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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匈牙利总统舒尤克和总理欧尔班
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对匈牙利进行
国事访问。匈牙利各界人士表示，习近
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5周年之际作为国
家元首首次访匈意义重大，期待此访能
赓续两国传统友谊，深化两国政治互信，
为两国友好合作开辟新篇章。

政治互信持续深化

5月2日下午，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
著名的维加多音乐厅，伴随着中国民乐
演奏，中匈共建“一带一路”务实合作主
题年会拉开帷幕。

“匈中共建‘一带一路’取得累累硕
果，匈牙利人民非常期待参与更多‘一带
一路’项目。”与会的匈牙利国家经济部
部长纳吉·马顿在习近平主席访匈前夕，
再次表达匈牙利与中国加强合作的强烈
意愿。他说，习近平主席此访意义重
大。匈中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保持着良好传统友谊，政治上相互信任，
经贸和人文等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匈方
愿积极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取得新发展。

中匈两国拥有深厚友谊。建交75
年来，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相互信任，树立了新型国际
关系的良好典范。2017年，习近平主
席和欧尔班总理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引领两国合作不断
取得丰硕成果，双边关系进入历史最
好时期。

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
下，中匈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两国高
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各领
域合作扎实推进。匈方积极参加中
国－中东欧合作和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在欧洲国家中率先同中国签署“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欧尔班总理连续三
次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去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
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会见欧尔
班总理时说：“中方愿同匈方继续做彼
此信赖、合作共赢的好朋友、好伙伴，以
明年建交75周年为契机，推动中匈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续写中
匈友好合作关系的新篇章。”

此次舒尤克总统、欧尔班总理共同
邀请习近平主席访匈，充分体现匈方对
此访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匈牙利国
际事务研究院研究员盖尔盖伊·绍拉特
说，两国高层密切交往为双边关系进一
步提升注入了动力。匈牙利马蒂亚斯·
科尔维努斯学院国际关系学院负责人莫
尔迪茨·乔鲍表示，匈中关系非常好，相
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两国发展带来更
多机遇。

经贸合作扎实推进

在布达佩斯以西20公里的小镇比
奥托尔巴吉，蔚来能源欧洲工厂负责人
舍赖吉·蒂博尔驾驶的蔚来电动汽车时
常引起当地人关注。该工厂是蔚来在海
外建设的第一座工厂，也是蔚来加电产
品的欧洲制造中心、服务中心和研发中
心。舍赖吉说，蔚来不仅给欧洲带来了
电动汽车，更重要的是带来了先进的换
电站技术。

近年来，蔚来、比亚迪、宁德时代等
中国新能源汽车上下游企业纷纷到匈牙
利投资设厂，成为中匈经贸关系蓬勃发
展的一个缩影。据匈方统计，2023年，
两国双边贸易额超过130亿美元。中国
对匈牙利直接投资达76亿欧元，占外国
对匈直接投资总额58%，创造就业岗位
逾万个，匈牙利连续多年为中国在中东
欧地区的第一投资目的国。

匈牙利各界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此
访能够为两国进一步深化经贸合作增添
新动力。匈牙利政府新闻办公室主任豪

沃希·拜尔陶隆说：“习近平主席此次访
问将进一步加强匈中双边关系和经贸合
作，并将合作拓展到更多新领域。”匈牙
利投资促进局负责人约·伊什特万表示，
匈牙利经济支柱汽车产业因中国投资而
得到显著增强，获得在欧洲汽车行业中
脱颖而出的独特机会，“我们期待中国的
进一步投资”。

近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匈
牙利“向东开放”战略对接，让双方合作
迸发强劲活力：匈塞铁路全线建成后将
显著拉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有效促进
中东欧地区南北走向互联互通；位于布
达佩斯的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已成为
集多种功能于一体的中欧企业双向互动
平台；中国城市与布达佩斯间货运直航
的开通、中欧班列的高效运行，有力提升
匈牙利地区交通枢纽地位；中国银行在
布达佩斯设立其中东欧总部，助力金融
互联互通……

