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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印象”已截然不同

前不久，我代表埃及 《中国周报》
社，参与报道了中共二十大这一举世瞩
目的盛会。在 10 月 16 日至 22 日的一周
内，我与报社同事前后方协作，在报
纸、网站、手机客户端等平台发表了100
多篇中文和阿拉伯语报道，第一时间向
埃及读者介绍有关中共二十大以及中国
未来政策走向的讯息。

那一周，尽管绝大部分同事都在埃
及，与中国隔着 6 个小时的时差，但他
们都将生物钟调到“北京时间”。我们的
不少中文报道被翻译成阿拉伯语后，刊
发在“中东头条”客户端上，浏览量达
四五万人次。许多埃及读者在评论区留
言称，希望更加自信而开放的中国带给
埃及等世界各国更多机遇。

在新闻中心，我与其他外媒同行交
流时发现，各国记者都非常关注中国未
来的发展。来自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家
的同行告诉我，他们每天的报道工作特
别繁忙，不仅需要采写大量稿件，还要
同国内电视台进行现场连线。与埃及一
样，许多阿拉伯国家都期待能够继续搭
乘中国发展的快车，通过参与共建“一
带一路”等，获得更多实实在在的利好。

这与我20多年前刚出国时，在国外感
受到当地人对中国的印象，早已截然不同。

还记得 2000 年我赴埃及留学之初，
走在路上，许多人将我误认为日本人或
韩国人。这让我非常费解。询问当地朋

友后才得知，原来在当地民众的印象
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贫穷的国家。“中
国人怎么会有钱出国留学或旅游？”听到
这句话，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当时，
埃及还没有一份既向当地民众介绍中
国、又为中国侨民提供信息服务的报
纸。从那时起，我默默下定决心，一定
要找机会在当地办一份报纸，让埃及民
众了解一个真实的中国。

让更多人走近中国

2012 年，经过多年准备，我成功获
得埃及新闻总署颁发的刊号和出版许
可，创办了《中国周报》。报纸最初为中
阿双语，包括 16 个阿拉伯语版和 8 个中
文版，主要面向埃及民众和旅埃华侨华
人，展示中国的经济建设成就以及中国
社会发展的新面貌。

办报初期，团队一共只有 3 人，除
了我之外，还有一名记者与一名美编，
都是埃及人。那时，报纸每周出一期，
为了赶进度，我们三人基本每天晚上都
要加班到深夜，非常辛苦。为了提升报
纸的知名度，我就在内容上下功夫，搜
集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体育等方
方面面的新闻，还设计了“旅埃华人”
等特色版块。每当我们捧着散发油墨清
香的报纸，疲惫总是一扫而光。

让我欣慰的是，我们很快就拥有了
一群“铁杆粉丝”。报纸发行量最多时，
每期能达 3 万份。许多读者在报摊上买
不到《中国周报》，就会打电话到报社来

询问。记得有一位读者住在塞得港省，
距离我们报社所在地 200 多公里。每周
日下午，他都坚持坐车来报社领取最新
出版的报纸，生怕落下一期。

为了让更多埃及民众认识中国，我
们还将报纸送进学校。最初，一些埃及
的大学生对中国抱有误解或偏见。我们
就每周到开罗的各所高校派送报纸。一
段时间后，一些大学生看了报纸，对中
国产生浓厚的兴趣，主动找到我们，希
望办一个关于中国的交流会。我们当然
非常乐意，还邀请了在埃及的中国留学
生，搭建了一个中埃青年面对面交流的
平台。大家畅所欲言，答疑解惑，更多
埃及青年因此走近了中国、喜欢上中国。

2013 年，我受邀回国参加世界华文
传媒论坛，与各国华媒人齐聚一堂，畅
谈海外华文媒体的发展，备受鼓舞与启
发。回到埃及后，我对报纸进行了改
版，将中文版和阿拉伯语版拆分成两份
报纸，各20个版。

这些年，我们的团队规模不断扩大，
如今已扩充到 120 多人，其中 90%以上都
是埃及员工。看着这支对外讲述中国故
事的队伍越来越壮大，我心里充满自豪。

阿语受众群不断扩大

今年是 《中国周报》 创刊 10 周年。
10 年间，我经历过失落，但拥有更多感
动。不论怎样，我始终没有动摇讲好中
国故事的初心。

近年来，随着新媒体迅速发展，受

众阅读纸媒的需求有所下降。我决定顺
势而为，大胆创新，积极拥抱新媒体。
2016年，报社招兵买马，并投入 1000万
元人民币，开启向新媒体转型的步子。
在继续做好报纸的同时，我们研发了

