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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蒙留华学生的‘第二祖国’”

疫情似鉴，鉴出中蒙两国心灵相契，鉴出何为“得好乡
邻胜过亲”。蒙古国送来 3万只羊的重磅大礼，引起中国网
友高度关注，相关新闻持续刷屏，屡屡冲上社交媒体热搜
榜，甚至有中国歌手创作纪念歌曲 《你送我 3万只羊》。中
国网友的热情跨过戈壁与草原，传回到蒙古国人民耳中。

“这首歌蒙古国人民也听到了，还有人将它翻译成了蒙语。
什么是人文交流？这就是真正的人文交流。”巴德尔勒说。

蒙古国邻居对中国人民的真挚情谊不止于羊。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以来，蒙古国政府第一时间宣布向中方提供 20万
美元捐助；蒙古国社会各界人士自主发起捐款活动，多家
公司员工自愿捐出一天工资支援中国。不少蒙古国留华学
生回国后积极参与了“永久邻邦、暖心支持”行动，自主
制作公益片 《加油武汉》，使用中蒙双语为武汉打气祈福。
巴德尔勒说：“对于这些留学生来说，中国就是他们的‘第
二祖国’。”

据介绍，中国是蒙古国最大的留学目的地国，目前有
1.4万余名蒙古国学生在华留学。“这些学生在街头为中国抗
疫募捐的举措令人感动。待他们学成归国后，定将成为蒙古
国未来的栋梁，架起两国友谊的桥梁。”巴德尔勒期待，未
来两国进一步加强教育交流合作，让更多蒙古国学生感受中
国文化、中国先进科技的魅力。

“二连浩特是蒙中贸易的一扇窗口”

对蒙方在疫情中的雪中送炭，中方也投桃报李，毫无保
留地同蒙方分享防控经验和信息，提供医疗物资援助。在双
方共同努力下，抗疫合作取得显著成果。两国积极开展复工
复产合作，成功建立“绿色通道”并顺利运行。

全球贸易受到疫情严重冲击，中蒙最大陆路口岸二连浩
特却创下了两个历史同期最好成绩：11月7日，进出口运量
较去年提前37天突破1400万吨大关，实现同比增长12.8%；
接运出入境中欧班列突破2000列，同比增长52.8%。

在全球经济整体下行压力增大的背景下，二连浩特何以
逆势而上？巴德尔勒认为，这一方面要归功于中国严格的疫
情防控措施。蒙中互为陆地边界线最长的邻国，却非常难得
地保持着病例相互“零输出”的纪录；另一方面，随着电子
化贸易系统的引进，二连浩特的通关安全性有了保障，效率
大大提高，“几乎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二连浩特是我最喜欢的中国城市，也是蒙中贸易的一
扇窗口。”巴德尔勒表示，蒙中双边贸易额占到了蒙古国总
贸易额 60%以上，对华贸易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二连浩特，
这座“斑斓之城”自古就是“茶叶之路”“草原丝绸之路”
的重要节点。如今，“一带一路”与“草原之路”在二连浩
特交汇对接，铁道上飞驰的是一趟趟中欧班列。“二连浩特
联结了蒙中，也联结了欧亚大陆。”

近年来中国为蒙古国提供大量优惠贷款用于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中企承建的项目为蒙古国交付了全国第一条高速公
路、全国最大的互通立交桥。“这些基础设施建设都是为了
打好基础，以备将来把蒙古国有竞争力的产品出口到中国，
出口到欧盟市场。”巴德尔勒说。

“亲眼看到布达拉宫令我激动”

10月 22日，巴德尔勒出席蒙古国向中国捐赠羊交接仪
式时，终于来到了他慕名已久的二连浩特。当时他正式就任

蒙古国驻华大使才3天。尽管时间紧，但他依然坚持从北京
乘轿车赴二连浩特，因为他想亲眼看看沿途风貌，也直接了
解中国的风土人情。

履新时间虽不长，但巴德尔勒的足迹已遍及中国不少省
市。谈及11月初的拉萨之旅，他回味无穷：“蒙古国有信仰
藏传佛教的传统文化。能踏上青藏高原，亲眼看到布达拉
宫，非常令我激动。”在这次访问中，巴德尔勒不仅看到了
西藏发展的巨大成就，也看到了中国在文物保护方面付出的
重大努力。“我参观了许多古建筑，发现中国政府把历史古
迹保护得很好。”

如果说巴德尔勒在拉萨感受到了传统与现代的融合，那
他在上海看到的则是国际大都市的风采。第三届中国国际进
口博览会让他感慨良多：“这届进博会克服疫情影响圆满举
办，实在难能可贵。”如此盛会，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进入中国市场的宝贵机会，巴德尔勒自然
不会错过。通过进博会这个大平台和风向标，他把了解到的
市场信息反馈给许多蒙古国企业，帮助他们更好地了解未来
发展和投资的大方向。

