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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小时候，就看过很多部中国

影视作品。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让

我对这个与越南山水相连的国家，产

生了非常强烈的向往。来到中国人民

解放军海军军医大学留学后，我对中

国各方面的了解认知不断加深。这其

中，上海便利发达的交通设施和繁荣

蓬勃的经济发展，让我感触颇多。

老师们告诉我，中国之所以能取

得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选择了一条适合自己的现

代 化 道 路 。 比 如 作 为 沿 海 城 市 的 上

海，区位优势明显，因此对外开放程度

很高，金融、贸易等行业发展迅速。中

国的其他地方也是如此，都是结合实

际情况，充分发挥自身特色和优势，探

索符合实际的发展之路。

学 校 曾 组 织 我 们 到 贵 阳 参 观 见

学，那里的农业发展非常具有地方特

色。当地专家介绍，为克服山高坡陡

地块小、农机用具上山难等困难，有关

部门帮助农民进行耕地宜机化改造，

配建机耕道、排水沟和灌溉沟。当地

政府也积极作为，引导企业研发生产

适宜山地丘陵地区使用的农机。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贵州目前的农业机械

化程度越来越高，农业现代化步子越

迈越大。

为了提高汉语水平，我通过一个

语言学习软件，结识了一位中国大学

生作为练习伙伴。他告诉我，近些年

中国大力推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各 地 不 断 出 台 富 有 针 对 性 的 发 展 举

措，收到良好成效。

在中国的诸多见闻，让我明白这

样 一 个 道 理 ：在 发 展 道 路 的 选 择 上 ，

要立足本国国情，什么样的道路最适

合自己，本国人民最有发言权。当今

世 界 ，许 多 国 家 都 在 努 力 实 现 现 代

化。中国与越南同为社会主义国家，

都 在 探 索 符 合 自 身 国 情 的 现 代 化 道

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成功探索，

为很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启示，增添

了信心。

近年来，越南也实施了很多有针

对性的乡村帮扶政策。在越南太原省

武崖县，那里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十分

适宜种植火龙果，但民众缺乏相关技

术和资金。为此，当地政府免费为民

众发放种子、化肥，并派技术人员对其

进行培训。现在武崖县已经是越南知

名的火龙果种植区，出产的火龙果大

量销往国外。

老师们还告诉我，中国式现代化

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高

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在坚定

维 护 世 界 和 平 与 发 展 中 谋 求 自 身 发

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

与发展。在这一点上，中越两国之间

的 一 些 合 作 项 目 ，就 是 生 动 的 体 现 。

2021 年，由中国中铁六局承建的河内

轻轨二号线通车运营。这是中国“一

带一路”倡议与越南“两廊一圈”战略

对接的标志性项目。河内轻轨二号线

投入运营后，不仅节省了民众的出行

时间，还极大缓解了沿线的交通拥堵，

实现了绿色出行。

多年来，中越两国都始终坚持走

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取得许多历史性的重大成就。这些成

就充分证明，发展中国家有能力基于

自身国情，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现代

化之路。

（聂宇博、本 报 记 者张丹采 访 整

理）

走适合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越南陆军上士 吕维庆

在西班牙皇家马德里足球俱乐部

前球员阿方索位于马德里的家中，立

着整整几面墙的大书架，其中有上百

本书与中国相关。“我和妻子从前经常

在北京街头漫步，这里面的很多书都

是我在王府井买的。”说起在中国的日

子 ，他 的 眼 底 流 露 出 抑 制 不 住 的 怀

念。他说，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回到中

国执教。

年过花甲的阿方索曾是一名叱咤

绿茵场的足球运动员。退役后转为足

球教练的阿方索与中国建立起了千丝

万缕的联系。他在 2011 至 2013 年间

来到中国，担任中国男足国家队的助

教 ；2015 年 再 赴 广 东 出 任 青 训 教 练 。

但他与中文却结缘更早，可以追溯到

2000 年。

“当时我已经预见到了中国的发

展。我认为中国会成为世界上举足轻

重的力量。”阿方索回忆说。正是这一

预判让他早在 23 年前便做出了学习中

文的决定。

在马德里自治大学的校园里，大

学生胡里奥一本正经地用中文作着令

人忍俊不禁的自我介绍：“我的中文名

字叫胡总。”

胡里奥是一名大二学生，正在攻

读亚洲和非洲研究专业。尽管与中文

结缘不到两年，但他口语的流利程度

让人眼前一亮。他笑称自己平日就生

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我知道如果我

有很多中国朋友，中文会进步更快，所

以我努力去结识学校里的中国人，和

他们多交流，甚至我现在的室友们也

都来自中国。”

胡里奥学习中文的契机很简单，

他在网上关注了几名会中文的欧美博

主，常看他们发布的关于中国的视频，

渐渐对这个国家产生了兴趣：“很多人

并不了解中国，很多关于中国的负面

新闻说的都不对，所以我想自己来认

识这个国家的文化。”

