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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7月21日，在對
盧旺達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前夕，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盧旺達《新
時代報》發表題為《中盧友誼情比
山高》的署名文章。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在文章中

說， 近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
下，中盧關係快速發展，各領域合
作成果豐碩，不斷煥發新的活力。
中國已成為盧旺達第一大貿易夥伴
和第一大工程承包方。中國援建的
阿馬霍羅國家體育場裡上演了多場
精彩賽事，成為盧旺達民眾休閒娛
樂的重要場所。穆桑澤職業技術學
校已成為盧旺達北方省最大的職業
技術培訓中心。即將實施的打井
200口項目將有效緩解11萬多民眾
飲水困難。中國企業家積極響應卡
加梅總統提出的「盧旺達製造」發
展戰略，創辦的服裝公司為盧旺達
發展本國製造業作出了積極貢獻。
中國公司修建的公路佔盧旺達國家
公路總里程70%，已成為家喻戶曉
的明星企業。

堅定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
文章指出，當前，盧旺達正在積

極致力於實施「2020遠景」發展
規劃，中國正在為實現「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不懈努力。中盧合作
發展面臨歷史性機遇。習近平說，
期待通過這次訪問，為中盧傳統友
好和各領域合作注入新動力，推動
兩國關係邁上新台階，蒂結新碩
果，更好造福兩國人民。
——堅持相互尊重，深化政治

互信。雙方要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
度看待和發展雙邊關係，密切各層
級交流合作，共享發展經驗，為兩
國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築牢政治
基礎。中方堅定支持盧方走自主選
擇的發展道路。
——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擴大

各領域合作。雙方要發揮互補優
勢，拓展合作領域和途徑，加強兩
國在基礎設施建設、礦業、貿易投
資等領域務實合作，將中盧友好更
多更好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合作成
果，更好惠及兩國人民。
——推動文明互鑒，豐富人文

交流。雙方要加強教育、文化、衛
生、旅遊、航空、人力資源培訓等
領域交流合作，夯實兩國關係發展
的社會和民意基礎，讓中盧友好更
加深入民心。
——密切溝通協調，加強國際

事務協作。中方讚賞並支持盧旺達
作為非盟輪值主席國為維護非洲團
結、促進非洲發展發揮更大作用。
雙方要繼續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密
切溝通協調，堅定維護廣大發展中
國家共同利益。

習近平此次出訪長達10天，目的地
包括阿聯酋、塞內加爾、盧旺達、南
非，以及過境進行友好訪問的毛里求

斯。除阿聯酋地處亞洲外，其餘4國均是非洲國家。
國家元首每年首訪向來蘊含諸多考量，北京觀察家指

出，這體現了中國對中非關係一向重視，9月北京還將舉
行中非合作論壇這一重大外交活動，今年這一中國外交
「非洲年」值得關注。
習近平年度首訪選擇非洲已有多次，可見其對非洲的重

視程度。2013年3月，就任國家主席後不久，習近平就
在結束對俄羅斯的國事訪問後飛往非洲3個國家進行訪
問，並在彼時提出了秉持真實親誠的對非工作方針和正確
義利觀。此外，2016年的首訪中，北非國家埃及也是其
中一站。
而今年在習近平出訪前，中非高層已有相當頻密的交

往：1月中國外長王毅新年首訪前往非洲，延續了連續28
年中國外長年初訪問非洲的傳統，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
委員長栗戰書和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分別於5月、6月訪問
了非洲。政治局常委如此高頻訪問一個地區，並不多見。

中非合作論壇料再掀熱潮
觀察家分析稱，在當前西方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的局

勢下，中非合作具有深遠意義，關鍵有二：
其一，中國方案可為非洲國家自身發展提供借鑒。很多

非洲國家過去嘗試走西方的發展模式，但卻走不通，如今
中國的發展給予其信心，亦為其提供了中國道路和中國制
度的經驗。
今年是習近平提出真實親誠對非政策理念和正確義利觀

