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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新 网 桂 林 2 月 25
日 电 （林 洁 琪）“‘ 汉 语
桥’多样化的课程让我对
中 国 有 了 更 加 直 观 的 认
识，了解到中国经济的快
速发展，令人受益匪浅。
希 望 到 中 国 亲 身 体 验 中
华传统文化，将来成为印
尼 和 中 国 文 化 交 流 的 使
者 。”印 尼 特 里 莎 克 蒂 旅
游学院学生黄慧慧（中文
名）通过网络接受采访时
说。

2 月 25 日，2022 年“汉
语桥”线上团组交流项目

“遇见中国，心动广西”中
国文化体验营在广西桂林
旅游学院顺利结束。该校
教师与来自印尼特里莎克
蒂旅游学院的 139 名学生
通过“云端”相会，深度交
流中国文化

中华诗词、趣味汉语、
山 歌 对 唱 、中 国 画 、太 极
拳 、中 国 茶 文 化 …… 在 为
期 10 天的课程里，印尼大

学生们通过网络“云游”广
西，体验到丰富多彩的中
国各民族传统文化，实现
汉语言学习和传统文化体
验双丰收。

黄 慧 慧 作 为 学 员 代
表 在 闭 营 仪 式 上 发 言 时
表 示 ，她 对 中 国 传 统 历
史 文 化 特 别 感 兴 趣 ，期
待 参 加 更 多 有 关 中 华 文
化 的 活 动 ，去 感 受 真 实
的 中 国 。

来自雅加达的欧阳彩

虹（中文名）说，授课老师
不仅讲解热情，还准备了
实时翻译，帮助学员们更
好地学习课程内容，激发
大家学习汉语的热情。“参
加此次活动是一次令人难
忘的经历，希望学好更多
中华文化知识，毕业后可
以到中国学习工作，开拓
视野，让身边更多亲人朋
友了解中国。”

除 了“ 云 课 程 ”，桂 林
旅游学院老师还带领学员

们体验了一场别样的“线
上 4A 景区之旅”。美丽的
桂林山水和悠扬的山歌，
增加了学员李优伟（中文
名）对 中 国 的 热 爱 和 向
往。她说：“期待我们能在
桂林相遇，学习更多中国
文化。”

桂 林 旅 游 学 院 校 长
程 道 品 表 示 ，希 望 各 位
同 学 今 后 在 学 习 汉 语 过
程 中 ，多 与 中 国 青 年 人
接 触 、交 流 ，亲 自 感 受 中

国 深 厚 的 文 化 底 蕴 ，成
为 加 强 中 国 和 印 尼 文 化
交 流 与 友 谊 建 设 的 青 年
友 好 使 者 。

印尼特里莎克蒂旅游
学 院 校 长 Fetty Asmaniati 表
示，参加此次活动能够增
加学生对中国文化的洞察
力和知识积累，让学生对
学习汉语更有信心，希望
学生用好所学知识，进一
步促进印尼和中国文化交
流。

印尼大学生“云游”广西：
希望成为印尼和中国文化交流使者

印尼华人开始恢复中文姓
印 尼 父 母 为 孩 子 起

名时，总会向名字中加入
祝 福 。 而 对 该 国 华 人 来
说，他们的起名历史既丰
富多彩又充满争论。

1967 年，印尼政府颁
布一道法令，强迫所有华
人放弃中文姓名，改用印
尼姓名。对于 44 岁的赫
威利·翁科维乔约来说，
该 规 定 迫 使 他 的 祖 父 母
将他们家的“王”姓改成

“翁科维乔约”。这个印
尼 化 的 新 姓 一 直 被 用 到
2013 年，当时他决定合法
地 为 新 出 生 的 女 儿 起 名
为“ 薇 薇 安·王 ”。“ 两 代
人以来，我们都使用‘翁
科维乔约’。我们觉得要
与 时 俱 进 ，‘ 翁 科 维 乔
约’听起来就像来自另一
个 时 代 。”他 的 妻 子 琳
达·特里斯纳瓦提表示，
对 于 她 和 她 父 母 这 两 代

人来说，使用中文姓名是
不可能的，“没有一家印
尼 法 院 或 政 府 机 构 会 允
许 我 们 使 用 中 文 姓 名 。
我 们 会 被 指 责 为 不 爱
国。”

翁 科 维 乔 约 的 长 辈
也 曾 有 过 类 似 改 名 换 姓
的 经 历 。 他 母 亲 的 合 法
名字为“克莉丝汀·苏坦
迪奥”，她最初在 1968 年
选择用“格蕾丝”取代她
的 中 文 名 。 但 印 尼 官 员
反对，因为这听起来太像
外国名。最后，她不得不
用去掉字母“e”的“Chris-
tine”当作自己的名字，因
为 该 名 字 的 英 文 拼 写 也
被认为太“外国”。

一 刀 切 强 迫 所 有 华
人 改 名 换 姓 导 致 一 些 混
乱 。 上 世 纪 七 八 十 年 代
叱 咤 羽 坛 的 印 尼 传 奇 羽
毛 球 名 将 林 水 镜 的 经 历