眼下胡里奥已申请了中国国家留

学基金委的奖学金项目，正在等待中

国一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如果能被

录取，我可能要去那儿学习五年。”尽

管还从未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但对他

来说，中国之行倒更像是一次与老友

的重逢。

捧着一杯玄米茶，穿着褐色宽大

家居服的米格尔对记者说，他很喜欢

亚洲文化，而中文是了解亚洲文化的

必备技能。

米 格 尔 现 在 是 一 名 西 班 牙 语 教

师，同时也在马德里自治大学学习和

研究亚洲文化。米格尔对中文的兴趣

源于对亚洲文化的痴迷。在日本教书

时，米格尔发现东亚文化有很多共性，

如果想要深入了解，中文是绕不开的

必备技能。于是，米格尔在日本就开

始自学中文。

学 习 中 文 给 米 格 尔 带 来 很 多 独

特 的 成 就 感 。“ 马 德 里 有 很 多 好 吃 的

中国饭店，我在这些饭店点菜的时候

会 说 中 文 ，店 员 很 开 心 ，我 也 很 开

心。”米格尔认为，能够用对方的母语

进 行 交 流 ，是 对 对 方 的 尊 重 ，也 是 他

学 习 中 获 得 成 就 感 的 源 泉 。“ 我 可 以

和中国人用中文说话，这让我觉得非

常幸福。”

4 月 20 日 是 第 14 个 联 合 国 中 文

日，今年的主题是“中文：增进文明交

流互鉴”。这三名中文学习者年龄、经

历各不相同，但他们都是增进文明交

流的使者。

（新华社马德里 4月 20 日电 记

者孟鼎博、谢宇智）

上图：4月 19日，学生在南非约翰

内斯堡大学孔子学院与自己的书法作

品合影。当日，约翰内斯堡大学孔子

学院举行联合国中文日主题活动，吸

引众多学生到场参与。

新华社发

4月20日是第14个联合国中文日，今年的主题是“中文：增进

文明交流互鉴”—

他们与中文“有缘”

据新华社广州 4月 20日电 （记者

马晓澄、苟洪景）“读懂中国·湾区对话”

专题论坛 20日在广州落下帷幕。在众多

与会者看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

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

了并将继续创造人类发展史上的奇迹。

这一奇迹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将

给世界带来多方面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会

长郑必坚说，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

安全倡议，到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中国始

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人类文明进步的

促进者，总结来说，就是“为人类谋进步、

为世界谋大同”的使命担当，一以贯之。

阿根廷正义党国家参议员帕利里

说：“我们非常钦佩中国和中国人民所取

得的成就。我们也相信，每个国家和民

族都应采取最合适自身的政治制度。”

