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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酒 香 還 怕 巷 子
深』，如何更好地講好
『中國式現代化』成為了
當務之急。」華僑大學世
界文明對話研究中心主
任、教授黃日涵表示，唯
有堅持多元一體、開放包
容的心態，才能更好地與
世界對話，讓西方國家能
夠更好地理解中國式現代
化的獨特之處，以及中國
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
能給世界帶來什麼。
「多年前，在約旦河西
岸的巴勒斯坦山頂上，我
看到了許多無家可歸的巴
勒斯坦人，由於巴以之間
的矛盾，當地許多百姓沒有電、沒有水，甚至自己建造的房屋都被推
平。當我和當地學生講到中國的城市、中國的學校時，孩子們聽得聚精
會神。」黃日涵說，他們被走和平發展道路的中國深深吸引，也期待能
生活在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有智慧城市、高速公路、電子支付，有現代
化的生活。
黃日涵說，這些年，中國幫助各國互聯互通，「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不是一句口號。截至目前，中國已與151個國家、32個國際組織簽
署200餘份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中老鐵路、匈塞鐵路等重點項目
建設運營穩步推進，一批「小而美」的農業、醫療、減貧等民生項目相
繼落地。「中國式現代化不僅助推了中國的高速發展，也同樣通過包容
開放，和平發展幫助全世界共同進步。」
走遍近百個國家，讓黃日涵深刻感受到，東西方文明之間需要更多的
交流互鑒。如何講好中國故事顯得尤為重要。「在進行對外傳播過程
中，可以展示最真實的一面。比如我們是如何在『一帶一路』共建國家
修建醫院、學校，幫助當地改善民生的，這些故事不需要什麼加工就能
打動人心。」他說，期待通過相關工作，能讓西方社會更好理解中國式
現代化的獨特之處，以及中國致力於走和平發展道路的堅定決心。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凱雷

國際關係研究學者 黃日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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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式現代化
民眾共築願景

中國執政黨提出「中國式現代化」後的首次全

國兩會將召開，新的發展藍圖能否得到中國民意

代表們的認同，備受關注。來自不同階層、行業

的普通民眾，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分

享各自的見聞所得，從中國式現代化五個特徵的

角度出發，講述對未來中國人口結構更穩定、全

體人民共富裕、家園更加美麗、精神生活更豐

富，以及走好和平發展道路的期許願景。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江鑫嫻 圖：受訪者供圖

「人口規模巨大是中國現代化進程中的基
本國情，但在發展過程中，龐大的人口規模
是有變化的。」在北京市民孫茜看來，少子
化疊加老齡化是當前人口發展中遇到的典型
問題，如何降低青年生育負擔，激發生育意
願顯得尤為重要，民眾對此滿懷期待。
「我很喜歡小朋友，但對於生二孩這件
事，我也是猶豫了好幾年才下定決心的。」
孫茜的第二個寶寶剛剛出生幾個月，他們的
大家庭更加熱鬧了。不過孩子誰來帶、如何
帶的煩惱也隨之而來。
「生育不是問題，養育、教育才是『攔路
虎』。當前「80後」、「90後」的獨生子女
正在面臨養老和育小的雙重壓力，孩子無人
照料嚇退了不少年輕父母生育意願。」孫茜
說，很多照顧過「一孩」的祖輩都不願再照
顧「二孩」。為此，為老二尋求專業託育機
構已早早被她列入未來計劃。
「此前，國家和各地政府都有作出政策回

應，提出完善生育休假政策、加快發展保障

性租賃住房、住房政策向多子
女家庭傾斜等舉措。這說明我們的需求被關
注了。」孫茜說。
「目前，我最期待的是有關部門能加速設

立優質的普惠型託幼機構，緩解帶孩子難問
題。」經過前期考察，孫茜發現，周圍只有
個別幼兒園設有3歲以下兒童託班，價格普
遍在5,000元（人民幣，下同）以上，這對工
薪階層而言是一筆不小的開支，不少二孩家
長卻步。
「希望代表委員們能關注並呼籲政府大力
推進託育服務的普惠發展，最好能將託育費
用降到2,000元以內。同時，還要推進託育機
構職業技能等級培訓和鑒定。給大家生育的
勇氣，讓大家託得放心。」孫茜說，這應該
也是很多年輕人的心聲。

「 收 鵝 蛋 ！ 高 隊 長 來 收 鵝 蛋
啦……」高綠在村裏邊走邊叫賣。聞
訊而來的村民捧出鵝蛋、小米、紅
豆、各種應季水果等特產，交給高綠
在微信群代賣給本地城市人群，並實
時結款。有時，高隊長還會聯合其他
村，組團到城裏促銷農產品，幫助村
民直播售貨。推出各種「小點子」做
好線上線下傳播，為村民增收，是這
位河北省保定市易縣西山北鄉長峪村
駐村第一書記的工作常態。在他看
來，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重點在農
村、難點也在農村。鄉村振興的落腳
點就是要讓農民有活幹、有錢賺。
長峪村地處太行山腳下，家喻戶曉
的狼牙山便在村子附近。2015 年 3
月，來自保定市郵政局的高綠來到長
峪村成為駐村幹部。當時，村裏除了

