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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非常重视和关心外国来
华留学生。

2014 年 12 月 13 日，全国留学工作会
议在京召开。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向在
华求学的各国朋友表示热烈的欢迎。

2018 年 5 月 2 日，总书记来到北京大
学考察。他对在场的外国留学生说，要了
解中国，就要了解中国的历史、文化、人文
思想和发展阶段，特别是要了解当代中国
的马克思主义。

2020年5月17日，总书记在给北京科
技大学全体巴基斯坦留学生的回信中表
示，中国欢迎各国优秀青年来华学习深造，
也希望大家多了解中国、多向世界讲讲你
们所看到的中国，多同中国青年交流，同世
界各国青年一道，携手为促进民心相通、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2021年6月21日，总书记在给北京大
学的留学生们的回信中表示，中国有句俗
语：百闻不如一见。欢迎你们多到中国各
地走走看看，更加深入地了解真实的中
国，同时把你们的想法和体会介绍给更多
的人，为促进各国人民民心相通发挥积极
作用。

2023年5月，总书记在给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的中亚留学生的复信中表示，希望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的中亚留学生积极投身
中国同中亚国家友好事业，弘扬丝路精神，
讲好中国故事、中亚故事，当好友谊使者和
合作桥梁，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
运共同体作出自己的贡献。

2023 年 7 月 4 日，总书记在给南京审
计大学审计专业硕士国际班的留学生的回
信中表示，希望南京审计大学审计专业硕
士国际班的留学生与中国同行加强交流、
互学互鉴，通过审计这个窗口了解中国、读
懂中国，为深化国家间友谊与合作积极贡
献力量。

2024年1月17日，总书记在给北京交
通大学肯尼亚留学生及校友代表的复信中
表示，希望北京交通大学肯尼亚留学生及
校友代表学好专业知识，赓续传统友谊，投
身两国合作，讲好中非友好故事，为推动构
建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

2024年5月31日，总书记同马来西亚
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
交50周年。总书记指出，前不久，我收到
在中国天津大学留学的马来西亚学生写来
的联名信，他们立志做中马友谊的传播者
和推动者，期待用所学知识服务中马命运
共同体建设。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
对此感到欣慰。

总书记关心外国来华留学生，一以
贯之、用情用心，西部地区干部群众深受
鼓舞。

今年以来，西部各地积极为外国来华
留学生提供条件、创造机会，让他们了解中
国、讲述中国，成为传播中国文化、西部文
化的使者。

感受丝路文化魅力

应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邀请，云南
普洱学院于 5 月 31 日至 6 月 3 日，组织留
学生参加由云南中华职业教育社、云南
省温暖工程慈善基金会联合昆明城市学
院、昆明新中华实验学校和UC教育集团
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英才计划”在滇留
学生 SDG Open Hack 创新能力提升研学
系列活动。该项目得到了中华职业教育
社、中华同心温暖工程基金会的鼎力支
持，并在云南省委统战部的指导下，由云
南省温暖工程慈善基金会负责具体组织
与实施。

此次研学活动内容丰富，包括观摩
创新、创意及创业作品展览，探访云南民
族村以体验云南独特的民族文化，深入
领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苗绣的魅
力，参与中外学生校园文化交流与实践，
以及观摩第十四届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

“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云南省省赛
终极赛，并聆听主题课程《共同的命运 共
同的家园》。

在本次“一带一路英才计划”在滇留学
生创新能力提升研学系列活动中，普洱学
院留学生与现场两支在校大学生队伍组成
跨国际、跨专业、跨学科、跨院校的创新团
队。团队成员根据各自兴趣，选择以了解
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及其中国实践为基
础，以全人类如何更好地共同发展、和谐发
展为主线，与中国学生共同探索创新发展
思路，寻求解决途径。在限定的 24 小时
内，老师及行业领头企业导师带领着同学
们开展“头脑风暴马拉松”，各团队积极开
发创新解决方案，并最终面向评委和公众

进行展示，最大程度地激发参与者的创新
潜能。最终，普洱学院留学生参与的翠意
永续队和同行造梦队分别荣获“最具投资
价值奖”和“最具社会意义奖”。

此次研学活动加深了留学生对中华文
化的理解与体验，提升其职业素养和能力，
为其未来在中外交流与合作中发挥积极作
用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通过活动引导留
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增进其对“一带一路”
倡议所蕴含的开放包容、互联互通、共同发
展内涵的理解与认同。

