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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 上 ，一 开 电 视 恰 好
播放“龙的传人”，我立即
顺口跟着哼起歌唱起来：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江，
它的名字就叫长江 ,
遥远的东方有一条河，
它的名字就叫黄河，
虽不曾看见长江美，
梦里常神游长江水 ,
虽不曾听见黄河壮
澎湃汹涌在梦里

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
她的名字就叫中国 ,
古老的东方有一群人，
他们全都是龙的传人，
巨龙脚底下我成长，
长成以后是龙的传人，
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
永永远远是龙的传人……

多 雄 威 的 歌 ，让 人 深
思 、让 人 遐 想 ，我 当 然 自
豪，我也是中国人，我也是
龙的传人。

龙 是 中 国 人 的 象 征 。
龙的故事来源于黄帝时代
的传说，当年各个部落以
动物为图腾和姓 ，来与其
他部落进行区别 。相传，
人类祖始伏羲氏 ，图腾是
蛇，为青龙；炎帝神龙氏以
火德王，为赤龙，黄帝轩辕
氏以土德王，为黄龙，他们

是华夏民族不同时期的部
落首领。后来黄帝和炎帝
合并一家，打败了蚩尤，兼
并了中原各部落 ，组成了
一个大的国家，总称为“龙
的 传 人 ”，就 集 中 马 、蛇 、
鸟 、羊 、牛 、鱼 和 鹿 等 图
案，设计出了龙的图腾和
画像。此后，龙的图案也
被各朝代的帝王作为身份
和符号的象征，即代表威
严，也彰显帝王，更说了其
身份独一无二的特征。

传 统 上 ，龙 象 征 着 强
大和吉祥的力量 ，特别是
对水、降雨、台风和洪水的
控制。所以人们时常用来
象 征 祥 瑞 。 在 中 国 文 化
中，优秀和杰出的人被比
作龙，而没有成就的人则
被比作其他不受欢迎的生
物。许多中国谚语和成语
都提到了龙，例如：“望子
成龙”和“龙马精神”。

说 到 龙 马 精 神 ，大 家
大都以为“龙马精神”是像

“ 龙 ”和“ 马 ”一 样 的 精
神。因为龙，神之来兮风
飘飘，神之去兮风亦静，造
化钟神秀，不畏浮云遮望
眼，奔腾于云雾波涛之中；
而 马 ，仰 天 长 啸 ，四 蹄 翻
腾 ，长 鬃 飞 扬 ，如 疾 风 掠
过，似彩云飘，自由自在欢
快奔驰。但是“龙马”，不
是指“龙”和“马”，而是祖
先按照自己的期待 ，通过

想象和虚构，臆造出来的
一种神物，是中国古代神
话传说中一种兼具龙和马
形态的生物，或者说是形
状 像 龙 一 样 的 骏 马 。《尚
书》中 记 载 ，“ 伏 羲 王 天
下 ，龙 马 出 河 ”祖 先
们认为，龙马是仁马,是黄
河的精灵，是炎黄子孙的
化身，代表了华夏民族的
主体精神和最高道德。它
是 刚 健 、明 亮 、热 烈 、高
昂 、升 腾 、饱 满 、昌 盛 、发
达的代名词。在现代，“龙
马精神”一般用来比喻人
精力旺盛，精力充沛，所向
披靡。是吉祥高贵，身体
健壮，精神伟大，力量强大
的象征。在实现中国梦的
伟大征程中，泱泱华夏炎
黄子孙血脉中都根植了伟
大精神，那就是龙马精神，
于这种精神时刻鼓舞着他
们不忘初心，不忘来处，不
忘根本，风雨同舟，砥砺前
行。

为什么我们很值得骄
傲我们是龙的传人！最起
码我们具有龙的精神！且
看以下事迹：

（一）刚刚解放的中国
是非常贫困的国家 ，西方
人看不起中国，美国更看
不起中国；当时本来支援
我们的邻国苏联也停止对
华原子弹研制的援助 ，美
国傲慢地说：中国造不出

原子弹。但是，在邓稼先
为首的中国科学家们不怕
艰辛，刻苦努力研究，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
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

（二）解 放 后 ，为 了 保
卫祖国，为了祖国更强大，
核动力潜艇专家——黄旭
华，在 1958 年被调到北京
从事绝密工作。黄旭华宁
愿抛家舍业，隐姓埋名，甘
心做沉默的砥柱 ，毕生致
力于中国核潜艇事业的开
拓与发展，为祖国江山作
出了巨大的贡献。1970 年
12 月 26 日 中 国 自 行 研 制
建 造 的 091 型 核 舰 艇 下
水。1974 年 8 月 1 日，中国
中央军委将这艘核舰艇命
名 为“长 征 1 号 ”，正 式 编
入海军战斗序列 ，隶属中
国海军北海舰队。1988 年
9 月 ，中 国 海 军 核 舰 艇 小
慧霞发射运载火箭试验圆
满 成 功 ，中 国 成 为 继 美 、
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
五个拥有核舰艇 ，并具备
核舰艇水下发射运载能力
的国家。

