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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调香师点评中国花露水；在荷兰挑战中
国话赢免费中餐；美国阿叔体验海南“绞脸”美
容；俄罗斯博士在中国助农；委内瑞拉小伙子环
游大湾区……这些精彩生动的故事都来自第五届
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的参选作品。

由人民日报海外网主办的第五届全球华人生

活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12月6日在人民日报社举
行。大赛以“遇见中国风”为主题，7月25日正
式启动，截至10月31日，累计征集超过55.4万
件作品，总浏览量超过50亿次，参赛者通过不同
视角、不同语言，用短视频形式展现多姿多彩的

“中国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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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网红”——

“我喜欢这里的一切”

在颁奖典礼现场，《海南阿婆
的“绞脸”美容，我喜欢》的作者、已
在海南生活了 13 年的美国拍客拖
米阿叔表示，“我要继续讲海南
人的故事，他们的生活很幸福，
我会继续拍，继续分享我在海南
岛的故事。”

“我是‘新海南人’，对海南岛
一见钟情！我一到海南，就有家的
感觉。我在海南认识了妻子，孩子
也在海南出生，海南给我带来很
多快乐。我们在中国生活，感觉
一天比一天好，幸福感满满。我
用短视频拍下中国，让全世界都
知道中国人热情友好。”拖米阿叔
说，“我在中国这么开心，美国的
朋友很羡慕，网友也喜欢通过我
的短视频接触中国习俗、了解中
国文化。”

《在中国，5G可以这么用》的作
者是来自英国的视频博主李·约
翰·巴雷特，他在深圳居住 6 年，喜
欢中国美食，喜欢通过视频向网友
展示中国技术进步。“我第一次到
中国，就一下子爱上了。我来中国
后胖了10公斤，因为中国美食实在
太多，我最喜欢生煎包。中国发展
的速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见证
了高铁、5G、人工智能的发展，真是
太棒了。很多英国年轻人喜欢中国
科技产品，尤其是新能源汽车。透
露一下，我很快就会买一辆中国的
新能源汽车。”

“我这辈子没见过新疆这么
美的地方！在新疆天马文化园，一
大群马儿奔跑着穿越河流，这场
景 令 我 震 惊 到 话 都 说 不 出 来 了 ，在
世 界 上 其 他 地 方 ，很 难 看 到 这 样 的
景 色 。”本 届 大 赛 一 等 奖 获 得 者 、来
自 英 国 的 亚 当 说 ，“刚来时，完全没
有想到中国这么辽阔，有山川、峡谷、
沙漠、古村落、摩天大厦等各种各样
的美景，非常震撼，我想去中国不同的
地区都走走看看，因为我喜欢这里的
一切！”

在颁奖典礼上，像拖米阿叔、李·
约翰·巴雷特这样生动讲述中国故事
的外国创作者还有很多。比如，《挑战
中国话！赢了就来吃中餐》视频互动感
强，独具创意，展现外国人对中国美食
的热情；《环游魅力大湾区》视频多地
取材，运用专业的剪辑手法，巧妙的镜
头切换，以纪录性的叙述方式展现了
外国友人眼中的大湾区当代风貌；《带
你看看大美新疆》以平实的游记形式，
展现了新疆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当

地人民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旁白有
趣，影像有质感。

“好故事”——

“这些仅是一个缩影”

今年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十周年。十年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
带一路”共 建 国 家 的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
谱写了一个个合作共赢、心系民生、
播 种 友 谊 的 暖 心 故 事 ，这 些 故 事 在

《我 和 FIRMAN 的 故 事》《赛 格的心
愿》《我的中国师傅》等大赛作品中生动
呈现出来。

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市，杰森开了一
家理发店，之前电力不稳定，理发的时
候经常断电，顾客常发火。后来，杰森买
了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发电

机，没有断电烦恼了，理发店生意也好
起来了。

在喀麦隆，一所乡村学校年久失修，
有安全隐患，中国电建集团国际工程有
限公司投入人员设备，将学校的屋顶、
房梁和墙面进行翻新，当地很多家长、
学生用歌声和舞蹈表达他们的感谢。

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小伙子阿祖
说：“原先我靠打杂工维持生计，中国
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几年前来到我
家乡帮我们建设港口，聘请了大量工
人加入港口建设中，我有幸成为其中
一名建设者。中国技术人员在工作中
毫无保留地教我，让我迈进了一个全新
的人生舞台。”

颁奖典礼上，《点亮希望的礼物》
《奋斗在非洲》等 10 件作品获得大赛专
门设置的“一带一路”特别作品奖。荣获
该奖的作者代表说：“中国海外企业和
当地合作伙伴共绘‘一带一路’美好画