6月23日至26日，青海民族大学国际
教育学院组织来华留学生开展“重走丝绸
之路 拥抱千年文明”研学实践系列活动，
来自10个国家的18名留学生来到古丝绸
之路起点——陕西省西安市，开始实地探
访古丝绸之路历史遗迹，沉浸式感受丝路
文化魅力与中华文明悠久历史。

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多国留学
生讲述着他们的“丝路情缘”，感受着共建

“一带一路”带来的机遇变化与勃勃生机。
历史上，丝绸之路是连接中外的重要

通道，沿线文化交流密切。它起始于古代
中国长安，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
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24 岁的土库曼斯坦留学生柯力如今
在青海民族大学攻读汉语言文学本科学
位。他说，在古代，他家乡的商人沿着丝绸
之路来到中国进行贸易。“如今，我也沿着
这条路来中国学习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贸易路线，更是
不同文化合作的象征，让沿线地区互联互
通，非常了不起。”巴基斯坦留学生马龙说，

“我的国家也与丝绸之路有着深厚的历史
渊源，我对丝路文化有着深刻的共鸣。”

初见马龙，是在聆听西北大学《丝绸之
路与文明互鉴》专题讲座上，这个说着一口
流利中文的巴基斯坦小伙，在中国留学、生
活多年。马龙说，他爱中国的历史、美食，
也爱热情的中国人。“以后我要在中国工
作，我还有很多梦想要在这里完成。”

在马龙看来，历史上中国和巴基斯坦
就通过丝绸之路建立友谊，而如今共建“一
带一路”更是一座加强两国经贸合作、民心
相通的桥梁。“共建‘一带一路’为越来越多
的巴基斯坦青年打开了一扇大门。”他说。

2024年，共建“一带一路”进入新的十
年，随着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深入，像马龙
一样选择来中国深造和定居的留学生越来
越多。

骊山、华清宫、兵马俑……老挝留学生
林川计划毕业之际邀请家人来中国走一
走、看一看。“文化交流可以增进不同国度
的相互了解。”他说，从小他就很喜欢中国
历史文化，如今林川自己与弟弟都在中国
学习。

美国留学生安仁泰说，古丝绸之路是
一条重要的历史通道，连接东西方，促进商
品和文化交流。“相信从历史中走来的‘一
带一路’，会以文化交流为纽带，推动合作
共赢。”

传统文化魅力绽放

以“中文美在哪里”为主题的文化体验
活动日前在广西群众艺术馆举办。活动包
含广西民族文化展示体验、节气小课堂、中
国书法体验等环节。在广西民族文化展示

环节，留学生与广西各民族的文化志愿者
共赏芦笙、壮族迎宾舞，沉浸式感受广西绚
丽多彩的民族文化；在广西民族文化体验
环节，留学生品六堡茶、学非遗棕编、唱广
西山歌、观看广西民族民俗节庆摄影展等；
在节气小课堂，留学生通过朗诵中文诗词
等方式，了解中国二十四节气的时令、气
候、物候等传统文化知识；在中国书法体验
环节，留学生欣赏书法家现场挥毫泼墨，握
起毛笔学习中国书法的技巧和要领，深入
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

活动现场，乐声、歌声、朗诵声不绝于
耳，茶艺、书法、棕编等技艺引人注目，留学
生在广西文化志愿者的指导下，亲身体验
自己感兴趣的文化活动。

泰国留学生珍珠在广西少数民族乐器
芦笙的伴奏下，带来了一支优美的泰国传
统舞蹈，观众掌声、欢呼声不断。“虽然我并
不认识芦笙这个乐器，但今天伴着它的乐
声起舞特别有感觉，这是一次完美的结
合。”珍珠说，这次活动让她体验到了中国
多姿多彩的文化，也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浓
厚的情谊，她会将这里的故事带回泰国，分
享给更多亲朋好友。

让留学生成为文化使者

在陕西西安华清宫内，一批外国留学
生换上华美的汉服，开启了一场穿越时空
的汉文化之旅。兴奋之余，众多留学生拍
照记录这美好的瞬间，并用毛笔写下对华
清宫景区和所就读的西安财经大学的感
谢语。