5周年，也是習近平在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上提
出的中非「十大合作計劃」收官之年。中國方案是以相互
尊重的包容性姿態為非洲國家所借鑒，並非強制霸權，這
一點受到非洲國家的認同與歡迎。
其二，中國「一帶一路」倡議與非洲發展計劃高度對

接。非洲的非盟有一個2063計劃，涉及工業化、商業環
境、農業和農產品加工等各方面的項目，這與中國「一帶
一路」倡議有諸多契合點，非洲多國領導人也曾多次表示
希望與中國在「一帶一路」倡議下達成更多涉及基礎設
施、資源開發、文化旅遊等合作。
非洲是中國外交基礎中的基礎，中非從來都是休戚與共

的命運共同體和合作共贏的利益共同體。不久後將在北京
召開的中非合作論壇又將掀起中非關係熱潮，今年被稱為
中國外交「非洲年」的背後意義值得思量。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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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內加爾位於非洲西部凸出部位的最
西端，西瀕大西洋，素有「西非門

戶」之稱，總人口1,510萬。首都達喀爾
地處非洲大陸最西端的佛得角半島，是
大西洋航線要衝及西非重要門戶。近年
來，中塞關係呈現加速發展的良好勢
頭，務實合作成果豐碩，一系列大型合
作項目相繼落成或正在穩步推進。

塞總統點讚「帶路」倡議
「我和塞內加爾對迎接習近平主席來
訪深感榮幸。」薩勒說，在雙方的共同
努力下，兩國已將雙邊關係提升到全面
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兩國將在中非合作
框架內夯實塞中關係。「我們對此次習
主席的訪問有眾多期待。」
薩勒說，在習近平主席訪問期間，兩

國政府將在雙邊合作框架內簽署一系列
協議。他希望中國可以更多地參與到
「塞內加爾振興計劃」中。
談及中國的發展模式和發展道路，薩

勒說：「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發展模
式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取得的具體
成果，在守護豐富歷史文化的同時，走
上了現代化發展道路。」薩勒認為，中
國的成功經驗值得非洲學習借鑒，他同
時也強調非洲的發展道路需要適合非洲
特點，正如非盟依據非洲自身發展狀況
制定的《2063年議程》。
他表示，中國通過鐵路、公路和橋樑
等完善了自身基礎設施，而非洲同樣需
要面對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非洲應通
過中非合作論壇這個平台，借鑒中國經
驗，提升非洲基礎設施水平。

薩勒十分贊同中國提出的「一帶一
路」倡議。「沿着古絲綢之路發展的
『一帶一路』將跨越大洋和大陸，連接
世界各國人民。」

民眾倡更多學生赴華學習
在對塞內加爾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前

夕，習近平20日在塞內加爾《太陽報》
發表題為《中國和塞內加爾團結一致》
的署名文章。習近平在文章中回顧了中
塞關係發展的歷史，表示雙方實現了從
長期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到全面戰略合作
夥伴關係的跨越，並期許兩國關係得到
更大發展。
「這篇署名文章出自一名了解並理解

非洲的領導人。」塞內加爾媒體大樓負
責人巴拉．恩迪亞耶在通讀全文後對記

者說，習近平主席在文中提出「加深了
解，增進友誼，深化合作，推動中塞關
係得到更大發展」，這為兩國繪製了未
來互利合作的藍圖。
生活在塞內加爾的乍得人哈米德是一

名手機軟件開發人員。他認為，塞中關
係的發展會推動中國和整個西非地區國
家關係的發展。他期待在中非合作論壇
北京峰會上，中國可以為非洲提供有助
於信息科技發展的具體舉措。
塞內加爾通訊社記者西塞則對署名文

章中提出的「加強教育科研機構、文藝
團體、新聞傳媒、青年組織友好交流」
給予積極評價。他說：「如果有更多的
塞內加爾學生去中國學習，把中國的先
進經驗帶回塞內加爾，那麼我們國家將
會發展得更快。」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

