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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时间 5月 9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
夫人彭丽媛在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夫人雷沃伊
陪同下，参观位于布达佩斯的匈中双语学校。
这所学校与中国有何渊源，今天我们一起回顾
这段中匈情缘。

2009年 10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
问匈牙利期间，曾到匈中双语学校考察。

当时，学生们用中文在黑板上写下欢迎
语：“习伯伯，您好！”，还演唱中文歌曲，表演芭
蕾舞和武术节目。

习近平用中国古语“十年树木，百年树人”
寄语学校发展。学生们赠送给习近平一件手
工制作的礼物，上面画着一颗小红心，旁边写
着暖心的祝福。

匈中双语学校坐落在浪漫的多瑙河畔，是
中东欧地区第一所使用中文和所在国语言教
学的公立全日制学校，今年正逢建校20周年。
建校之初，学生大多来自在匈牙利工作和生活
的中国家庭。如今，学校已扩大到12个年级、
20个班，在校学生500余人，大部分是以匈牙
利语为母语的学生。学校不仅有汉语课，绘
画、音乐、计算机课也用中文教授。多年来，学
校培养了一批批传承中匈友谊接班人，在促进
两国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独特作用。

2023年春节前夕，匈中双语学校学生胡
灵月、宋智孝代表全校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和
夫人彭丽媛教授，按照中国风俗拜年，讲述在
校学习中文12年的感受，表达将来到中国上大
学、为匈中友好作贡献的愿望。

不久，她们就收到习近平主席复信。“得知
你们长期坚持学习中文，立志为中匈友好作贡
献，我为你们点赞。”习近平主席在信中说，欢
迎你们高中毕业后到中国读大学，也希望越来
越多的匈牙利青少年喜欢上中文、学习中文，
有机会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更多地了解当
今中国和中国的历史文化，努力做传承发展中
匈友好事业的使者。

这封情真意切的回信，令匈中双语学校师
生倍感温暖和鼓舞。长久努力，梦想的种子开
出花朵。胡灵月和宋智孝2023年被首都师范
大学国际文化学院录取。目前她们就读于汉
语国际教育专业，梦想是学成后当老师，“给匈
牙利学生们讲中国的故事和文化”，“做有温度
的匈中友好事业的使者”。

近年来，匈牙利人对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
的兴趣不断高涨。面向未来，更多“中匈友好事业
的使者”将继续为传承和弘扬两国友谊贡献自己
的力量。 （综合自新华社、人民网、《环球时报》）

匈中双语学校的中国缘
近日，黎明职业大学组织参访团远赴

吉尔吉斯斯坦，将 2024年“职业教育活
动周”办到海外，进一步拓展“中文+职业
教育”项目可持续发展空间，为共建“一带
一路”下一个金色十年贡献职教力量。

活动进一步宣传展示了黎明职业大
学海丝学院职业教育交流合作项目的优
秀成果。其间，参访团依托黎明（中亚）海
丝学院，实地走访调研比什凯克OPOP“一
带一路”电商工业园区等单位，洽谈计算
机网络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智能控制
技术、应用俄语和电商专业学生联合培
养、海外实习实践和教师海外挂职等校企
合作项目。

“正值2024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期
间，学校特意组织海外调研，在海外举办
特色技艺展示、跨境技术服务、技能交流
等活动，不仅加强中外职业教育交流与合
作，提升双方教师能力，也进一步展示了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模式、新成
果、新形象。”黎明职业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院长柯爱茹表示，本月底，学校将派出多
位专业老师来到吉尔吉斯斯坦开展线下

“中文+跨境电商”“中文+旅游管理”职业
技能培训班授课和专业教学研讨活动，为
当地学生开展相关职业培训，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

目前，黎明（中亚）海丝学院已为数十
家中资企业和当地企业培训了各类技术
学员近千名。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福建总
商会会长林金电欣喜地说：“泉州高校将
中国职业教育活动周办到海外，积极推动
国际化办学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进一步
扩大了中国职业教育的影响力，拓展了海
外‘朋友圈’，激发了国际合作新动能，为
海丝学院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为开启“职教出海”新航程，4月以
来，黎明职教海丝行参访团已先后到印
尼、马来西亚和泰国等地，开展了一系列富有成效的职教活动，如
开展“中文+”职业技能资格培训、人文交流、人才联合培养和职业
教育标准“走出去”等项目，这些活动惠及中外学生，也为国际友
好交流注入新的活力。接下来，黎明职教海丝行参访团还将前往
日本、韩国、哈萨克斯坦和柬埔寨，积极探索黎明特色职业教育办
学模式与人才培养模式，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在世界舞台焕发光
彩。 （来源：《泉州晚报》、省中华职教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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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3 日，在匈牙利布达佩斯，匈中双语学
校三年级学生宝怡展示自己的大熊猫形象美术
作品。 （新华社）