“中东头条”阿拉伯语版手机客户端，并
在海外社交媒体开设多个账号。如今，

“中东头条”客户端下载用户量约 2500
万，我们的社交媒体账户粉丝量也达上
千万。借助新媒体这股“旋风”，我们的
受众不再局限于埃及，而是扩展到中东
海湾地区，甚至一些生活在欧洲国家的
阿拉伯人也成为我们的读者。

这些年，“一带一路”倡议与沿线国家
发展规划对接，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
广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埃及出现越来
越多“中国建造”，当地民众对中国的好评
度、喜爱度日益提升。现在，走在埃及的
大街小巷，常有人用中文“你好”与我打招
呼。我也经常能够遇到中企员工和中国
游客。据说，许多当地导游都将中文作为
学习外语的首选。

在这样的新形势下，我做好中阿双语
媒体矩阵的劲头更足了。目前，我已制定
了未来3年的发展规划，其中最重要的就
是进一步扩大受众范围，既要在海外社交
媒体上加大广告投入力度，在更多平台开
设账号，发布海外受众喜爱的内容，同时
还要打开视野，将我们已有的报纸、网站
推广到海湾地区更多国家。

我的根在中国，埃及是我的第二故
乡。只要条件和能力允许，我将继续尽
己所能，向世界展现一个可信、可爱、
可敬的中国。

埃及《中国周报》社社长马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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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海外有这样一群华媒人，他们致力于用当
地民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展现日
新月异的中国面貌。埃及《中国周报》社社长马
强就是其中的一员。10年前，抱着让埃及民众了
解一个真实中国的初衷，他创办了一张中阿双语
报纸。10年间，在他的不懈努力下，一张报纸发
展成为一个全媒体矩阵，许多埃及民众通过这扇
窗户，认识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而
马强还有一个更大的心愿，那就是从埃及走向更
多阿拉伯国家，向广大阿拉伯语受众讲好精彩的
中国故事。

以下是他的自述。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行走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裘村镇
陶坑村，随处可见蓝天白云、绿水青山。每天，陶坑村党支部书记
陈仁浩便会到该村的侨商生态农场走一走，了解项目最新动态，并
和参与投资的侨商代表“云端”交流最新情况。

“这是我们村里新引进的共富项目。”陈仁浩介绍，陶坑村“藏
于深闺”，虽拥有较好的生态优势，但由于基础设施薄弱等因素，村
级集体经济收入并不高。

2022 年 5 月，宁波市侨商会、香港侨商联合会与奉化区裘村镇

人民政府签订了《“凝侨心、共富裕”美丽乡村共建协议书》。根据
该共建计划，宁波市侨商会向陶坑村租赁50亩土地，用于打造侨商
生态农场。

“在侨商生态农场项目为村级集体经济增收的同时，我们也在大
力寻找产业发展新风口。”陈仁浩表示，该村还发掘和利用村庄特色
资源，融合周边山水、田园地形和文化优势，准备将原始村居进行
设计改造，建设成为原乡特色民宿片、高效特色农业片、文体特色
休闲片等不同片区。

强村富民、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推动实现农村共同富裕的一
条重要途径。

宁波市侨商会会长薛惊理表示，希望通过此次美丽乡村共建，
继续发扬宁波侨商敢想敢干、敢为人先的精神，充分发挥宁波侨商
在乡村产业振兴中的“示范生”和“领头雁”作用，增强乡村“吸
力”，唤醒乡村“活力”，激发乡村“潜力”。

当下，经过多年发展，浙江有收入过亿元 （人民币，下同），甚
至十几亿元、几十亿元的富裕村庄，但这之中也有靠输血维持的薄
弱村。

在共同富裕赶考路上，村级集体经济如何消薄攻坚，如何把乡
愁转化为共富动力？

积极引导农村资源与侨界资源逐步融合，激活帮扶乡村内生发
展动力，变外部输血为自身造血，最终实现跨越式高质量发展，这
是宁波“百个侨团帮百村”的做法，也是该市实施“三百”结对帮
扶行动之一。