卷，这些仅仅是一个缩影。”“讲
好中国故事是央企责无旁贷的
事。”“其实‘一带一路’上每天
都在上演诸多好故事，非常感谢
人民日报海外网搭建平台让这些
好故事得以呈现”。

“中国风”——

“把感受到的美好传播出去”

《玩转立体糖画》《柿看中国传
统色》《把中国艺术带到西班牙》

《 湘 西 钢 火 烧 龙 是 怎 样 炼 成
的？》……大赛中涌现出来的一大
批精品佳作，就像一个个独具特色
的文化符号，让网友感受到中华文
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魅力。

“我想把感受到的美好传播出
去，让这一份独属于中国的浪漫被
更多人看到，这是我一直以来的创
作动力。我注重画面表达中的美术
调性，努力让视频画面好看、优美，
以此表达中华美学的特色。”《柿看
中国传统色》的作者陈亮羽说。

谈及创作初衷，《神奇的甲马
纸》的作者郑大展说：“传播非遗文
化是我们这代年轻人应该做的，我
希望传播各种比较冷门的非遗手
艺。比如，甲马版画这门手艺受到
的关注较少，我想用轻松愉快、简
单易懂的方式，让大家都能了解并
尝试这项非遗手艺。”

大赛的获奖作品生动诠释着
“遇见中国风”这一主题。“这届短
视频大赛把展示‘中国风’的精彩
作品汇聚一堂”“中国的好真是体
现在方方面面”“从中我进一步读
懂了中国”“我学到了很多达人的
拍摄手法”“已经开始期待下一届

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关注短
视频大赛的海内外网友纷纷留言。

作为一项特色鲜明的国际传播品
牌活动，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得
到越来越多海内外朋友的关注和参
与，五届大赛总投稿量近143万件，总
访问量超过129.3亿人次。

从2019年“你好，中国”让我们看到
真实的中国影像，到“我的2020”用镜头
记录不平凡的一年，到2021年“新时代，
新乡村”讲述乡村振兴的感人故事，到
2022 年“@奋斗的你”将镜头对准每一
个不断奋斗的个体，再到今年一同“遇
见”多姿多彩的“中国风”，全球华人生
活短视频大赛主题丰富，数年来参与者
众，影响面广，以短视频的形式让遍布
全球的受众感受到当代中国自信昂扬、
开放包容的崭新气象，为各国青年交流
合作搭建起充满创意的舞台。

（本文图片均由海外网谢 明摄）

日前，第五届全球华人
生活短视频大赛颁奖典礼在
北京举行。

本届大赛有一个很响亮
的主题，“遇见中国风”。遇见，
就会带来发现与欣赏；遇见，
就会产生了解和友谊；遇见，
也会激发创新与活力。

透过参赛作品，我们看
到——

“洋网红”拥抱着“中国
红”。来自美国、英国、尼日利
亚、塞尔维亚等数十个国家的
网络达人，把许多生动故事
分享给全世界的网友，带着
大 家 体 验 内 蒙 古 农 民 的 丰
收，在哈尔滨音乐厅听交响
乐，在杭州西湖边漫步，中国
形象在这里更加生动鲜活、更
加可知可感。

“海友圈”充实着我们的
朋友圈。作为人民日报海外网
旗下“海客视频客户端”打造
的 融 媒 体 社 交 平 台 ，“ 海 友
圈”以短视频大赛为契机，聚
合起众多海内外朋友，非遗
中国、留考加油站、生活在海
外、中华医药等主题“圈子”，
已经成为许多华人的网上精
神家园。

“中国风”正在成为“世界
风”。参赛作品里，冰皮月饼惊
艳了澳大利亚朋友，春节文化
走进了布鲁塞尔的街头，水墨
丹青与巴黎艺术各美其美、相
得益彰。

目前，这些短视频全球浏
览量已经超过了50亿次。之所
以“刷屏”，是因为这些作品倾
注了参赛者丰沛的创意和激
情。他们来自世界各地，大多
是20岁左右的青年，通过这些
短视频，向受众展示着各自的
青春风采。

未来属于青年，青年团结
友爱，世界的明天一定会更加
多姿多彩。我们要努力为各国
青年手牵手、心连心搭建更多
的平台、更大的舞台。

我们相信，相互的交流
多了，友谊就会越来越深厚。
本届大赛的短视频记录了许
多动人瞬间，不论是成都大运
会、杭州亚运会、进博会，还是
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实践中，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青年
都在努力超越语言障碍和文
化差异，表达心意、传递善意、呵护友谊。有一件参赛作品说
到一个故事，一名法国小伙子在杭州组建了一支橄榄球队，
队名叫“将军”，是为了纪念英雄岳飞。球队的队员们虽然有
着不同的文明背景和文化传统，但都喜爱体育运动，热爱中国
文化。彼此倾听和深度交流，让他们从面对面的了解，走向心
与心的契合。