习近平主席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倡导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得到匈方高
度认同。匈牙利匈中经济商会主席派
特·艾尔诺认为，通过深度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匈牙利连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
和欧盟市场的“纽带作用日益凸显”。匈
牙利约翰·冯·诺伊曼大学欧亚中心主任
霍尔瓦特·列文特表示，匈牙利通过“向
东开放”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
对接实现互利共赢，推动合作发展，“今
后还有更加广阔的空间”。

人文交流日益密切

得知习近平主席即将访问匈牙利，
位于布达佩斯的匈牙利匈中双语学校师
生们满心喜悦，习爷爷能再来匈牙利看
看是他们一直以来的愿望。

2009年，时任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
到匈中双语学校考察，与这里的师生结
下深厚情谊。2023年，习近平主席收到

该校学生胡灵月和宋智孝代表全校学生
的来信，他复信鼓励匈牙利青少年更多
了解中国，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
使者。

曾亲历那次考察的现任校长埃尔代
伊·苏珊娜说，习近平主席对教育事业的
高度重视和坚定支持“一以贯之”，“非常
鼓舞人心”。如今已实现到北京读书梦
想的胡灵月表示：“我们一定珍惜来华学
习的机会，刻苦学习、专心读书，不辜负
习主席对我们的殷切期望，做有温度的
匈中友好使者。”

匈牙利中文教学始终走在欧洲国家
前列。成立于2004年的匈中双语学校
是中东欧地区第一所使用中文和所在国
语言教学的公立全日制学校。如今，中
文已被匈牙利纳入国民教育体系，成为
该国高考科目。匈牙利有5所孔子学
院，培养了一大批匈中友谊的传承者、两
国文化的沟通者。两国还开展互换奖学
金项目，促进两国学生到对方国家留
学。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说，越来
越多匈牙利学生到中国学习语言文化和
先进技术，这是有利于加深两国人民相
互了解的好事。

世界扬琴协会主席、匈牙利辛巴龙
演奏家赫伦萨·维克托利亚表示，期待习
近平主席来访带动更多匈中人文交流活
动，无论是音乐艺术方面的交流还是旅
游方面。匈牙利国家博物馆驻华代表贝
思文说，通过越来越多的交流对话，两国
可以建立起更好的伙伴关系，实现合作
共赢。

匈中友好协会主席纳吉·尤迪特·埃
娃认为，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将对促进
包括人文交流在内的两国各领域合作产
生深远影响，“相信经贸、文化、教育等领
域合作交流都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其成
效不会仅限于匈中建交75周年这一年，
而将是长期的”。

（新华社布达佩斯5月7日电）

为中匈友好合作开辟新篇章
——匈牙利各界期待习近平主席对匈进行国事访问

国家主席习近平即将对塞尔维亚进
行国事访问之际，在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
莱德，五星红旗和塞尔维亚国旗在城市主
要道路上沿街排列，被称为“贝尔格莱德
西大门”的建筑格内克斯塔上悬挂起巨幅
五星红旗，“习主席，欢迎您”“热烈欢迎尊
敬的中国朋友”等标语格外醒目……

近年来，中塞关系持续高位运行，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日益丰富，务实合作
成果丰硕，两国和两国人民友好纽带越来
越紧密。作为历经风雨、患难与共的“铁
杆朋友”，中塞友谊之路越走越宽广。

快速通达之路

在中塞两国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双
边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成果。无论是已
经通车运营的高铁线路，还是正在紧锣
密鼓推进的现代化高速公路和大桥，两
国务实合作为塞尔维亚打造更快速、更
便捷的交通网络持续作出贡献。

2022年2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
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时指出，双方要
加强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推进匈塞铁路、诺维萨德—鲁马快速路
等合作项目取得积极进展，持续发挥河
钢斯梅戴雷沃钢厂、紫金博尔铜矿等项
目经济社会效益，将中塞传统友好转化
为更多务实合作成果。