4月，胡灵月（右）和宋智孝在北京首都师
范大学参加运动会时合影。

（新华社）

7年前，在贝尔格莱德当地的
孔子学院试听过一节中文课后，
塞尔维亚姑娘伊娃·伊利奇爱上
了这门来自遥远国度的语言。尽
管当时她未曾到过中国，也未曾
预料到自己日后能够成为“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冠军，
但彼时的她已在心中埋下了一颗
梦想的种子：一定要学好这门“世
界上最难也最美的语言”。

在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伊
娃分享了自己的学习经验：起初
听不出中文声调的区别，通过看
中国热播影视、综艺等各种途径

“磨耳朵”。在学习的过程中，她
进一步发现了汉字之美，“就像画
画一样，独特、优美、有趣”。她还
有了一个中文名——李一帆。

中文学习之旅开启了李一帆
与中国的不解之缘。2019年，她
收到一份难忘的 18岁生日礼物
——一次中国行。她和父母来到
北京和上海，游览了长城、故宫博
物院等景点。与中国的近距离接
触，让李一帆有了一个“最大的梦
想”，那就是“经常来中国”。

4年之后，站在第22届“汉语
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总决赛

的舞台上，李一帆梦想成真：她初
步掌握了这门“世界上最难也最
美的语言”，再一次来到中国，还
拿下了“汉语桥”全球总冠军。

这次比赛经历也让李一帆对
中国的感情更深厚。她在中国看
舞狮，听山歌，制作绣球，感受当
地风土人情；还在社交平台上开
设账号，将一路所见的中国之美
分享给亲朋好友，收藏中国各地
的旅游攻略，与中国网友交流互
动，已收获了不少粉丝。

李一帆也有了一个新的梦
想，计划每年带家人来中国一趟，
发现不一样的中国。“中国不同地
域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亲自探
索才能感受到，我希望能够走遍
中国。”

在中塞人文交流日益密切的
大背景下，有越来越多像李一帆
一样的塞尔维亚人遇见中国、了
解中国、爱上中国。作为土生土
长的贝尔格莱德人，李一帆见证
了当地学习中文人数持续增长，
与7年前相比，中文班人数增长了
约一倍。

近年来，随着两国互免签证、
互认驾照、互通直航等政策措施

落实，双边人员往来数量大大增
加，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成为
现实。李一帆说，在常来常往之
中，能够感受到两国人民心更近、
情更深。

在李一帆的家乡贝尔格莱德，
多瑙河上耸立的泽蒙-博尔察大桥
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中国桥”。
这是中国建筑企业在欧洲承建的
第一座大桥，也是塞尔维亚在多瑙
河上近70年来首座新建大桥，它
的建成将贝尔格莱德泽蒙区和博
尔察区两地的通勤时间由原来的
1个多小时缩短为10分钟。

正如“中国桥”见证着中塞
“铁杆友谊”历久弥坚，李一帆也
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座“桥”，联
结塞中之间的友谊。目前，李一
帆在贝尔格莱德开办了纹身店，
设计时融入汉字、折扇等中国元
素，她还打算做导游，带领中国游
客探索原汁原味的塞尔维亚。

李一帆与中国有关的梦还在
继续，情更加丰沛。她说，喜欢穿
着古典中式旗袍、酷爱吃辣、中文
流利的自己，因为“这已是我生命
中的一部分”。
（来源：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闽江师专“海丝学院”
助力多国华文教师培训

为进一步推进面向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教师培训工
作，搭建在海外华文教育领域的合作交流平台，闽江师范高等
专科学校校领导日前带队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柬埔寨等
国家，分别与印尼三语学校协会、马来西亚教师会总会、柬埔
寨柬华理事总会、柬埔寨福建总商会等多家单位合作设立3
所“海丝学院”，并在印度尼西亚、柬埔寨举办2期华文教师研
修班，共有250名华文教师参加。

建设“海丝学院”是学校加快推进“职教出海”的重要举
措。今后，学校将继续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华文教
师培训，打造闽师职教国际特色品牌。 （闽师 文/图）

一名塞尔维亚姑娘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