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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中国防控疫情举措”

2020年 3月，桑托斯坐上飞往北京的航班，准备开启
崭新的驻华生活。尽管面对种种不确定性，但桑托斯决心
排除万难履职，“这是我应尽的责任”。

从飞机落地北京那一刻，桑托斯就深深感受到了中国
抗疫举措的全面、严格、彻底，他说：“所有人都戴着口
罩，所有人都严守社交距离。”来到北京后，桑托斯也随
时戴口罩、进出量体温。

随着中国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各地进入常态化疫情防
控阶段，桑托斯在2020年9月首次来到湖北武汉。“重启”
的武汉，街头巷尾熙熙攘攘。当时武汉确诊病例早已清
零，桑托斯观察到，所有人都严格保持安全距离，在室内
外都戴着口罩。“我开始还想，为什么要戴口罩呢？这里
明明没有病例了。后来我明白了，正是得益于中国人对防
疫规定的严格遵守，中国才取得了如此显著的抗疫成效。
我相信中国防控疫情举措，中国医务人员的辛勤付出令人
敬佩。”桑托斯说。

“中国脱贫攻坚成就卓越”

特殊时期的工作经历，给桑托斯留下了很多记忆。
在率先控制疫情的中国，桑托斯看到了一片勃勃生机的
景象。

2020年“十一”黄金周的假日经济，向世界释放了中
国经济强劲复苏的清晰信号。这个假期，中国国庆节与中
秋节“喜相逢”，桑托斯也迎来了他六十岁的生日。“我登
上长城庆祝 60岁生日！”桑托斯说，一提起中国，全世界
可能最先想到的就是长城，长城在东帝汶更是家喻户晓。
虽然无法和家人共同庆生有遗憾，但能到向往已久的长城
庆生也给桑托斯留下了珍贵回忆。

到长城当“好汉”、到福建品茶，桑托斯对中国文化
的喜爱与日俱增。2020年11月，桑托斯来到福建，在福州
体验了中国茶文化的丰富多彩。大红袍、茉莉花茶让桑托
斯赞不绝口，滋味鲜爽的白茶更让他印象深刻。“听说常
常喝白茶会让人越来越年轻。”桑托斯笑言，“虽然这可能
只是广告语，但喝茶肯定有益健康。”

福建之行不仅加深了桑托斯对中国茶文化的认识，也
深化了他对中国脱贫事业的理解。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
国如何在短短几十年间摆脱绝对贫困？以“弱鸟先飞、滴
水穿石”精神铸就的宁德样本讲述了中国摆脱贫困的历
程。“过去连公路都不通的村庄，如今不仅交通四通八
达，还有了学校、医院等完备的公共设施，当地人也住上

了更好的房子、过上了更幸福的生活。”桑托斯感慨，2020
年，即使面对疫情的挑战，中国依然如期完成了现行标准
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中国各级政府和中国人
民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中国脱贫攻坚成就卓越，对此
我表示热烈祝贺。”

中国基建闻名东帝汶

在桑托斯的中国印象里，完善的基建设施是浓墨重彩
的一笔：“在中国，无论走到哪里，公路桥梁都随处可
见。我还尝试了中国各种交通工具，中国高铁非常快！”

桑托斯情有独钟的中国基建，在东帝汶享有盛名。中
国援建的东帝汶总统府、外交部办公楼、国防部和国防军
司令部办公楼，已成为东帝汶首都帝力的地标性建筑。中
国企业在东帝汶承建的“一网”“一路”“一港”项目也引
人注目：东帝汶国家电网项目大大缓解了严重缺电的状
况，苏艾高速公路成为东帝汶首条现代化高速公路，正在
加快建设的蒂坝港项目建成后将成为东帝汶历史上首个现
代化国际集装箱码头。“中国工程技术人员活跃在东帝汶
修路建港的一个个现场，为东帝汶带来了基建领域的丰硕
成果。”桑托斯认为，这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生动
缩影。

“一带一路”联通的不仅是道路，更是人心。桑托斯
十分关心东帝汶教育发展，而中国是东帝汶教育发展的重
要伙伴。“每年中国政府都会向东帝汶学生提供奖学金，
涵盖本科、研究生、博士等各个阶段。”桑托斯表示，希
望疫情早日结束，未来有更多东帝汶学生来中国留学。