春末夏初，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
诺维萨德至苏博蒂察段（诺苏段）的铺轨现
场，工作人员正把五段铁轨焊接成一根总
长250米的铁轨。面积不大的焊接房里，
火花四溅，几分钟就完成了两段铁轨的焊
接。随后，工作人员用相关设备进行仔细
打磨，确保连接处平整光滑、无缝对接。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种大型铁路
焊轨作业在塞尔维亚并不多见。不少当
地企业专程赶到匈塞铁路施工营地参观
学习，非常钦佩中国企业的技术水平。
对中国的大型专业铺轨机、接触网悬挂
系统等设备和技术，当地企业都表现出
了浓厚兴趣。

项目方说，在匈塞铁路建设过程中，
技术和装备的“中国元素”经受住了复杂
运行环境的考验，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众出行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运输服务。

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从首都贝尔
格莱德至第二大城市诺维萨德的铁路
（贝诺段）2022年开始正式运营，全程通
行时间30多分钟，推动塞尔维亚进入

“高铁时代”。两年多来，这段铁路让不
少当地民众过上了幸福的“双城生活”。

匈塞铁路塞方总工程师米兰·巴诺维
奇见证了贝诺段从项目启动到部分通行
运营的全过程。巴诺维奇说，此前，由于
铁路设施老化，列车不仅速度慢，晚点延
误也是常事。如今，匈塞铁路贝诺段把时
速从以前最高的每小时40至50公里提
升到每小时200公里，实现了质的跨越。

不只是铁路，中国企业还在塞尔维
亚参与建设了E763高速公路路段、泽蒙
—博尔察跨多瑙河大桥。它们是中国企
业在欧洲承建的第一条高速公路和第一
座桥梁。“中国建造”助力塞尔维亚建起
一条条快速通达之路。

鲜花盛开之路

“这不是修图！”——在塞尔维亚紫
金博尔铜业有限公司（简称“塞紫铜”）冶
炼厂，塞籍员工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几年
前，前来投资的紫金矿业集团曾向他们
展示中国矿山运营图片。当地人对图片
中的鲜花和绿树将信将疑，有人甚至认
为图片是用软件“修”出来的。

十几年前，拥有上百年采矿历史的
城市博尔陷入困境。当地矿山企业因技
术滞后、管理缺位而濒临破产。作为老
旧重工业基地，这里空气中甚至弥漫着
刺鼻的气味和粉尘。

2018年，中国企业收购铜矿，引入
新技术和管理方式改变当地矿山的面
貌，通过引入光伏、风电，恢复生态植被，
打造“绿色矿山”。克里斯蒂安和工友们
终于明白，原来现代化的矿区的确充满
绿色和希望。

冶炼厂旁，一片绽放的郁金香田，在
湛蓝的天空下显得格外艳丽。

一家当地媒体走访冶炼厂后这样报
道：冶炼厂核心区域的花田象征着博尔
的“再工业化”，中国企业给博尔带来了
世界级标准和现代冶金技术，兑现了建
设更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博尔的承
诺。在当地人眼中，这些郁金香就是“改
变世界的花”。

今天的博尔，天蓝水清，曾经外出务
工的年轻人回来了，来自塞尔维亚其他地
区甚至周边国家的大学生、工程师、产业

工人也来了。这座城市又恢复了活力。
在塞紫铜环保与生态部工作的伊瓦

纳是博尔的“矿三代”，一家人都在矿区
工作。“这里曾经到处是垃圾，但现在一
切都变了。中国企业让我们梦想成真。”
伊瓦纳感慨道。

在视察博尔铜矿项目后，武契奇总
统表示，紫金在塞尔维亚投资以来，矿产
资源纳税增加三倍。紫金已成为塞尔维
亚最大出口商之一，为塞尔维亚经济和
就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被改变的不仅是博尔，在斯梅戴雷
沃，拥有百年历史的钢厂也因为中国河
钢集团的到来发生变化。随着改造现有
设施和建设新设施，曾经空气污染严重
的钢厂区域如今空气中可吸入颗粒物
PM10浓度比欧盟标准更低。钢厂里常
常可以看到盛开的南欧紫荆花，这座历
史悠久的重工业基地有了新的模样。