在保加利亚前总统罗森·普列夫内

利埃夫看来，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强大的中国会让世界更加强大。

西班牙前首相何塞·萨帕特罗认为，

如今，中国在世界上的重要作用，就是致

力于建立一个和平、合作、相互理解和团

结的共同体。

18 日至 20 日，论坛共召开开幕式、

主旨演讲、午餐演讲及 10 场平行论坛、4

场闭门研讨会、3 场专题会议和一系列

配套活动。

全球人士热议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意义

近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围绕债务

上限的党争不断加剧，引发全球对于美

债违约可能引发金融动荡的担忧。美国

财政部部长耶伦近日发出警告，如果国

会众议院未能通过提高债务上限的法

案，美国政府将面临“经济和金融灾难”。

所谓“债务上限”是美国国会为联邦

政府设定的为履行已产生的支付义务而

举债的最高额度，触及这条“红线”意味

着美国财政部借款授权用尽。国会同意

调高债务上限后，财政部可以通过发行

新债来履行现有支付义务。美国国会于

2021 年 12 月通过立法将联邦政府债务

上限调高至约 31.4万亿美元。今年 1月

19日，美国政府债务触及法定举债上限，

无法再通过发行债券融资。为了防止政

府停摆和债务违约，美国财政部只能通

过非常规会计手段继续支付公务员工资

和社会福利以及现有债务利息，但此“非

常措施”所能提供的现金可能在 6 月前

彻底耗尽，而到目前为止民主共和两党

尚未就提高债务上限问题达成一致。

通过发行债券弥补联邦预算赤字，

已是美国公共财政运行的常态。理论上

讲，美国凭借美元国际本位货币地位，政

府发债融资并非难事，只要不断提高债务

上限“借新还旧”，美国发生债务违约的可

能性很低。实际上，自 1939年以来美国

国会提高政府债务上限次数就高达上百

次，从450亿美元提高到了2021年的31.4

万亿美元。这次联邦政府债务再次触及

上限，美国国会大概率还会提高债务上

限。但在此之前，党争博弈的勒索戏码必

须演足。几天前，共和党掌控的众议院议

长麦卡锡在纽约证交所发表讲话，炮轰政

府债务问题，称美国政府债务问题是“定

时炸弹”，如果不采取“严肃、负责任”行

动，“炸弹将会爆炸”。国会参议院多数党

领袖、民主党人舒默反击道，麦卡锡“正在

将国家带入灾难性债务违约”，要求国会

无条件提高债务上限。

实际上，美国历史的多数时间里，提

高债务上限只是个例行的官僚程序问

题。但是最近 10多年，随着美国社会矛

盾加剧，政治极化愈演愈烈，党争恶斗现

象不断激化，债务上限问题越来越频繁地

被用作政治博弈的筹码。百姓利益在这

种政治博弈下完全被忽视。据路透社报

道，今年以来，美国议员们没有哪天不因

债务上限问题争辩，民主党人希望迅速、

不附加条件地提高债务上限，共和党人则

希望先显著削减政府开支再谈上限问题；

民主党指认共和党有意“绑架”经济且想

动美国人的社保和医保资金，共和党则指

责民主党不负责任……美联社评论称，

在美国党争极化的时代，随着债务负担不

断增加，债务上限逐渐演变为一种政治攻

击手段。双方针锋相对，从“威胁扣动扳

机，直到有人首先放下枪”，中间充斥着复

杂的利益算计和政治博弈。

围绕债务上限的政治戏码轮番上

演，美国政坛早已是党派利益的角斗

场。当政的时候为了取悦选民，大幅透

支财政预算，下台之后作为在野党又极

力阻挠债务上限法案通过，为执政党施

政制造障碍，为自己勒索更多好处，将

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和多数民众利益

之上。对美国民众来说，债务上限危机

对百姓医疗报销等日常生活方方面面

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同时，本次危

机发生在美国经济衰退预期增强之时，

美 国 经 济 前 景 由 此 蒙 上 阴 影 。 2011

年，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和众议院共和

党人在最后一刻就债务上限达成协议，

勉强避免了一场灾难，但由此产生的紧

张局势引发全球资本市场剧烈波动，直

接导致标准普尔下调美国主权信用评

级；2013 年，美国两党因削减社会福利

和医改问题再次陷入债务上限谈判僵

局并导致政府关门半个月……相同的

剧本今年再度上演，美国智库两党政策

研究中心高级副主任蕾切尔·斯奈德曼

认为，两党围绕债务上限的斗争可能是

今年美国经济面临的“最大威胁”。

“债务上限”闹剧只是美国政治生活

极化和政治生态恶化的一个缩影。可以

预见，民主共和两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

达成妥协只是时间问题，但围绕更多议

题的党争恶斗还将无休止地继续下去，

不断秀出美国政治的新“下限”。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0 日电 记

者叶书宏）

美债有“上限” 党争无“下限”4月20日，天宫对话——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青少年问

答活动举行，青少年代表向神舟十五号航天员提问，开展了一场有趣的“天地问

答”。图为活动现场。 新华社发

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与上合组织国家青少年开展“天地问答”

新华社联合国 4月 20 日电 当地

时间 19 日，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联合国相关机

构在纽约联合国总部联合主办“全球发

展倡议新进展，可持续发展议程新行动”

主题推介活动。

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照

辉在主旨讲话中表示，中国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以及全

球发展倡议等重要思想理念，为重振全

球发展事业贡献中国智慧和力量。中国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致力于高质量发展、

高水平开放，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积

累了有益经验，提供了可行、可复制的实

践方案。

罗照辉详细介绍中方落实全球发展

倡议、“一带一路”取得的重要进展，以及

为实现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所

作突出贡献，强调全球要一体落实全球

发展倡议、可持续发展目标，就要巩固目

标共识，凝聚发展合力；注重联合国引

领，加强统筹协调；推动南北合作，致力

同题共答。中方将继续践行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推进构建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联合国发

展系统驻华协调员常启德、联合国经济和

社会事务部助理秘书长斯帕托利萨诺分

别致辞，高度评价中国发挥的引领作用和

大国担当，呼吁全球共同行动，推动落实

可持续发展目标。蒙古国副总理呼日勒

巴特尔、古巴、俄罗斯等国部长级官员、

“全球发展倡议之友小组”成员常驻联合

国代表、多边机构代表等 200多人出席。

活动期间，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

署发布了《全球发展项目库非文件》《全

球发展项目库筹资非文件》、“全球共享

发展行动论坛”概念书、《国际发展合作

的中国实践》等。

全球发展倡议高级别主题推介活动在联合国总部举行

新华社北京 4月 20日电 （记者马

卓言、董雪）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20 日

表示，希望韩方切实遵守中韩建交联合

公报精神，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审慎处理

台湾问题。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近

日，韩国总统尹锡悦在接受采访时就台

海问题表示，我们同国际社会一道，坚

决反对以实力改变现状。中方对此有

何评论？

汪文斌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

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

中的核心，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人自己

的事，不容他人置喙。

汪文斌说，近年来，台海局势紧张的

根本原因是岛内“台独”分子在境外势力

的纵容和支持下搞分裂活动。“台独”行

径与和平稳定水火不容，要维护台海和

地区和平安宁，就要旗帜鲜明反对“台

独”，反对外部干涉。

“朝鲜和韩国都是已加入联合国的

主权国家。朝鲜半岛问题与台湾问题的

性质和经纬完全不同，根本不具可比性，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汪文斌说，希望

韩方切实遵守中韩建交联合公报精神，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

希望韩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审慎处理台湾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