对中国了解越多，巴德尔勒对发展蒙中合作的信心就越
坚定。他相信，两国未来的合作空间将更加广泛，蒙中企业
合作将日益深入。“要把防疫期间的一切挑战转化为两国合
作的机遇，蒙中将为两国关系史上的最好时期揭开新篇
章。”巴德尔勒表示。

“3万只羊是我们的真心诚意”
——访蒙古国驻华大使图布辛·巴德尔勒

海外网 任天择

“雪中送炭难”“患难见真情”，蒙古国捐赠的首批1.2万只羊11月12日从内蒙

古二连浩特启运湖北的现场，飘扬着这样的标语。今年2月底，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

嘎在中国抗疫斗争最吃劲时专程访华，并宣布向中方赠送3万只羊。

现任蒙古国驻华大使图布辛·巴德尔勒，彼时就在总统随行人员中，他也见证了

10月蒙古国向中国捐赠羊交接仪式。“蒙古国有句话‘得志时送骆驼，不如落魄时送

根针’，3万只羊代表着蒙古国人民的真心诚意。”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专访时，

巴德尔勒从“羊的故事”讲起，畅谈建交71年历久弥新的蒙中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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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蒙古国，最不能错过
的，是下牧区观看自然风
光。一望无际的草原、成群
的牛羊、洁白的蒙古包、清
澈的湖泊……草原风光让人
心驰神往。当“我在中国当
大使”栏目组走进蒙古国驻
华大使馆，浓郁的草原风情
扑面而来。

进入会客室，一幅幅精
美画作映入眼帘，驰骋的
少年、饮水的马群、挤奶
的牧民……宁静祥和的草原
生活跃然其上，瞬间把我
们 拉 到 千 里 之 外 的 大 草
原。房间里的各式银制摆
件也满是草原风貌，有日
用银壶，也有马、牛、羊
等银制手工艺品。

我们正沉浸在身处大草
原的想象中时，风度翩翩的
蒙古国驻华大使图布辛·巴
德尔勒来到会客室，热情地
与栏目组成员一一握手。见
栏目组对房间陈设感兴趣，
大使饶有兴致当起了“讲解
员”。他介绍说，1949 年新
中国成立后，蒙古国是第一
批宣布与中国建交的国家之
一，1950年蒙古国便在北京
设立了驻华大使馆，使馆不
少工艺品有70年历史。

巴德尔勒大使拿起展示
柜正中央的一件牛骨雕塑，
盘点起上面雕刻的动物——
山羊、绵羊、马、牛、驼，

“这就是蒙古国著名的‘五畜’”。栏目组听
后恍然大悟，难怪整个会客室的工艺品几乎
都与“五畜”相关。大使又拿起蒙古象棋的
一枚棋子告诉我们，上面雕刻的是一辆蒙古
式牛车。他说，牛车是草原上游牧民族的重
要交通工具。每逢搬家，牧民们会将家当放
在牛车上，在某处暂时定居时，牛车又变成
了小库房。

“五畜”既与游牧民族的衣食住行息息相
关，也是草原的吉祥物，它们深深融入蒙古
国人民的文化血液里，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生
活的向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蒙古国宣
布向中国赠送 3 万只羊，不仅是雪中送炭之
举，更饱含吉祥与祝福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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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国驻华大使图布辛·巴德尔勒近照。
海外网 季星兆摄

12月7日，在海口市人民医院，支援湖北医疗队队员领
取来自蒙古国捐赠的羊肉。 袁 琛摄 （人民图片）

蒙 古 国 和 中 国 自
从 1949 年正式建交以
来 ， 历 经 时 代 变 迁 ，
化解一切挑战，持续
发 展 双 边 合 作 与 交
流。蒙中已建立全面
战略伙伴关系，不断
拓展合作交流的方位
和方向。近年来，两
国高层互访频繁、政
治互信不断巩固、人
文交流日益密切、各
领 域 合 作 持 续 增 进 ，
蒙中关系正处于历史
最好时期。

蒙 中 经 贸 具 有 相
互 通 融 及 互 补 的 优
点，拥有极大合作空
间 。 对 接 “ 草 原 之
路 ” 和 “ 一 带 一 路 ”
倡议，并在其框架内
开启蒙中俄经济走廊
建设，不仅有利于两
国，也将对地区和世
界经济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

2019 年 数 据 显
示，两国贸易额已达
88 亿美元，这表明最
近 10 年两国贸易额已
增加 4.5 倍。蒙古国对
外贸易总额64%来自中
国，其中对华出口占
93.8%，进 口 占 41.8%。
中国向蒙古国直接投
资额达 51 亿美元。其
中，68%中资企业投资
于矿产行业、21%投资
于 贸 易 和 服 务 行 业 。
今后，除保持矿产贸
易稳定发展外，双方
还将支持拓展非矿产
领域合作。

今 年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对世界经济与国际
关 系 带 来 重 大 挑 战 。
面对人类公共卫生危
机，蒙中两国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共克时艰。在此特殊时期，双方始终
保持合作步调，成功实现高层访问，
树立了国与国友好交往的典范。