陕西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
同时也是教育资源大省。作为十三朝古
都，西安有钟楼、城墙、大雁塔等诸多承载
历史印记的地标性建筑和一大批备受游客
喜爱的人文景区，还有60余所高校汇聚于
此。越来越多前来求知的海外留学生，被
这里的文化和风土人情吸引。对此，包括
西安财经大学在内的不少高校因势利导，
为留学生设置文旅课堂，让他们深入了解
陕西的历史文化及民俗风情。

“我们要通过你们，让更多人了解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了解陕西的历史底蕴，推动
文化交流与合作。”西安财经大学副校长李
佼瑞这样鼓励留学生认真学习和体验，努
力成为中华文化充满活力的传播者。

在华清宫环园广场上，留学生向秦腔
表演者学习秦腔表演。他们认真学习每一
个动作、每一个唱腔，感受中国传统戏曲的
独特魅力。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米可和来
自孟加拉国的卡妮诗对秦腔产生了浓厚的
兴趣，还主动学起了转手帕等动作，他们表
示要将这种独特的艺术形式带回自己的国
家。“秦腔表演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
的旋律和动作都充满了力量。学校对传统
文化的重视和推广，让我有机会领略中国
戏曲文化的博大精深。”来自巴基斯坦的马
利克说。

在华清宫龙石舫，留学生观看了唐茶
表演。茶艺师精湛的技艺、优雅的仪态佐
以淡雅的茶香，让留学生陶醉其中。他们
纷纷表示，要通过各种渠道将高雅的茶文
化与更多人分享。

“穿汉服、学戏曲、体验皇家温泉……
这次活动太有趣了。我要将我的经历分
享给我的家人和朋友，让他们也远程感受
中华文化的魅力，让他们有机会一定到中

国、到西安来。”来自孟加拉国的赛迪激动
地说。

“留学生教育是我校优化全球布局，加
强人才培养和科研国际合作，推动教育对
外开放高质量、内涵式发展的重要举措。
近年来，我们持续举办系列文化体验活动，
让来华留学生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和现代
文明有全面系统的认知，做有‘中国情结、
创新情怀、人类情感’的来华留学生。”西安
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院长高林安表示。
据悉，近年来，西安财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以《现代中国》课程为示范，不断提升留学
生教学质量、打造留学生教育品牌。课程
自开设以来，先后赴长安唐村、丝路欢乐世
界、西安易俗社、汉阳陵博物馆等教学案例
地，开展以乡村振兴、文化传播、戏曲艺术
为主题的教学内容，使留学生更为深入地
了解陕西文化的内涵和价值、更加努力地
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

“除‘走出去’外，我们还坚持‘请进
来’，邀请校内外知名学者给留学生带来
多样化的文化课程及互动交流。”西安财经
大学国际教育学院副院长郝俊卿表示。

“看到中国广阔的发展前景，我要继续
勤奋学习，做好中国故事的亲历者、建设者
和讲述者，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成为促进
中俄友好交流的使者。”来自俄罗斯的留学
生高月参加了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
办的“文化助力乡村振兴”国际对话会，并
在浙江参观了良渚古城遗址、中共“一大”
会址，深入湖州、嘉兴的村落探索共同富裕
的深刻内涵。

“像高月这样因为深入走进中国广阔
腹地、了解中国文化而自觉成为传播中国
可信、可爱、可敬形象的文化使者还有很
多。”高林安表示，“接下来，我们将不断提
升留学生教学质量、打造留学生教育品牌，
继续开展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文明
为主题的教学内容，让留学生更为深入地
了解陕西文化、中华文化的内涵和价值，当
好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青春使者，提升
文化陕西、文化中国的国际影响力。”

开展职业教育交流合作

广西壮族自治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
十大精神，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习近平总书记 2023
年考察广西时的重要指示精神，积极服务
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深度融入共建“一
带一路”，将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新时代壮美
广西建设的重要内容，把面向东盟开放合
作摆在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位置，通过部
区共建、区域联动，着力构建产教集聚融合
示范区，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不断迈上
新台阶。

一是搭建沟通对话平台。成功举办7
届中国—东盟职业教育联展暨论坛，成立
中国—东盟职业教育研究中心，搭建中国
—东盟边境职业教育联盟等一批国际交流
合作平台，建设一批中国—东盟技术创新
学院、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与东南亚
教育部长组织共建中国（广西）—东南亚技
术与职业教育培训中心。二是拓展海外服
务效能。支持20多所职业院校协同行业
企业走进东盟国家，服务机械制造、纺织、
建筑工程等行业企业在海外发展，成立28
个海外培训基地，为企业培训技术工人年
均超1万人次。职业院校协同行业企业建