唯一的小賣部外，幾乎沒有人從事商
業活動，年輕人大多在外地打工。
駐村這幾年，高綠以互聯網作為宣
傳手段、汽車後備箱作為載貨工具，
累計為村裏及其周邊鄉村銷售農產品
300多萬元（人民幣，下同），間接吸
引社會採購農產品500萬元以上，帶動
當地紅薯乾加工業、種養殖產業迅速
發展，村民在家門口掙錢的夢想成為
現實。高綠還幫助一些外出務工的青
年返鄉辦起了養雞場和紅薯乾加工廠
等，有的村民還開起了電商，直播帶
貨。
在高綠的未來願景中，長峪村會有
自己的農產品互聯網營銷中心，還將
發揮地處狼牙山旅遊區核心地段的優
勢，將旅遊和民俗資源轉化為現實的
經濟價值。他期待，未來能與全國各

地的鄉村振興達人交流「致富經」，
幫助更多農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此
外，他認為青壯年人才返鄉，是鄉村
振興的關鍵，期待國家能推出更多引
才政策。

城市裏藍天如洗、空
氣清新；農村大地，清
水田間繞，村民春耕
忙；長江兩岸水清景
美……神州大地上，一
幅幅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的美麗畫卷鋪展開來，
為推進世界可持續發展
提供着中國方案。「這
幾年，各項檢測數據實
證了我們生態環境的提
升。」在江蘇南通從事
環境檢測工作多年的瞿
建峰感觸頗深。
瞿建峰所在的環境檢
測公司成立於2016年，
業務範圍涵蓋企事業單
位委託的水、氣、聲自
行監測、驗收監測，生
態局委託的信訪監測、農村黑臭水體治理、城市黑臭水體治理水
質監測，地表水斷面監測，農村生活污水治理站點水質監測，入
河排污口水質監測等。在他看來，水是綠色發展的生態基底，而
農村生活污水治理不僅是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的一項重要內容，更
是鄉村振興的重要舉措之一。這幾年，一項項詳實的檢測數據表
明，當地農村的很多「污水點」逐步變成了「淨水機」。他說，
「環境變好了，水質變清了，在村中河邊釣魚的人也多了起
來。」
「污染防治成效顯著，但生態環境改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污染

治理還需久久為功。」瞿建峰表示，未來若要實現「雙碳」目標，
除了發展新能源外，循環經濟將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各項措施
要能長期落實，需要配套的管理體系和相關產業支撐。
談及所處行業的未來，瞿建峰表示，希望相關部門監管到位，進
一步淨化行業環境，在招標、稅收等方面給予優質企業更多機會，
為第三方環境檢測企業營造良好生存空間。此外，對能減少廢棄
物、增加資源循環的企業，亦應採取一定的政策傾斜。

北京二孩媽媽孫茜：

託兒所普惠化
降低生育負擔

河北駐村第一書記高綠：

升級網絡營銷
攬才振興鄉村

江蘇環境檢測從業員瞿建峰：

多撐環保企業
促進循環經濟

江蘇創業青年黃陳：

幫扶小微創企
普及文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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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飽穿暖、有錢有閒後，還應該追求什麼？」談及對物質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的理解，江蘇「80後」創業
青年黃陳說，「就是讓我們普通百姓錢袋子鼓起來的同時，精
神生活也要『亮』起來。」
6年前，黃陳從一間印刷公司辭職創業，在江蘇一個知名家紡

城附近開了一間飯店，生意不錯，今年又拓展了一家門店。這
幾年，家裏換了新房，添了新車，生活水平得到極大提升。與
此同時，家人特別是孩子對精神層面的需求也日益旺盛。讀
書、學樂器、逛博物館、旅遊等成為共同追求的生活方式。
去年，黃陳的大女兒以《踐行文化自信自強 詮釋「何以中
國」》為題，參加當地「『喜迎二十大奮進新征程』中小學生讀
書節活動」，獲全市高中組演講類一等獎。「她在演講中提到，
可以自豪地告訴別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已從高雅之堂走入了尋
常百姓家。」黃陳說，「得知獲獎消息後，全家都很高興。更讓
我們感到欣慰的是，下一代的精神世界遠比我們小時候充實，他
們正逐漸成為弘揚優秀文化、堅定文化自信自強的主體。」
談及未來，他說，還會繼續在餐飲行業尋找創業機會，希望
相關部門能繼續推出更多優惠扶持政策，並為創業青年提供全
面的職業技能培訓及行業前景分析，幫助大家避開創業「雷
區」。「我也希望在今年的兩會上，代表委員們能多為小微創
業者發聲。」
在豐富精神生活層面，黃陳希望，公共文化服務更多向縣鄉
和農村傾斜。「我們這邊不少縣市都建了展覽館、劇場、美術
館，希望未來能在家門口看到更多『重磅』展覽，甚至利用網
絡，足不出戶共享更多優質文化服務。」

◆黃陳全家在
蘇州旅遊，感
受當地文化。

◆孫茜和她的二孩。

◆瞿建峰在使用環境檢測分析儀器。

◆黃日涵在津巴布韋卡多瑪小鎮調研。

◆高綠在推介當地的紅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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