（三）1960 年 ，中 国 本
来已贫困，却逢自然灾害，
当时中国人民严重饥荒 ，
为了击败饥饿威胁 ，中国
杂交水稻育种专家——袁
隆平致力于杂交水稻品种
和技术的研究 ，从事水稻
雄性不育试验，成立了不

育科研小组，创建了超级
交稻技术体系，提高了中
国 大 陆 和 世 界 各 地 的 粮
产。经过十多年刻苦的研
究试验和培育，被称为“杂
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创
下亩产纪录，中国人民不
再为粮食担忧。

（四）早 在 1998 年 ，美
国发起建设国际空间站的
工程建议，而且有建议其
他国际共同参与 ，但是中
国申请加入的时候 ，却被
美国拒之门外。当时的中
国 还 处 于 发 展 的 重 要 时
期，美国拒绝中国参与国
际空间站建设，中国也并
不是只能一味看着他们发
展航天工程。中国科学技
术团队也开始攻克航天计
划的难题，尝试用自己的
方 式 来 完 成 航 天 探 索 计
划。老天不负有心人 ，在
航天工程团队的艰辛研究
设施，自 2011 年 9 月 29 日
天 宫 一 号 目 标 飞 行 器 升
空，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
年贺词中宣布：“中国 天
宫 空 间 站 全 面 建 成 ”。
中国拥有以一国之力独自
完成空间站建设的国家 ，
航天员在空间站驻留可达
一年以上。这是多么可嘉
的信息！我们拥有龙马精
神，具有传统文化的力量，
有什么事能难倒我们！期

间运输飞船，神州戴人都
一一顺利完成任务。2023
年 10 月 26 日 神 州 十 六 号
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
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州
十 七 号 航 天 员 乘 组 入 驻

“ 天 宫 ”。 新 的 一 年 2024
年 1 月 12 日中国又给我们
好成绩——天舟六号货运
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
体，并于独立飞行期间，成
功释放大连理工大学试验
卫星。

（五）2023 年 8 月 29 日
中 国 发 布 了 华 为 Mate 60
Pro 上架的智能手机，这是
华为继被美国封锁以来时
隔 3 年再次采用麒麟旗舰
芯片的手机。这个手机在
全 世 界 受 到 非 常 大 的 欢
迎。这是中国技术，卫星
信号在哪里都能打电话 ，
可以定位，可以救人。很
多人士甚至很多国家都争
着 收 购 。 发 布 会 预 热 视
频，附文为“最大的阻力，
给我们最大的功力”。

这些功绩都是传承着
中国传统文化的力量 ，也
唱响了“龙马精神”。伟大
的事业需要伟大的精神 ，
伟大的精神，托举伟大的
梦想。我们值得深思，值
得 自 豪 ，我 们 是“ 龙 的 传
人”。

写于 2024 年 2 月

■ 小白鸽

龙 的 传 人

推动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洛美 2 月 18 日

电 新华社记者孙毅 国家主
席习近平 17 日致电祝贺第
37 届非洲联盟峰会召开。
习近平在贺电中强调，过去
一年里，中国和非洲关系持
续深入发展，中非领导人对
话会成功召开，双方决定相
互支持探索各自的现代化
道路，共同为实现发展愿景
创造良好环境。

2024 年将召开中非合
作论坛新一届会议。作为
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
陆，中国和非洲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需要加强团结
合作。多哥总统福雷说 ，
当今世界动荡不定 ，非洲
和平发展面临新挑战 ，更
加需要中国的支持和加强
非中合作。

新 的 时 代 背 景 下 ，中
非合作与时俱进、提质升
级，正呈现出更广阔的前
景 和 更 光 明 的 未 来 。 当
前，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
年奋斗目标迈进 ，非洲也
正朝着非盟《2063 年议程》
描 绘 的 美 好 愿 景 加 速 前
行。新形势下，中非双方
同心协力，为实现各自发
展愿景创造良好环境、实
现相互成就，是大势所趋、
人 心 所 向 。 去 年 8 月 ，金
砖国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
晤期间举办中非领导人对
话会。会后，中方发布《支
持非洲工业化倡议》《中国
助 力 非 洲 农 业 现 代 化 计
划》《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
划》三项举措，支持非洲一
体化和现代化建设。