设海外应用技术研究机构，服务海外工程
项目建设和技术研发。如广西农业职业技
术大学先后在老挝、越南等国家合作共建
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基地、农业试验站，累计
培育优良品种 60 多个，示范推广面积达
3000多公顷，培训当地农业技术人员和农
民达 3000 多人次。三是探索人才培养多
元模式。创新“汉语+技能”“专业+文化”
为核心的培养模式，对接东盟国家人才需
求。如广西国际商务职业技术学院在“桂
海商学院”中泰合作办学项目中，构建“汉
语+商务文化+技能+就业”的一体化中外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新模式。

四是共建共享教育资源。与东盟国
家院校共同制定专业标准 42 个、课程标
准 207 个、岗位标准 21 个、技术标准 99
个。建成中国—东盟职业教育云平台，提
供音频、视频、文字等多种形式的共享资
源服务，认定并共享国际化教育资源 199
项。如中泰两国学校合作编写的《电子商
务导论与运营基础》《电子商务运营实务》

《电商数据化运营》等“中文+职业技能”
电子商务系列教材在泰国出版，并被泰国
教育部职业教育委员会认定为推荐课程，
面向泰国82所职业院校推广使用。五是
通过“一展”“两看”“三基地”打造“留学中
国·学在广西”品牌。“一展”即每年组织包
括高职院校在内的高校，赴东盟国家举办

“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自 2004 年以
来，已先后在越南、泰国、印尼、马来西亚、
老挝、柬埔寨、菲律宾等 7 个东盟国家举
办 25 场“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两看”
即组织“东盟留学生文化节暨东盟留学生
百名家长看广西”和暑假企业见习等人文
交流活动，增进东盟留学生对留学广西的
认同。“三基地”即在乡村、城市、企业挂牌
成立留学生社会实践和实习实训基地，让
东盟国家留学生走进八桂大地，走进高新
企业，加深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增进对中
国式现代化的认识。

向世界讲述重庆

6月24日—25日，由重庆市文化和旅
游发展委员会指导，重庆市合川区文化和
旅游发展委员会、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主
办，重庆国际之窗文旅有限公司承办的“你
好！重庆”国际学生合川文旅感知行活动
举办。

活动期间，来自泰国、越南、马来西
亚、俄罗斯、埃塞俄比亚、苏丹、哈萨克斯
坦、斯里兰卡、白俄罗斯、印度尼西亚 10
个国家的近 50 名国际学生参加了“这就
是合川”主题课堂教学，走进合川钓鱼城、
南普剧场、合川峡砚博物馆深度体验，寻
找重庆自然与文化融合之处。学生们还
欣赏了川剧变脸、长壶茶艺、手影等传统
戏剧表演，体验中国戏剧的独特魅力，学
习了非遗“合川峡砚”制作技艺，体味诗人
杜甫“幸为达书贤府主，江花未尽会江楼”
的人生旷达。

按照课程计划，活动结束后，国际学生
将制作相关视频、撰写学习报告，并通过社
交媒体传播合川文化和旅游，“向世界讲述
重庆”。

本次活动的成功举办，标志着由重庆
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推出的“向世界
讲述重庆”之“外交官说”“旅行商说”“外媒
说”“外企说”“侨胞说”“重庆人说”“留学生
说”七大主题活动全部亮相。重庆市文化
和旅游发展委员会将继续邀请外籍人士深
入景区景点、演艺和非遗场所，深度体验重
庆美景美食，了解重庆特色文化。

迄今为止，海外留学生来华求学已
有七十余年的历史，留学生们把自己编
织进中国故事的脉络之中，已经从中国
故事的旁观者、转述者，转变为中外友好
故事的亲历者、共创者，成为连接中国与
世界的重要纽带。这些来华、知华、爱华
的留学生，既能将中国、区域与世界各国
的学子、专家、名人和有识之士联系在一
起，促进大家互通有无、交流共进；又能
在数代留华校友中发挥重要作用，强化
共同身份认同，深化国际各界与中国故
事的情感联通，实现思想包容、文化互融
与文明共荣。

留学生作为跨文化交流的重要参与
者，不仅承载着本国的形象，还能在国际
舞台上讲述和传播中外友好故事。他们
的经历和见解，无疑是促进世界各国民间
交流与理解的重要力量。世界各国的来
华留学生，已经成为讲好中外友好故事的
一道妙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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