从博尔的郁金香，到斯梅戴雷沃的
南欧紫荆花，中塞务实合作走出一条鲜
花盛开的绿色之路，不断为双边关系增
添新的色彩。

心心相印之路

5月初正值塞尔维亚劳动节和复活
节小长假。假日期间，在贝尔格莱德附
近的小镇泽蒙，拉扎尔·萨瓦蒂奇小学五
年级学生莱娜和小伙伴来到集市摆摊，
完成她们的社会实践课作业。两个女孩
子销售的产品是毛线手工编织的小动
物，其中最显眼的就是一只大熊猫。

莱娜说，她非常喜欢大熊猫憨态可
掬的样子，如果有机会去中国旅游，她要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大熊猫。她说，
在学校里，老师多次讲到塞尔维亚和中
国的友好关系历史，这让她和同学们对
遥远的中国充满好感和好奇。

“欢迎中国领导人来塞尔维亚，也欢
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来这里旅游！”莱
娜得知习近平主席即将对塞尔维亚进行
国事访问后激动地说。

“朋友是时间的果实。”正如这句塞
尔维亚谚语所说，近年来，中塞两国民众
经贸、文化往来密切，不断丰富充实着传
统友谊的内涵，大家越走越近、越走越
亲。

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米哈伊洛大
公街和小镇泽蒙的广场周边，路牌上有
中文标识；在历史悠久的贝尔格莱德动
物园外墙上，由马赛克拼出的动物图形
中也有大熊猫的身影。

常年在米哈伊洛大公街上卖画的艺
术家萨利奇告诉记者，越来越多的中国
游客会选择来贝尔格莱德及周边地区度
假。让他惊讶的是，这些远道而来的客
人对塞尔维亚的文化历史并不陌生，还
会与他讨论在中国足球俱乐部工作的塞
尔维亚教练和球员。

“塞尔维亚人和中国人有共同的经
历和传统友谊，我们心连心、在一起！”萨
利奇说。

塞尔维亚国际政治经济研究所“一
带一路”地区研究主任卡塔琳娜·扎基奇
说，她注意到越来越多的塞尔维亚年轻
人开始使用来自中国的社交媒体软件、
喜欢吃中国菜、买中国货、想要学习中
文。塞尔维亚和中国互免签证、互通直
航，更是让两国民众间的交流更便捷、了
解更深入、成效更显著。

谈及塞中两国关系的未来，扎基奇
充满信心。她说，塞中两国在基础设施、
能源等领域的合作已经打下了很好的基
础。两国务实合作将在电子商务和数字
经济等新领域不断拓展，塞中关系必将
提升到新的高度。

（新华社贝尔格莱德5月7日电）

中塞“铁杆”友谊之路越走越宽

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波光粼粼的多瑙河不远
处坐落着一所匈中双语学校。近年来，这所学校在当
地越来越受欢迎。

用中文说“你好”，是孩子们的第一堂课；许多学生
可以用中文流利背诵匈牙利诗人裴多菲的诗句；老师
们还会给孩子们介绍20世纪中国伟大的作家鲁迅。

这所学校成立于2004年，过去20年来在促进匈
中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2009年，一位特殊
客人的到访让学校与中国的联系更加紧密。

特殊客人

这位特殊的客人就是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
平。那次访问留下许多温馨时刻，令学校校长埃尔代
伊·苏珊娜记忆犹新。

埃尔代伊说，在参观学校时，习近平始终面带微
笑，与孩子们聊起诗歌和童谣。

为了迎接习近平，学生们用中文在黑板上写下欢
迎语：“习伯伯，您好！”孩子们还演唱了中文歌曲，表演
了芭蕾舞和武术节目。习近平对两名学生朗诵唐诗
《静夜思》和《相思》尤为赞许。

习近平对孩子们的精彩表演报以掌声，并表达了
对匈牙利文化和中匈传统文化交流的赞赏。他表示，
很多像他这个年纪的中国人都看过匈牙利电影《牧鹅
少年马季》。习近平说，中国的《红楼梦》等名著很早就
被译成匈牙利语，许多中国人也很欣赏匈牙利著名音
乐家李斯特的《匈牙利狂想曲》。