随着两国多双边合作日益深化，经贸成果也不断刷新
纪录。开放的中国把东帝汶特产带到了国际市场、带进了
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东帝汶连续参加中国国际进口博览
会，具有独特薄荷香味的东帝汶野生麝香猫猫屎咖啡成为
明星商品。“东帝汶不仅有咖啡等特色农产品，还有丰富
的渔业资源。欢迎中国企业扩大对东帝汶农业、渔业等领
域的投资。”桑托斯表示。

对两国关系发展前景，桑托斯满怀信心。他说：“中
国是东帝汶2002年恢复独立后第一个建交的国家。建交10
多年来两国关系始终牢不可破，双边合作造福两国人民。
希望双边各领域合作未来得到进一步深化。”

“我登上长城庆祝60岁生日！”
——访东帝汶驻华大使阿布朗·多斯·桑托斯

海外网 毛 莉 任天择

“正是因为中国采取了严格的防疫措施，今天我才能坐在这里与你们见

面。”近日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网采访时，东帝汶驻华大使阿布朗·多斯·桑托

斯这番发自肺腑的感慨，道出了中国抗疫斗争见证者的心声。

桑托斯和中国人民共同经历了极不平凡的2020年，驻华工作的特殊开

篇，让他对中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发展东帝汶和中国关系有了更充足

的干劲儿。

2002 年 5 月 20 日恢复
独立的东帝汶是年轻的国
家。国土面积约 1.5 万平方
公里、人口 130余万，德顿
语和葡萄牙语为官方语言，
英语和印尼语为宪法规定的
工作语言。

东帝汶位于东南亚努
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包
括帝汶岛东部、西部北海
岸的欧库西飞地以及附近
的阿陶罗岛和东端的雅库
岛。东帝汶西部与印尼西
帝汶相接，南隔帝汶海与
澳大利亚相望。东帝汶的
特色在于自然之美。山峦
海滩，景色各异；东西南
北，绚丽缤纷。首都帝力
位于北部海岸，是一座融
历 史 与 现 代 于 一 体 的 城
市，展现出东帝汶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发展的
成果。

东帝汶国家战略发展计
划将油气、农业和旅游作为
经济发展的三大支柱。东帝
汶正在崛起，各类产业发展
潜力巨大。从石油、天然气
和铜矿开采业，到农业、畜
牧业，东帝汶正在整合优质
资源，打造生产、出口高质
量产品的平台。

东帝汶气候和土壤为种
植经济作物提供了得天独厚
的条件，檀香、橡胶、椰
肉、棉花、甘蔗和椰油等质
量上乘。帝汶海是吸引国际
商业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
有大量未开发的油气田。基
建也是一个增长点，老基建
在翻修，新基建在拔地而起，在基建的更新
换代中东帝汶正在加速现代化建设。得益于
国内国际的投资，东帝汶的旅游和服务业得
到长足发展。尽管目前变化主要发生在首都
地区，但巨大发展潜力蕴含于东帝汶全境。

东帝汶与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早在 14
世纪就有中国人远渡重洋来到东帝汶。东帝
汶恢复独立后，中国成为首个与东帝汶建交
的国家。刚刚过去的 2020 年，东中两国面对
新冠肺炎疫情更是相互支持、守望相助。东
帝汶各界积极声援中国抗疫，中国向东帝汶
提供了9批次医疗援助。经过疫情考验，东中
两国关系和东中人民友谊更加深厚。2021
年，东帝汶将继续致力于推进同中国在各领
域的合作，推动东中关系发展不断迈上新台
阶，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东帝汶投资兴业。

（作者为东帝汶驻华大使）

东
中
两
国
守
望
相
助

（
东
帝
汶
）
阿
布
朗
·
多
斯
·
桑
托
斯

“我在中国当大使”栏目组
来到东帝汶驻华大使馆，第一
时间就被随处可见的“鳄鱼”吸
引了。

茶几上摆放的鳄鱼玩具栩
栩如生，拎在手里由一节节木
雕拼接而成的身体甚至会灵活
地左右摆动；办公桌间隔板上

“蹲守”的鳄鱼布偶由粉色和
绿色的花布料缝制而成，一改
鳄鱼牙齿锋利、皮肤坚硬的形
象，显得乖巧可爱；电视机柜
上还有一尊背驮男孩的鳄鱼黑
木雕，木雕下铺陈的衬布上印
着的纹样依然是鳄鱼。

