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互鉴 民心相亲 友谊长存
—— 听 听 上 合 人 讲 上 合 故 事

上合组织白俄罗斯常设办公室前主任沃
伊托夫·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在接受记者
采访时表示，中国人民和白俄罗斯人民都重
情重义，更有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用鲜
血凝结而成的兄弟情谊。

沃伊托夫·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说：
“2010年，首届白俄罗斯—广东科技节在白
俄罗斯首都明斯克市举行，是中白双方最大
规模的科技合作交流活动。从那时起，我就
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年，我都要到中
国十几个主要城市，对接双方之间的科技合
作。目前，中国企业与白俄罗斯科研机构、
企业已经开展了150多个项目的对接，达成
合作意向85项，签约执行33项。”

沃伊托夫·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透
露，广州地铁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物理
研究所正在合作开展 《基于太赫兹成像及
波 谱 分 析 技 术 的 地 铁 安 检 系 统 研 制 项
目》，“项目用途非常广泛，有了这项技术
之后，乘客乘地铁再也不用塞背包进安检
机，而是人和包直接一次性安检，将为乘
客节省大量时间”。

沃伊托夫·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表示，
中国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不久前访问了白俄罗
斯，与白方领导人就双边关系等问题深入交
换了意见，考察了“一带一路”建设重要项目
——中白工业园。这次访问将推动两国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进一步发展，为
上合组织峰会期间中白元首会晤营造良好
气氛。

沃伊托夫·伊戈尔·维塔利耶维奇表
示，希望未来中白两国在更多领域开展科技
创新合作，共享技术创新带来的福利。

浇花浇根，交人交心。作为一个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的国际组织，上合组织成立

17年来“牵线搭桥”，各成员国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旅游、媒体等领域合作

如火如荼，人文交流日益密切。文化艺术节、青少年交流营、人民论坛、妇

女论坛……民意相通推动了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互鉴，增进了上合组

织各成员国民众间的相互了解，民心相亲则友谊长存。

沃伊托夫·伊戈尔·

维塔利耶维奇——

科技节让我
与中国结缘

吉尔吉斯斯坦驻广州总领事马格萨特·
坚季米舍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吉尔吉
斯斯坦作为一个内陆国家，与中国接壤。作
为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通道之一，中吉两国
友谊源远流长。在吉尔吉斯斯坦的书店中，
可以看到用中、吉、俄三种语言编写的李白
诗集。

马格萨特·坚季米舍夫告诉记者，吉尔
吉斯斯坦对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
框架内的合作极为重视，“一带一路”倡议
也给吉尔吉斯斯坦带来了参与地区分工与协
作、国际经贸与投资、第三产业发展的新机
遇。“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当我踏入国际关
系学院校门的时候，我的命运就与中国紧紧
地联系在了一起。如今，我在中国生活和工
作已经整整4年了，我深切地感受到了它的
开放包容、高速发展和国际视野，也越来越
能融入中国的生活，更热爱这里的人们。”

马格萨特·坚季米舍夫表示，现在，学
习汉语已经成为吉尔吉斯斯坦的一大热潮。
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境内开设的中文学习班
如雨后春笋般多了起来。

在吉尔吉斯斯坦，可以看到印有“中
吉友好”字样的中国产公交车在大街上驰
骋，能看到中国地方文化节目，还能遇到
年轻人用流利的中文打招呼。吉尔吉斯斯
坦人对于中国，不再是简单学会了“你
好”“谢谢”，而是愿意全方位了解中国艺
术、文化和历史。更紧密的经贸合作、更
频繁的文化交流、更便捷的旅游往来，让
两国世代呵护的珍贵友谊得到了传承。

马格萨特·坚季米

舍夫——

说中文成为
丝路新潮流

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合会驻中国总
代表刘维宁是一个中俄混血儿，父亲是中国
人，母亲是俄罗斯人。他告诉记者：“我已经
在中国生活了12年，我比任何人都更希望中
俄这两个伟大的国家可以在各个领域达成富
有成效的合作。我把中国比作我的父亲，把
俄罗斯比作我的母亲。所有人都深爱自己的
父母，因此我也深爱着我的两个祖国。”

刘维宁说：“在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人
觉得我更像中国人；在中国的时候，中国人
觉得我更像俄罗斯人。这让我觉得很高兴，
因为可以向俄罗斯人介绍中国，向中国人介
绍俄罗斯。”

刘维宁表示，俄罗斯亚洲工业企业家联
合会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主要目标是协助中

国和俄罗斯企业界加强合作，帮助企业克服
合作中的跨文化障碍。“要在商业合作中取
得成功，就必须对合作伙伴有很深入的了
解。因此，联合会也把很多注意力放在文
化、艺术、体育和教育交流活动上，经常举办
俄罗斯和中国艺术家展览、艺术家表演等活
动。现在，正筹备 7 月 15 日在西安发车的