我们相信，共同的创造多了，一定会碰撞出新的文明火
花。本届短视频大赛，围绕着同一个主题，大家创作了丰富多
样的作品，表达着对世界的理解、对时代的拥抱。比如，有一
名俄罗斯小伙子，他扎根在中国农村，通过在海外网络平台
开直播的方式，向世界各地的网友介绍中国独特的乡土文
化，被村民们称为乡村里的“外国大使”，他的作品也受到了
海外网友的欢迎。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无不体现着参赛者
开阔的眼光、开放的思维，也让我们更加感受到文明交流互鉴
的独特魅力。

我们相信，一起的合作多了，未来的道路就会越走越宽
阔。通过这次大赛，我们看到了许多青年携手合作的例子。一
名在中国留学的孟加拉国学生，毕业后本来决定留在中国。当
他听说中国要为一直缺电的家乡建设风力发电厂时，便决
定回国，与中国团队一起解决困扰当地多年的电力供应问
题。这些人，这些故事，都让我们感到温暖。人类社会面临着
许多共同的挑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面对、合作应对。偏见、
遏制、对抗，不是我们的选项，真诚、互鉴、共赢，才是青年致力
创造的未来。

“遇见”只是序曲，“同行”才是旋律。一起同行，心心相印；
一路同行，精彩连连。

12月1日，在张人亚党章学堂开馆6周年
之际，由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媒体“学习小组”
与宁波市北仑区委、开发区党工委学习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领导小组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张人亚的力量
密码与伟大建党精神”专题研讨会在张人亚党
章学堂举行。

当天，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
授罗平汉、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沈斐、复旦
大学特聘教授杨德山、中共一大纪念馆原副
馆长徐云根、宁波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刘
士岭等党史专家、理论学者齐聚一堂，共同
研讨张人亚事迹的时代价值和伟大建党精神
的丰富内涵，并与在场青年干部进行热烈的
交流互动。研讨会前，学习小组“云课堂”送
党课下基层，邀请罗平汉和沈斐两位教授为当
地200多名青年干部讲授党课。张人亚党章学

堂作为浙江省首批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现场教学示范点也在同
日正式揭牌。

建党初期，共产党人张人亚冒着生命危
险守护中国共产党首部党章，被誉为“党章守
护者”。近年来，宁波市北仑区深入挖掘张人亚
红色资源，精心打造张人亚党章学堂。开馆 6
年来，张人亚党章学堂已吸引超 35万人次参
观，成为浙江省党员教育基地和党史学习教
育重要阵地。

第二批主题教育开展以来，北仑区着力
推动青年干部教育培训工作，开展“明德守
法、完善自我”专项行动，以机关青工委为枢纽
统一布局，以8个青年小组为基础单元层层压
实行动主体责任，打造了“理论背包客”“青廉
成长”等系列活动，引导青年干部坚定理想信
念、提升党性觉悟、涵养道德操守、严守纪

法规矩。此次党课和专题研讨会是当地联合
党报新媒体加强青年干部教育培训的一次创
新尝试，也是学习小组“云课堂”栏目首次走
进线下。

据统计，截至目前，北仑区各机关青年
小组共开展相关内容专题讨论 86 次，机关
青年开展对标检视 1301 条，56 支青年干部
调研队伍围绕理论学习和北仑发展实际开展
调研。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以专项行动带动青
年主题教育，引导广大青年干部时刻自重自
省自警自励，激励青年干部在调查研究中提
升干事本领、在承诺践诺中担负发展重任、
在赛比争先中创造一流业绩，为北仑高质量
发展展现更多青年智慧与青年担当。”北仑区
委、开发区党工委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
有关负责人表示。

第五届全球华人生活短视频大赛收官，征集作品超55万，总浏览量超50亿次

看！镜头里刮起“中国风”
海外网 李雪钦

﹃
遇
见
﹄
只
是
序
曲
，﹃
同
行
﹄
才
是
旋
律

海

声

﹃
遇
见
﹄
只
是
序
曲
，﹃
同
行
﹄
才
是
旋
律

海

声

“学习小组”下基层 助力青年干部培养
本报记者 姜忠奇

▲ 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大赛颁奖典礼现场。

▲ 美国作者拖米阿叔 （右） 在典礼现场。▲ 美国作者拖米阿叔 （右） 在典礼现场。 ▲ 会场一角。▲ 会场一角。

▲ 专题研讨会现场。
宁波市北仑区霞浦街道党工委供图

◀ 扫描二维
码，“学习小组”
带你走进活动
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