为什么这个使馆有如此多
“鳄鱼”出没？东帝汶驻华大使
阿布朗·多斯·桑托斯为栏目组
解答。他端起背驮男孩的鳄鱼
黑木雕，向栏目组道来东帝汶
人的鳄鱼传说。

很久以前，一个小男孩救
下一条小鳄鱼。若干年后，他
们再次相遇。只要小男孩朝大
海呼唤三声“祖父”，鳄鱼就会
出现在他眼前。鳄鱼驮着小男
孩漂洋过海、周游世界，结下
深厚情谊。鳄鱼死后，它的身
躯变成岛屿、骨骼化作黄金、
血液变为石油，以报答男孩当
初的救命之恩。“这座岛屿就是
东 帝 汶 人 祖 祖 辈 辈 生 活 的 土
地。”桑托斯大使说。

鳄鱼传说承载着东帝汶的
历 史 文 化 传 统 ， 也 让 外 界 窥
见 这 个 国 度 人 与 自 然 同 在 的
精 神 内 核 。 东 帝 汶 是 个 多
山 、 多 湖 、 多 泉 、 多 海 滩 的
岛 屿 国 家 ， 人 们 充 分 享 受 与
大 自 然 零 距 离 亲 近 的 和 谐 与
宁 静 。 使 馆 里 的 一 景 一 物 ，
吸 引 栏 目 组 探 寻 东 帝 汶 与 自
然同在的恬淡悠然。

茶几上的咖啡散发着淡淡
薄荷香，桑托斯大使骄傲地告
诉我们“东帝汶咖啡豆不使用

任何肥料，绝对绿色有机”；会客厅里摆放着大大小
小的吊脚木楼模型，大使说，“今天很多东帝汶人依
然居住在这样的传统民居里”……不加雕饰的自然
之美，是东帝汶独特的名片。大使通过栏目组的镜
头发出热情邀请：“希望更多中国朋友了解东帝汶，
走进东帝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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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帝汶驻华大使阿布朗·多斯·桑托斯近照。
海外网 季星兆摄

东帝汶传统民居 图片来源于网络

东
帝
汶
雅
科
岛
海
滩
美
景

图
片
来
源
于
网
络

在宁静的海边，看朝霞绚烂，看正
午骄阳，看落霞芳菲；人们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孩子们在溪流边玩耍，穿着
草裙的少女冲调着醇香的咖啡，劳作的
农人耕种、捕鱼……生活如此恬淡悠
然，这就是东帝汶人简单而又充实的一
天。如果你想远离喧嚣，追寻一份返璞
归真的宁静，东帝汶绝对是令人向往的
旅游目的地。

首都帝力三面环山，临海之地是天
然的深水良港。高大的棕榈树在海滩
上投下绿茵，独木舟停泊在岸边等待

游人出海归来。在东帝汶，不仅可以
享受所有海岸度假胜地共通的蓝天碧
海，在帝力下海深潜，还能观赏色彩
斑斓的珊瑚。

投入大海的怀抱，离岸越远、海的
颜色越发湛蓝。大约潜至 3米深，奇幻
美妙的海底世界随即映入眼帘——阳光
依旧可以穿透海水，五颜六色的珊瑚
披着鲜艳夺目的光泽，有的如嫩柳随
波飘动，有的如牡丹雍容富贵。石脑
珊瑚、鹿角珊瑚、石芝珊瑚都形如其
名，更多不知名的珊瑚千姿百态。海

葵、海星，还有无数斑斓的热带鱼穿
梭其间，如梦如幻。在这静谧而又绚
烂的海底世界，人与鱼为伴，嬉戏于
珊瑚间；人与海融为一体，心灵也会
得到一份难得的安宁。

海的美只是东帝汶这幅令人神往画
卷的底色，淳朴善良的东帝汶人才是画
卷的主角。作为一个年轻的国家，东帝
汶百业待兴，东帝汶人的物质生活并不
富裕，但他们对生活的乐观豁达一定会
深深打动到访的每一位游客。辛苦劳作
一天，东帝汶人常常在夜幕降临时载歌
载舞，以此作为生活的调剂品。在歌声
与笑声中，人们看到的是东帝汶人对幸
福生活的憧憬。

每逢宾客临门，热情的东帝汶人会
双手捧起围巾一般的“泰斯”（类似“哈
达”）献上见面礼。“泰斯”展现了东帝汶
民族传承已久的织布工艺，纹样色彩饱
满、图案精致。“泰斯”红、黄、黑色
的经典搭配也是东帝汶国旗的配色。将
泰斯搭在客人肩头，是东帝汶人表达友
好的方式。 （海外网 吴正丹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