2月，蒙古国总统巴特图勒嘎在中
国疫情防控的关键时候访华，成为疫
情发生以来首位访华的外国元首，向
永久的友好邻邦展现了蒙方的衷心支
持。无论是蒙方向中方捐赠的 3 万只
羊，还是在蒙国内发起的“永久邻
邦、暖心支持”行动，都充分体现了
两国深厚友谊。现在3万只羊已全部交
接给中方，中方决定将这些羊分配给
医务工作者等为抗疫作出重要贡献的
人，蒙方非常高兴。

9月，中国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对
蒙古国进行访问。双方就加强防疫期
间双边和地区合作等重要事项达成共
识。双方的共识对 2020 年实现双边贸
易额100亿美元的目标、充分运用蒙中
边境口岸“绿色通道”、推进“后疫情
时代”合作、促进经济复苏等具有重
要推动作用。

加强疫情常态化防控合作是两国
合作的重要方向。在蒙古国近日新增
本土确诊病例、全国进入全面戒备状
态的特殊时期，中国政府向蒙古国政
府及人民提供的援助成为“及时雨”。
在蒙古国，人们常说“以德报德”，中
国的援助充分体现了这一点，蒙古国
人民对此深表谢意。我深信，两国人
民的友谊世代相传，两国人民携起手
来并肩作战，定能战胜疫情。

在“后疫情时代”，蒙中将抓住新
机遇、充实合作内涵，积极推进两国
元首达成共识的重大项目，巩固互利
互惠的务实合作以造福两国人民，积
极开展地区和国际舞台上的合作，共
创两国光辉未来。

（作者为蒙古国驻华大使）

那达慕在蒙古语中意为娱乐、游戏。为庆
祝丰收，蒙古国每年七、八月举办隆重的那达
慕大会，这是蒙古民族在长期游牧生活中流传
下来的具有独特民族色彩的盛大节日，每年吸
引大量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图为身着民族服饰的蒙古国青年在那达慕
大会上表演节目。 蒙古国驻华大使馆供图

国家人文地理

现代文明与游牧传统碰撞——

乌兰巴托的夜，那么美
提起北方邻邦蒙古国，中国人很自然

想到的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
牛羊”的壮美和辽阔，是马背民族的勤劳
和勇敢，是那达慕大会上的精彩竞技和载
歌载舞。“乌兰巴托的夜，那么静……”
一首悠扬的 《乌兰巴托的夜》，更是给不
少中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乌兰巴托，究竟
什么样？

乌兰巴托被巴彦吉如合、青格勒台等
群山环绕，清澈的图拉河从城南的博格多
山脚下自东向西缓缓流过，见证着这座城
市从游牧民族的佛教圣地变迁为蒙古国的
首都和最大的城市。走进乌兰巴托，市中
心高楼大厦鳞次栉比，汽车穿梭往来；城

北山坡上古朴的蒙古包如朵朵白云般点缀
在青草地上，牧马人自由驰骋……在这
里，现代文明与游牧传统碰撞融合。

这座有 300 多年历史的城市，容纳了
蒙古国约一半人口。蒙古国的年轻人喜
欢奔向乌兰巴托，为梦想打拼。乌兰巴
托的夜热闹无比，流光溢彩的霓虹、人
声鼎沸的酒吧、宾客盈门的各国餐厅、
衣着时尚的男女老少，处处都透露出国
际都市范儿。

当游客还在为乌兰巴托的现代化赞叹
时，就会在城市更深处与乌兰巴托的传统
一面不期而遇。乌兰巴托市中心的甘丹
寺，是走近蒙古国文化的另一扇窗口。有

200 余年历史的藏传佛教寺庙甘丹寺是蒙
古国最大寺庙，因世界最大铜铸大佛而闻
名。大佛身高达28米，全身镀金并镶嵌大
量宝石，气势雄伟、富丽堂皇，是蒙古国
的国宝。被现代化高楼环绕的甘丹寺，是
当地人寻求心灵宁静的好去处。看着遮天
蔽日的鸽群在白墙碧瓦的大小庙宇间自由
翱翔，就是难得的放松和享受。

乌兰巴托城南的博格多汗宫是八世哲
布尊丹巴活佛的夏宫，如今已成为著名博
物馆。丰富的馆藏，囊括清朝皇帝赐予活
佛的各种珍宝，是当年满蒙密切来往的历
史见证。走进红墙碧瓦的院落，砖雕照
壁、重叠飞檐、琉璃绿瓦牌楼等中式元素
随处可见。木牌楼上悬挂的蓝底金字匾
额，上面有汉、满、蒙、藏四种文字写的

“乐善好施”，仿佛诉说着这座拥有 100 余
年历史的宫殿与中国的深厚缘分。

感受乌拉巴托的传统与现代、沧桑与
年轻，游客一定会感慨：乌拉巴托的夜不
静，但很美。

（海外网 吴正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