、抗病性强的小麦品种，改良生产栽培

技术，盐碱地逐步变身“大粮仓”。

田埂边的长桌上，摆着不同品种的旱碱麦种

子及挂面、面粉、面花、全麦面包等。总书记仔细

察看，问道：“旱碱麦做的面食口感有什么不一

样？”

“和普通小麦相比，旱碱麦加工的面食麦香

味比较重，有嚼劲，挺受欢迎的。”农技人员说。

无边的麦田，如同绿色的海洋。

总书记走进田间，俯身捧起一束麦穗，向正

在除草的农户杨东进询问种了几亩地、亩产多

少、小麦长势如何。

杨东进告诉总书记，他家种了20多亩旱碱

麦，去年净收入6000多元，今年气候不错，预计

亩产能有四五百斤。

“祝你今年丰收！”总书记点头肯定。

望着广袤的田野，总书记思虑深远：“全国有

15亿亩盐碱地，其中适宜种植粮食的5亿亩，如

果能开发利用，对于扩大我国耕地面积、维护国

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到山东东营黄河三

角洲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专门考察了耐盐

碱作物培育情况。

“上次看了大豆，这次看了小麦。盐碱地综

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我

国除了沿海地区，东北松嫩平原、内蒙古河套地

区、新疆地区等，都有大片盐碱地。要在已有成

果基础上进一步努力，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

大文章。”

港口，是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11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黄骅港煤炭

港区码头考察调研。

黄骅港位于渤海湾穹顶处，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是国家西煤东运、北煤南运重要枢纽港口。如果

把渤海湾比作一把弓箭，黄骅港正处于把手位置。

在河北省港口布局图前，习近平总书记驻足

良久。河北省负责同志介绍，河北省内有大秦、

朔黄、蒙冀三条主要煤运通道，经河北港口下水

中转，为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输送了源源不断

的“工业粮食”。

“我国煤炭产区主要在北部、西部，消费又集

中在东部、南部，煤炭的长距离调配运输一直是

个重要问题。从陆运到海运，黄骅港这样的能源

港口承担着重要使命。”总书记说。

从北至南，河北省的秦皇岛港、京唐港、曹妃

甸港和黄骅港依次排开，犹如海岸线上的四颗明

珠。

听到河北将港口资源整合重组成立河北港口

集团，形成握指成拳的集合效应，总书记表示赞

许：“要把分散的资源整合起来，统一规划、统一投

资建设、统一运营，发挥各自不同的功能优势。”

笔直的栈桥直伸大海深处，港湾内不时有货

轮鸣笛通过。谈话间，一艘舷号为“神华523”的

5万吨级运煤船驶来。

总书记手指货轮问道：“这么一条船，装卸货

需要多长时间？”

“大约24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从装船机

到卸船机，我们已经实现了全无人操作，全部自

动化完成。”工作人员自豪地说。

“现在港务系统建得越来越好了，码头干净、

整洁、现代化。不像以前的煤码头，到处都是煤

灰，连树都是黑的。”总书记感慨道，“中国具有丰

富的煤炭资源，煤炭也是我国当前不可替代的主

要能源。推动绿色发展，并非不要煤炭，而是要

推动煤炭清洁化利用。”

港口工作人员围拢过来，高声向总书记问好。

总书记亲切地对大家说：“港口是经济发展

的重要支撑，希望你们进一步科学发展，把黄骅

港打造成具有战略意义的多功能、综合性、现代

化大港，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雄安新区建设、共建

‘一带一路’等作出更大贡献。”

京津冀作为引领全国高质量发展的三大重

要动力源之一，拥有大量高端研究人才，创新基

础扎实、实力雄厚。

12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位于石家

庄市的中国电科产业基础研究院。

这里是我国重要的高端核心电子器件供应

基地、半导体新器件新技术创新基地。院内芯片

技术研究所门外的草坪上，立着鲜红的标语牌：

勇攀科技高峰。

“我原来在正定工作时，就知道这里是咱们

国家科研院所里很重要的一个，久仰大名啊！”总

书记亲切地说。

各类芯片、电子组件、陶瓷封装外壳……总

书记在展厅里认真观看展品，仔细聆听情况介

绍，不时插话询问。

得知企业生产的产品有力支撑了载人航天、

月球火星探测、北斗组网等各类装备和以5G基

站、新能源汽车、光通讯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产业

发展时，总书记称赞：“都是尖端技术，也是我们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最重要的国之重器。”

研究院负责同志介绍，目前6000多名员工

里科技人员就有4000多，大家干事创业的热情

很高。

“推进现代化建设，要靠科技强国、产业强

国。科技强国，离不开一个个科技尖兵、科技方

阵。”总书记的话语充满希冀，“希望你们再接再

厉、勇攀高峰，不断攻克前沿技术，打造更多大国

重器，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坚强保障。”

位于石家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石家庄

市国际生物医药园，同样汇聚了大量高端研究人

才和创新型企业。

总书记来到园区，参观了规划展馆。展台

上，园区企业研发的各类医药产品琳琅满目。

生物医药产业是石家庄重点打造的千亿规

模产业集群，近年来发展迅速，拥有一批全国百

强药企。

“石家庄发展医药产业有不错的基础，这个

定位还是比较好的。”总书记指出，生物医药产业

是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

非常重要、大有可为。要加强自主创新，把这个

产业发展的命脉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

京畿大地，宏图再起。

“深入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项复杂的系

统工程。”12日下午召开的座谈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对这项重大国家战略寄予厚望，“推动京津

冀协同发展不断迈上新台阶，努力使京津冀成为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先行区、示范区。”

（新华社石家庄5月13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