新聞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地

時間21日抵達達喀爾，對塞內加爾進

行國事訪問。塞內加爾總統馬基·薩

勒稱，習近平主席的此次訪問將是歷

史性的，對兩國關係的未來至關重

要。他說，中國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發

展模式在經濟、社會、文化方面取得

的具體成果，在守護豐富歷史文化的

同時，走上了現代化發展道路。薩勒

還表示，中國通過鐵路、公路和橋樑

等完善了自身基礎設施，而非洲同樣

需要面對基礎設施建設等問題。非洲

應通過中非合作論壇這個平台，借鑒

中國經驗，提升非洲基礎設施水平。

應對逆全球化趨勢
中非合作意義非凡

塞內加爾人熱愛
運動。格鬥式摔跤
是塞一項古老運

動，不僅是力量和榮譽的象徵，更是塞
民間喜聞樂見的體育活動。如今，摔跤
已經成為塞內加爾「國粹」，被列為塞
國家體育比賽項目。
然而，對摔跤如此情有獨鍾的國度卻

從未擁有過一座摔跤場，以往的比賽常
常需要臨時借用足球場。應塞方要求，
中國於2014年同意援建一座現代化的
競技摔跤場，摔跤場於2016年5月25
日正式開工，今年5月底已經完工。如
今，嶄新的摔跤競技場正靜待着投入使
用，18,000平方米的場地，構成了非
洲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專供摔跤的體育
場。 ■綜合新華社及國際在線

塞國國粹：格鬥摔跤

■■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航在塞內加爾首都達喀爾航
拍的競技摔跤場拍的競技摔跤場。。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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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7月的達喀爾，
鳳凰花開得正艷。和盛開的鳳凰花一樣紅火的，
還有達喀爾大學孔子學院的中文課堂。今年剛滿
30歲的庫馬克．巴胡姆（中文名字巴虹）正用流
暢的中文和法文向百餘名學生授課。
「中文為我打開了一扇成功之門，我希望將自

己在中國學到的語言和文化知識傳播到塞內加
爾，成為一名傳播中國文化、增進兩國人民友誼
的使者。」
巴虹曾是達喀爾大學孔子學院的首批學員，

2013年申請到中國大連外國語大學攻讀漢語國際
教育專業研究生。三年學成後，巴虹選擇回到母
校，成為塞內加爾第一名本土中文教師。巴虹同
時還擔任塞內加爾廣播電台一檔中文節目主持
人，用當地的民族語言教授中文，讓常常收聽廣
播的的士司機和生活在偏遠地區的民眾受益。
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達喀爾大學孔子學
院中方院長孫震說，培養本土教師有助於解決教
師流動性大和師資短缺的問題，同時也可以結合
當地特色，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目前，達喀爾大學孔子學院已有3名在崗本土中

文教師，他們以生動、易懂的方式在塞內加爾傳
播中國文化，講述中國故事。

「中文迷」盼助力兩國經貿合作
「巴虹在課堂上向當地學生分享自己學習中文

的困難和經驗，為他們樹立了良好的榜
樣。」孫震說，達喀爾大學
孔子學院自2013年首次
正式招生以來，已培訓
4,000餘人，學員覆蓋幼
兒園至大學各階段，
「學習中文，了解中國
文化已成為當地人的新
潮流」。
鳳凰花正開，又到畢

業季。穆罕默德．西索
霍是一名剛剛從達喀爾
大學經濟學專業畢業的
本科生，也是一個中文
迷。儘管學習中文還不
到兩年，但他可以流利

地背誦古詩《觀滄海》。用他自己的話說：「中
文課太有意思，永遠都上不夠。」
今年9月，西索霍將到中國山東大學留學深造。

他憧憬未來，希望成為一名成功的企業家或商
人，把在中國學到的先進經驗帶回祖國，助力塞
中經貿合作交流和發展。

「中文為我打開成功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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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9月
2日，習近平在
杭州會見塞內
加 爾 總 統 薩
勒。 資料圖片

■在塞內加爾達喀爾
大學孔子學院，學生
在聽寫漢字。 新華社

■■巴虹巴虹（（左左））檢查學生的檢查學生的
隨堂測驗結果隨堂測驗結果。。 新華社新華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