就是例证，他选择了新名
字“ 贡 图 尔 ”（Guntur，意
指“ 雷 电 ”）。 但 在 此 后
的一次锦标赛上，“贡图
尔 ”的 名 字 被 呼 唤 多 次
后，他才走入赛场，因为
他 忘 记 了 自 己 的 新 名 。
有意思的是，由于他的中

文名已在印尼家喻户晓，
媒 体 继 续 将 他 称 为 林 水
镜而非“贡图尔”。

2000 年，印尼时任总
统 瓦 希 德 取 消 中 文 姓 名
禁令，这对许多印尼华人
预 示 着 一 个 新 时 代 的 到
来。不过，他们大都保持

谨慎。“当我的儿子亚历
山大在 2004 年出生时，我
们 仍 然 将 他 的 姓 登 记 为

‘翁科维乔约’。我们知
道禁令已不复存在，但我
们 仍 持 观 望 态 度 。 2013
年，我们终于鼓起勇气改
回‘王’姓。”特里斯纳瓦
提解释说。

印 尼 最 大 的 族 群 爪
哇 人 的 名 字 也 经 历 变
化 。 直 到 20 世 纪 下 半
叶 ，老 一 代 爪 哇 父 母 还
通 常 只 给 孩 子 起 单 名 ，
而 不 习 惯 使 用 姓 。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开始接触
美 国 文 化 后 ，许 多 爪 哇
人 首 次 使 用 姓 。 美 国 化
的 昵 称 也 变 得 流 行 起
来，例如已故政要阿里·
阿 拉 塔 斯 曾 任 印 尼 外 长
11 年 ，他 经 常 被 称 为

“亚历克斯”。
印 尼 人 的 名 字 也 可

能 受 到 该 国 宗 教 的 启
发 。 20 世 纪 90 年 代 ，随
着 印 尼 穆 斯 林 日 益 展 现
自 己 的 宗 教 身 份 ，更 多
人 为 自 己 的 孩 子 选 择 阿
拉 伯 语 名 字 及 其 变 体 。
如 今 ，西 方 和 伊 斯 兰 教
的 影 响 力 仍 在 争 夺 印 尼
人 的 起 名 偏 好 。 但 是 独
特 的 外 国 名 字 可 能 会 令
人 难 以 捉 摸 。 例 如 ，印
尼 人 大 多 将 英 文 常 见 名
字“ 马 修 ”（Matthew）发
音 为 “ 马 蒂 - 尤 ”
（Mati-U），鉴 于“ 马 蒂 ”
（Mati）在 印 尼 语 中 意 味
着“死亡”。如果起名字
确 实 是 为 了 祝 福 ，那 么
这 个 名 字 可 能 让 谨 慎 的
印尼父母避之不及。

（本 文 作 者 约 翰 内
斯·努 格 罗 霍 ，王 会 聪
译。原载 3 月 1 日《环球
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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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22 年全国两会召
开 前 夕 ，2022 年 中 央 一 号
文件由新华社受权发布。
一号文件明确了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
返贫的两条底线任务。一
方面，要求严守 18 亿亩耕
地红线，确保粮食产量保
持在 1.3 万亿斤以上；另一
方面，要求精准监测返贫
风险，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促进脱贫群众持续增收。

“两条底线任务”的提出，
是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
世界经济贸易面临不确定
性的背景下，对国内外新
形势、新挑战的把握与应
对，同时与近几年一号文
件及 2021 年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一脉相承，体现
了 我 国 农 业 政 策 的 连 续
性 、稳 定 性 与 可 持 续 性 。
在强调两条底线时，此次
一号文件兼顾顶层设计与
务实推进，不仅明确了目
标任务与工作要点，而且
给出了具体的执行办法与
针对性措施，深刻贯彻了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

“明年经济工作要稳字当
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面对当前错综复杂的

国内外环境，保障国家粮
食 安 全 和 重 要 农 产 品 供
给，必须要做到“稳”。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与
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
民 食 物 消 费 结 构 不 断 升
级，我国对粮食的需求重
点体现在对饲料粮和高附
加值产品（如油料作物）需
求的持续增长。尽管我国
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已经迈
上一个新台阶，但在资源
与环境约束下，粮食产量
仍难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需求。特别是在当今世
界面临严峻挑战和各种冲
击之际，全球粮食市场面
临 较 大 的 风 险 和 不 确 定
性，更要坚持中国人的饭
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
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
国粮，只有这样才能保障
国家粮食安全。基于此，
就需要实行耕地保护，确
保粮食播种面积稳定。同
时，一号文件也提出健全
农民种粮收益保障机制，
适当提高稻谷、小麦最低
收购价，稳定玉米、大豆生
产 者 补 贴 和 稻 谷 补 贴 政
策，实现三大粮食作物完
全成本保险和种植收入保
险 主 产 省 产 粮 大 县 全 覆
盖。这些都发出了一个重
要信号，就是要让农民种
粮有利可图，充分调动主
产区抓粮、农民种粮的积
极性。