‘丝绸之路’拉力赛,本次拉力赛终点站设在
莫斯科红场。”刘维宁说。

刘维宁表示，上合组织如今在世界上变
得越来越有影响力，组织内各个成员国就安
全、经济、贸易、环境保护等问题开展合
作，为维护稳定和应对挑战提供了有力的保
障。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工作将变
得更充实和有挑战性，未来会更好。

刘维宁——

深爱着我的两个祖国

在中国，有一个富有激情、年轻的国际
合作组织——广东—独联体国际科技合作
联盟，这是一个拓展“一带一路”科技、人才
和产业合作的机构。据该联盟秘书长郭凤
志介绍，联盟成立10年来，累计推介独联体
最新科技成果和项目 2000 余项，实现项目
对接 500 余项，签约 200 项，产业化 27 项，
产值达数十亿元。

联盟与白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哈萨克斯
坦国立大学、俄罗斯国家科学院等知名的科
研机构开展国际高端人才合作，采取技术交
流、咨询、讲座讲学、课题研发和担任课题负
责人等多种方式，十年来引进独联体高级专
家700人，其中院士85人。郭凤志说，联盟

引荐的白俄罗斯国家科技园尤里·阿列克谢
耶夫副总经理等4人还获颁“国家友谊奖”。

除了科研合作，该联盟还致力于协助中
国企业开拓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
罗斯、白俄罗斯等“一带一路”相关国家的经
贸、投资和产业市场。

郭凤志曾邀请白俄罗斯国立工业大学副
校长沃伊托夫和他的同事来家里吃饭，他78
岁的岳母亲自包东北酸菜饺子给客人吃，妻
子去海鲜市场挑了大个的肉蟹、九节虾、元贝
……当几大盆海鲜摆上桌子，沃伊托夫说，他
出访过几十个国家，这还是第一次在国外朋
友家吃饭。郭凤志说，普通百姓也可以为两
国友好合作做点实事。

广州芭蕾舞团俄罗斯芭蕾舞演员弗格
尔曼·费迪南说：“1995 年 9月份，我从
俄罗斯莫斯科来到中国，应广州芭蕾舞团
邀请，担任剧团的芭蕾舞演员。可以说，
我是随着剧团一起成长的，我也是剧团外
聘的第一位外国演员。在剧团，我逐渐成
为主要演员，在许多舞剧中担任主要角
色。”

如今，弗格尔曼·费迪南在广州市艺
术学校任教，教中班的性格舞和高班的古
典双人舞。他说：“孩子们的求知欲很
强，像海绵一样吸收知识，希望能抓住我
的每一句话。孩子是我们的未来，我们必
须努力提高教育水平，当孩子们主动要学
习和获得知识时，这是我们社会的一大进

步。”
弗格尔曼·费迪南认为，中国和俄罗

斯有必要继续扩大在教育和文化领域间的
交流。俄罗斯有许多职业学校，在中国也
有不少，希望中俄能更多地互派老师和学
生交流。在文化方面，中俄芭蕾剧团可以
开展更多互访、交流、巡演。

弗格尔曼·费迪南说：“回顾我在中
国 23 年的经历，我将青春献给了中国的
芭蕾事业和中国的教育事业，时光流逝、
青春无悔，剧团和学校成了我的第二个
家，广州成为我的第二个故乡。现在，我
在中国成家立业，我的后半生也将在中国
度过，我愿意作为芭蕾使者，搭起两国之
间芭蕾艺术交流的友谊之桥。”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与文化学
院印地语教师智辉告诉记者：“我是 Vi-
vek Mani Tripathi，来自印度，中文名字
叫智辉，来中国已经 6 年了。我的爸爸是
教梵文的教授。在我小的时候，他就经常
给我讲玄奘取经和中国白马寺的故事，那
是我对中国最初的了解。从那时开始，我
对玄奘和中国就有了浓厚的兴趣，憧憬着
有一天能到中国学习。”

智辉说：“2011年，我获得了中国政府
的奖学金来到中国，特地去白马寺和龙门
石窟——那是爸爸在我小时候给我讲的故
事的发生地。我非常激动，拍了照片给爸
爸，并告诉他，我终于来到了中国。”

智辉在中国一共教授了 150 多名学
生，其中最著名的学生要数演员黄晓
明。那是在 2014 年中印两国政府合拍电
影 《大唐玄奘》 时，他担任了黄晓明的
印地语和梵文老师。2016 年，中印两国
政府决定共同翻译 50 本两国经典著作。
智辉作为翻译项目的成员之一，负责把
中国小说 《白鹿原》 翻译成印地语。智
辉说：“在翻译的过程中，我发现印度也
有一本 《白鹿原》，叫 《肮脏的裙琚》。
这激发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决定将这两
部著作的比较研究作为我在中国攻读博
士学位的论文选题。我希望能够通过自
己的努力，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智辉——

为中印文化交流努力

郭凤志——

民心相亲促友好合作

弗格尔曼·费迪南——

搭建中俄友谊之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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