习近平向学校赠送了教材和教学设备。学生们回
赠了一件手工制作的礼物，上面画着一颗小红心，旁边
写着暖心的祝福。

埃尔代伊说，习近平主席多年来一直关注学校发
展。“2009年访问学校期间，他为学校提供了许多宝贵
的建议，并以中国古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寄语学校
发展。”

她说：“教育孩子的确是这样一个过程……只有当
他们经过多年学习成年后，才能真正意识到学校教育
对他们生活的影响。”

新春祝福

为纪念15年前的那次访问，学校在大厅墙上始终
挂着习近平与师生们的合影。那次访问在习近平与师
生们之间播下了友谊的种子。

2023年春节前夕，学校的两名匈牙利学生沃尔
高·博妮塔（中文名：胡灵月）和伊姆雷·塔玛拉（中文
名：宋智孝）获得了一所中国大学的奖学金。她们决定
代表母校所有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表达感激之情并送
上新春祝福。

信中，她们讲述在校学习中文的感受，表达将来到中国上大学、为
匈中友好作贡献的愿望。

信发出后不久，她们就收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复信。习近平主席在
信中说，他还记得2009年在匈中双语学校同师生们交流的情景，他鼓
励匈牙利青少年更多了解中国，做传承发展中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习近平欢迎学生们高中毕业后到中国读大学，也希望越来越多的
匈牙利青少年喜欢上中文、学习中文。

埃尔代伊说，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大大的惊喜”，
在他的鼓励下，许多学生都希望“在两国关系中作出自己的贡献”。

去年秋天，胡灵月和宋智孝来到了位于北京的首都师范大学攻读
本科，实现了在中国学习的梦想。

她们在北京的生活既有趣又具有挑战性，几乎每天都会遇到“跨文
化体验”。以食物为例，中国人吃大米，而匈牙利人更喜欢吃土豆和面
包。但是她们也发现，两国人民都喜欢“土豆炖牛肉”这道家常菜。

“我愿意成为中匈友好的热心使者。”胡灵月在2023年新生开学典
礼上说道。她希望毕业后成为一名中文教师或翻译。

增进文化交流

匈中双语学校中方校长王悦说，习近平主席的回信极大地激发了
学生们的热情，大家更加积极学习中文，希望到中国深造。

该校12年级学生杜龙德·埃内斯特·山多尔到过广州、深圳、北京
等多座中国城市。在他看来，中国经济不断发展，学习中文的重要性与
日俱增。他计划今后到北京读大学。

另一名学生英厄斯·多丽娜对中国文化也很着迷。她会演奏中国
传统乐器古筝，会跳中国民族舞。

匈牙利人对中文和中国文化日益增长的热情推动了学校的持续发
展。起初，该校学生大多来自在匈牙利工作和生活的中国家庭。如今，
学校已扩大到12个年级、20个班，在校学生500余人，大部分是以匈牙
利语为母语的学生。

匈牙利前总理迈杰希·彼得对新华社记者说：“双语学校远远超出
了传统的经济合作关系，它为两国人民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鼓励人
们在文明交流互鉴方面保持开放、好奇和客观的心态。”

曾任学校中方校长的郭家明近期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学校
的发展反映了中匈关系发展的良好势头以及两国人民之间日益增多的
交流。

目前，匈牙利已开设5所孔子学院，中文已被纳入匈牙利国民教育
体系，并成为高考科目。中国12所大学开设匈牙利语言专业。双方互
设的文化中心也是展开文化交流活动的重要平台。

埃尔代伊说：“在两国关系中，拥有能流利使用双方语言的人才至
关重要。”她希望匈中两国跨文化交流更加多姿多彩，促进两国人民之
间的了解和友谊。 （新华社布达佩斯/北京5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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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2月24日，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匈中双语学校，中国
教师指导学生们学习书法。 （新华社发）

2024年3月12日，一列火车运行在匈塞铁路塞尔维亚境内贝诺段诺维萨德多瑙河大桥上。（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