除了要求稳定粮食种

植面积与产量，一号文件
还提出了多种举措以全面
提升粮食安全保障水平。

一是不断加强粮食生
产能力与重要农产品的供
给能力。保障重要农产品
有效供给始终是“三农”工
作的头等大事。文件强调
要不断提高主产区粮食综
合生产能力，推进国家粮
食安全产业带建设，大力
开展绿色高质高效行动，
深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
加大力度落实“菜篮子”市
长负责制，加快扩大牛羊
肉和奶业生产，推进草原
畜 牧 业 转 型 升 级 试 点 示
范。作为人口大国，吃饭
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意味着
我国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
松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的生
产供给，文件提出的多项
政策及要求有助于维持国
内 粮 食 稳 产 保 供 的 稳 定
性，从而牢牢把住国家粮
食安全主动权。

二是对种植结构提出
合理优化布局，提高大豆
和 油 料 等 重 要 农 产 品 产
能。文件要求在黄淮海、
西北、西南地区推广玉米
大豆带状复合种植，在东
北地区开展粮豆轮作，在
黑龙江省部分地下水超采
区、寒地井灌稻区推进水
改旱、稻改豆试点，在长江
流 域 开 发 冬 闲 田 扩 种 油
菜。开展盐碱地种植大豆
示范。支持扩大油茶种植

面 积 ，改 造 提 升 低 产 林 。
同时，完善农机性能评价
机制，推进补贴机具有进
有出、优机优补，重点支持
粮食烘干、履带式作业、玉
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油
菜籽收获等农业机械装备
研发与应用。目的在于推
动农产品种植取得更好的
效益，使农产品供给在数
量上更充足、品种和质量
上更契合人民需求。

三是强化现代农业基
础支撑，为促进粮食与重
要农产品生产注入根本动
力。具体来说，在耕地保
护方面，实行党政同责，落
实“长牙齿”的耕地保护硬
措施，严守 18 亿亩耕地红
线，实施黑土地保护性耕
作 8000 万亩；在农田建设
方面，提出要通过多渠道
增加投入，加强高标准农
田建设，要求 2022 年建设
高 标 准 农 田 1 亿 亩 、累 计
建成高效节水灌溉面积 4
亿亩的阶段性任务；在种
业创新方面，提出推进种
业领域国家重大创新平台
建设，大力推进种源等农
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
面 实 施 种 业 振 兴 行 动 方
案；在农机装备方面，要求
全面梳理短板弱项，加强
农 机 装 备 工 程 化 协 同 攻
关，提升农机装备研发应
用水平。同时，要求因地
制宜，加快发展设施农业，
并加大农业防灾减灾救灾

能力建设和投入力度，加
强中长期气候变化对农业
影响研究，有效防范应对
气 候 变 化 与 农 业 重 大 灾
害。

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
性返贫也是“稳”的体现。

在我国脱贫攻坚战取
得全面胜利之后，巩固脱
贫攻坚成果成为实现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的关键。然而目前部分脱
贫群众还具有着较高的脆
弱性，特别是在受到外部
冲击时，脱贫群众的应对
能力有限，因灾、因病、因
疫等返贫风险严重威胁着
脱贫成果。一号文件提出
要及时落实社会救助、医
疗保障等帮扶措施，实际
上就是为了确保脱贫攻坚
成果更加稳固持续。

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
线，一方面是要稳固脱贫
攻坚成果，另外一方面则
要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促
进脱贫人口持续增收，提
升脱贫群众生活质量。为
了实现后者，文件强调要
更多依靠发展来巩固拓展
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提升
脱贫地区特色产业，完善
联农、带农机制，提高脱贫
人口家庭经营性收入，让
脱 贫 群 众 生 活 更 上 一 层
楼。针对乡村振兴重点帮
扶县，加大对乡村振兴重
点帮扶县和易地搬迁集中
安置区支持力度，加大对

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信贷资金投入和保险保障
力度；对于易地搬迁集中
安置区，要求完善易地搬
迁集中安置区配套设施和
公共服务，持续加大安置
区产业培育力度，开展搬
迁 群 众 就 业 帮 扶 专 项 行
动。最后，也是至关重要
的一点，就是要扎实推进、
确保脱贫地区帮扶政策能
够落地见效。实际上，上
述帮扶措施不仅有利于推
动脱贫地区发展、拓展脱
贫攻坚成果，也能让脱贫
群众逐步走上共同富裕的
道路，助力推进脱贫攻坚
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

在 当 前 国 际 环 境 不
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
多的大背景下，一号文件
提出的“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两 条 底 线 任 务 及 针 对 性
措 施 ，严 格 落 实 贯 彻 了

“ 稳 字 当 头 、稳 中 求 进 ”
的 经 济 工 作 方 针 。 行 稳
致远，进而有为。两条底
线 任 务 在 确 保 农 业 稳 产
增产、稳固脱贫攻坚成果
的同时，有利于进一步提
升国家粮食安全水平、保
障重要农产品供给、促进
农民持续增收，也能够为
进 一 步 推 动 农 业 高 质 量
发 展 、全 面 推 进 乡 村 振
兴、实现共同富裕奠定长
远发展基础。

来源：光明网

专家学者看两会
以“稳”守住“两条底线”，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