多年来，中非合作在加
速非洲大陆工业化进程方
面取得累累硕果。从赞比

亚-中国经济贸易合作区、
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
区到吉布提国际自贸区，从
埃塞俄比亚东方工业园到
海信南非工业园，从坦赞铁
路到蒙内铁路，中国应非方
需求积极分享发展经验，助
力非洲探索行之有效的自
身工业化路径。近年来，越
来越多的非洲国家将数字
经济作为推动发展的新引
擎。在肯尼亚、尼日利亚等
国，中资企业搭建的移动支
付平台为数千万用户提供
安全、便捷的数字支付服
务；中国电商平台让许多非
洲民众足不出户就能将特色
商品销往世界各地。世贸组
织副总干事张向晨认为，中国
与非洲一直保持紧密联系，是
非洲发展数字经济、实现现代
化目标的天然合作伙伴。

中非合作加快推进非
洲农业现代化，帮助非洲

国 家 减 少 贫 困 。 过 去 十
年，中国在非洲建成 24 个
农业技术示范中心 ，推广
了 300 多项先进适用技术，
带动当地农作物平均增产
30% 至 60% ，100 多 万 非 洲
国家的小农户从中受益 。
中方还将建设中国-非洲
热带农业海外科技中心 ，
成立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
盟，再建设一批中非现代
农业技术交流示范和培训
联 合 中 心 ，未 来 3 年 将 为
非洲再培养 1000 名农业科
技和管理人员。从莫桑比
克的万宝莫桑农业园到西
非科特迪瓦橡胶厂 ，中企
在非洲多国建立农业合作
园区和农产品加工厂 ，推
动农业产业链发展和产品
附加值提升，让收成变成
收入。加纳《洞察报》执行
总编本杰明·阿库福表示，
相信《中国助力非洲农业

现代化计划》将帮助更多
非洲农民摆脱贫困 ，为非
洲国家的农业现代化发展
注入动力。

既授人以鱼也授人以
渔，中国多年来助力非洲
培养本土人才，增强自主
发展能力。在埃及、科特
迪瓦、吉布提等国，一所所

“鲁班工坊”助力非洲职业
教育发展，培养了一批批
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人才 。
中国企业也在非洲多国启
动通信技术、电子商务等
人才培养计划，为许多非
洲 青 年 提 供 学 习 尖 端 技
术、创业经验的机会，积极
帮助非洲国家缩小数字鸿
沟，助力其实现数字化转
型。喀麦隆中等教育部中
文 教 育 总 督 学 杜 迪 赞 赏
《 中 非 人 才 培 养 合 作 计
划》，认为这既能帮助非洲
年轻人和求学者提升个人

能力，还有利于在中国发
展较快的领域向非洲国家
进行实质的技术转移。

在推进现代化建设进
程中，中国始终与广大非
洲国家并肩前行。中非合
作与时俱进、不断深化，双
方实现互利发展 ，对推动
各自的现代化进程起到了
积极作用。加纳智库非中
政策咨询中心执行主任保
罗·弗林蓬说，无数事实已
经证明，中非合作求真务
实，给中非人民带来实实
在在的好处，中国永远是
非洲迈向现代化道路上最
可靠的伙伴。

“根之茂者其实遂，膏
之沃者其光晔。”中非相互
支持探索各自的现代化道
路，必将为双方人民创造更
加美好的未来，在共筑高水
平中非命运共同体的道路
上书写更多美好故事。

■ 新华时评

2 月 16 日至 18 日，第 60
届慕尼黑安全会议在德国举
行。期间，中国外长王毅应约
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进行坦
诚、实质和建设性的会谈。王
毅强调，把“去风险”搞成“去
中国”，建“小院高墙”，搞“对
华脱钩”，终将反噬美自身。
敦促美方停止无端滋扰盘查
中国公民，多做利于增进两国
人民相互了解的事情，并送美
方一句古话：“勿以恶小而为
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让布林
肯的翻译员忙着寻找恰当的
英语。

在主题为“增强防御：印
太地区安全”的研讨会上，德
国社民党联合主席克林贝尔
将乌克兰问题与台湾问题类
比。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傅
莹倾听后纠正道，两岸间没有
所谓的“国际边界”；话音刚
落，克林贝尔的话筒竟掉下桌
面，引发一片笑声。将台湾问
题“国际化”？话筒都“听不下
去”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