侨力助力产业振兴行动、侨智助力人才振兴行动、侨资助力文
化振兴行动、侨联助力村务振兴行动……“百个侨团帮百村”的帮
扶类型多样，不拘一格。

在系列组合拳之下，村级集体经济正在不断发展壮大。
“到今年年底，宁波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要达到77亿元，实

现总收入 50万元以下、经营性收入 30万元以下的村庄‘双清零’。”
近日，宁波市农业农村局局长、党组书记李斌在该市举行的“在宁
波，读懂共同富裕”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2025年，该市
村级集体经济总收入达到100亿元以上。

（来源：中新网）

近日，在汽笛声中，从福
建厦门自贸片区海沧园区首发
的中欧班列出口冷链专列，满
载着906吨冻鱿鱼片、秋葵等海
鲜蔬果，向俄罗斯莫斯科行进。

中国铁路南昌局集团有限
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专列
使用技术先进的冷链集装箱，
货物从工厂到买家仓库全程低
温 运 输 ， 最 大 限 度 保 质 、 保
鲜，为中欧班列物流大动脉提
供更多应用的可能性。

千年之前，骆驼商队在古
老丝绸之路上撑起一路繁华；
千年之后，驼铃变汽笛，骆驼
商队变“钢铁驼队”，中欧班列
呼啸穿行、货运繁忙。

今年 6 月，一批来自台湾高
雄的货柜以海运方式抵达厦门
后，搭乘中欧（厦门）班列前往俄
罗斯。随之，中欧（厦门）班列首
发“台湾—厦门—俄罗斯”海铁
联运线路，实现了与泰国、越南
等东南亚国家以及中国香港、台
湾地区的海铁联运，以稳定、持
续的运力为厦门及周边地区企
业搭建了一条安全、高效的国际
物流大通道。

自 2015 年 8 月 16 日首发以
来，中欧（厦门）班列已通达10余
个国家30多个城市，累计开行逾
1000 列，累计货值超过 270 亿元

（人民币，下同）。其中，中欧（厦
门）班列中俄线已承运超 3 万个
标准柜，承运货值近70亿元。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年多
来，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重要
始发地的福建深度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21 世纪海上丝绸之
路”核心区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如今，中欧班列已在厦门、
泉州、武夷山、宁德、龙岩、福州
等多地“开花”，成为福建打造对
外开放新高地、共建“一带一路”
的生动呈现。与此同时，“丝路海运”在厦门率先开
行，与中欧班列一起跨越山海，奏响共建“一带一路”
的“大合唱”。

据福建丝路海运运营有限公司介绍，作为中国
首个以航运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综合物流服
务品牌和平台，“丝路海运”2018 年 12 月开行首条
命名航线以来，现已有命名航线94条，联通31个国
家和地区的 108 个港口，累计开行 9000 多艘次，集
装箱吞吐量超千万标箱。

在福建，“海丝”“陆丝”无缝连接、联通世
界，让福建对外经贸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宽广。官方
统计数据显示，2021 年福建进出口总额达 1.84 万亿
元，居中国第5位，比2012年增长87.4%，其中与东
盟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贸易额近 10年来
年均增长8.4%，东盟已成为福建第一大贸易伙伴。

最近，位于福建泉州的晋江陆地港正迎来运输
旺季。一批批鞋服类跨境货物纷纷从这里启程，发
往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泉州市委常委、
晋江市委书记张文贤表示，晋江开放发展，侨乡优
势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晋江将发挥民营经济和
港澳台侨资源等比较优势，全面拓展“一带一路”
沿线和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成员国市
场，布局跨境电商等新赛道。

共建“一带一路”，让福建开放之门越开越大，
也让福建的“朋友圈”越扩越大。截至目前，福建
已与世界上 46 个国家的省、市建立了 120 对友城关
系，“丝路海运”联盟成员增至270家。

（据中新社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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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

把乡愁转化为共富动力
林 波

广东省广州市增城区小楼镇
西境村以乡村振兴战略为契机，结
合美丽乡村建设，不断优化调整农
业产业结构，推动优质水稻、特色
水果、有机蔬菜等绿色生态农业产

业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
助推乡村振兴。

图为近日，西境村稻田金黄，
丰收在望。

卞伟峰摄 （人民视觉）

图为陶坑村一景。 （宁波市侨商会供图） 多彩田园 丰收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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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马强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新闻中心。 （受访者供图）

侨胞说·祖国在我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