政，中国2005年通过的《反分
裂国家法》申明中方的政策立
场，两岸人民也希望台湾问题
能和平解决。

傅莹回应南海航行安全
问题时说，大家关心红海航行
安全时主要是商船安全，但美
方提出南海航行自由却是美
国军舰随意航行的自由，“它
们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欲知
南海商船航行安全，可向航运
业了解，南海商业航行安全从
来没有问题，保费也没因安全
问题上涨过。美方所谓南海

“航行自由问题”不过是挑动
紧张气氛的借口。

美国的战略重点要“重返
亚太”，主因是看到亚洲经济
成功，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发
展。美国“重返”的战略并非
融入地区和平发展，反而逆转
地区发展趋势，多国因担忧而
不愿选边站队。中国提出全
球安全倡议，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重视各国合理安
全，坚持通过协商以和平方式
解决国家间的争端。这是亚
洲多数国家所认同的。

今年1月31日，美国海军
特准日本媒体记者登上“卡
尔·文森”号航母，与日本战舰
一起在菲律宾海进行军演。
美国海军官员刻意告诉记者，
演习时有艘中国海军侦察船

被发现距离卡尔·文森号不足
10英里，是在跟踪并且收集美
日演习的相关情报。

国防部发言人张晓刚 1
月12日宣称：“国家间的防务
合作不得损害第三方利益，不
得破坏地区和平安全。菲方
拉拢个别域外国家在南海搞
的‘联合巡航’，不过想借助外
部势力在南海滋事搅局，只会
推高南海紧张局势，破坏地区
和平稳定。中国军队将保持
高度警戒，继续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
和海洋权益。”

《日经亚洲》于2月初报
道，为了威慑中国和朝鲜，美
国在西太部署3艘航空母舰：
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和驻
扎在日本的里根号。这是两
年来首次有3艘美国航母被
部署在连接冲绳、台湾岛和菲
律宾的“第一岛链”附近，显然
想起到震慑效果。

另一方面，美国太平洋舰
队航母林肯号于2月5日驶离
加利福尼亚州的圣迭戈母港，
驶向西太平洋。完成维护保
养的“华盛顿号”航母今年将
重返日本横须贺基地，取代

“里根号”航母。而已经数月
“躺平”的“里根号”将返回美
国进行维修保养。

《南华早报》14日称，美国

今年可能将近半航母部署在
西太平洋，以威慑中国和朝
鲜。3艘航母已在西太平洋，
另两艘即将抵达。“它们的到
来将标志着美国11艘航母的
5艘首次同时在该地区执行任
务”。诚然，印太地区仍居于
美国战略的首要位置。

美国《海事观察》网15日
称，“这些部署标志着近代历
史上首次有5艘美国航母同
时在西太平洋执行任务，展示
了美国的实力。”美国航母最
近也在该地区参与多次军事
演习。印度《欧亚时报》以“近
一半美国航母将史无前例地
在中国周边咆哮，超过了此前
创纪录的 3 艘航母”为题报
道，美国正寻求加强其在西太
平洋的战略定位。

英国《每日电讯报》16日
称，美国将半数航母部署到

“中国家门口”。西方试图平
衡对乌克兰战争的关注与贸
易驱动的亚洲战略利益。与
此同时，中国正增强其海军能
力，未来一年，将对其第三艘、
即最先进的航母“福建舰”进
行密集高科技试验。

美国《国家利益》网还打
出标题称“美国海军很快将在
中国的后院部署5艘航母”。
香港《南华早报》引述专家的
话说，美国增强在该区的海军

力量，目的是向华盛顿的盟友
和对手发出信号：尽管乌克兰
和中东正发生冲突，美国仍然
着眼于印太地区。

从相关报道可以发现，美
军5个航母编队并非长时间
同时部署在西太地区。一位
不具名的军事专家认为，外媒
报道有“标题党”嫌疑。但不
排除在短期内，有较多美国航
母出现在西太地区，美国可能
会利用这个机会大肆炒作，举
行演习，大秀肌肉。

近年来，美军在西太平洋
同时部署3艘航母已是常态，
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
的重要体现。亚太地区是美
军目前最为关注的区域，将把
更多军力投入亚太，已是不争
的事实。美仍妄想以航母展
示威慑的实力。“根据以往情
况看，美军企图通过展示武力
威慑潜在对手的意图难以实
现，反而会煽动整个地区紧张
局势升级。”

台湾政论分析，根据美方
“霸权思维”，部署几艘航母恐
吓别国根本不是“恶行”。王
毅送给布林肯的“勿以恶小而
为之”取自刘备对阿斗的训
诫；美国若认真推敲，会发现
后边有句“惟贤惟德，能服于
人”。警示以德服人，而不是
派航母抵近恐吓！

北京冷对美国“五艘航母群”

■ 廖省：林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