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丝路行走
2024.9.6 星期五08 责编：许智茹 版式：冯梅花 电话：（029）89668179 csjrb107@sohu.com

主管主办单位：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单位：陕西出版传媒集团报刊有限责任公司 本报地址:西安市高新区锦业一路10号中投国际大厦A座 18楼 邮编:710065 联系电话：（029）89668179 89668757
全年订价：298.8元 广告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3 制版：本报照排中心 印刷单位: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安市新城区咸宁东路东方厂北门 电话：（029）82466577

丝 讯

风 情

丝 潮

“来成都，我感受到美丽的环境、悠然
的城市生活，也了解到更多中国文化。”美
国高中毕业生阿帕尔娜·维斯瓦纳坦说，这
是她 8月旅行的“成都印象”。“我尤其喜欢
大熊猫，在我看来它们是自然保护和中国
文化的最佳‘代言人’。”

今年暑期，中国入境旅游持续升温，更
多海外游客将中国作为其旅游休闲目的
地，不少人选择到中国西部省份深度游。

去哪儿平台显示，使用非中国护照预
订国内航线机票的旅客预订量，同比 2023
年增长1.8倍，其中有超过10%的外国游客
在半年之内来了中国两次。成都、西安、重
庆等西部城市位居外国旅客在华乘飞机热
门目的地前十。

“中国有很多世界遗产，世界上有很多
人对此非常感兴趣。”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
特别顾问玛丽-皮埃尔·布歇·奥利耶介绍，

“如今，人们希望了解一个更多元的中国，
感受不同的风情。中国四川、贵州、云南这
些西部省份的旅游业和少数民族文化结
合，在国际上知名度较高。”

英国牛津大学学生迈尔斯·金 7月来
到四川雅安，和朋友们一道走进原生态的
自然保护区徒步登山，并将沿途的景色创
作成一幅版画作品。“我们登山途中看到
了连绵的山脉和苍翠的树林，我尝试用这
幅画重现那个场景，传递出宁静、平和的
感觉。”

自去年中国陆续推出免签入境政策以
来，外籍入境游客数量持续增加。“China
Travel”成为海外互联网热词，让更多外国

人感受不一样的中国。
目前，中国对15国试行免签入境15天政

策，将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范围增至
37个口岸、54个国家。据国家移民管理局最
新统计，今年1至7月，全国各口岸入境外国
人1725.4万人次，同比增长129.9%；签发口
岸签证84.6万证次，同比上升182.9%。来华
旅游外国人预计拉动消费超1000亿元。

中国-西班牙旅游平台 yunxi.es创始人
安东尼奥·泰黑罗刚刚完成一次跨越陕西、
四川、重庆的旅行。“在中国西部，我们看到
了不一样的东西，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他认为，到中国西部感受原汁原味的
文化、欣赏美丽的自然风景会排在西班牙
人旅游愿望清单前列。

有30多年西班牙旅行社运营经验的安
东尼奥·佩雷格林曾每年为 2000多名来华
西班牙游客提供服务。“虽然西班牙人对中
国旅游并不陌生，但超过90%去的是北京、
上海这些大城市，西班牙人对整个中国并
不十分了解。”

佩雷格林四年前开始转型小规模定制
深度游服务，“来中国三次”成为他的口头
禅。“我告诉客户，中国太大了，至少需要去
三次，其中一次就是中国西部。已经有一
些客户正在准备第三、第四次行程，不同的
省份、不同的经历让他们感到兴奋。”

2021年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启用，让成都
成为中国大陆第三个拥有两个国际枢纽机
场的城市，便捷的交通拉近了空间的距离。
据飞常准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暑运首月，
成都天府机场起降架次超过3万架次。

“成都对入境游而言，不仅是目的地，
也是集散地。”成都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相关
负责人介绍，由成都入境的外籍游客数量
呈逐年增加的态势。“日韩游客喜欢诗词和
三国文化、欧美游客更偏向民族文化和自
然风情，成都将根据海外不同地域游客的
喜好，做好精准推介。”他坦言，西部城市还
需要更多具国际识别度的标签和持续的旅
游推广。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蔡木子介
绍，今年来华外国人爱坐高铁、爱逛小城，也
不乏来华“特种兵”式旅游的外国旅客。去
哪儿平台上，一位俄罗斯旅客半年内到访了
天津、日照、宁波等16个城市；一位土耳其旅
客到访了广州、济南、青岛等12个城市。

巴基斯坦来的乌扎尔·汗就是一位“爱
逛小城”的游客。今年夏天，他来到四川西
昌体验凉山彝族火把节，围着篝火起舞，和
当地人唱起山歌。“这真是一次全新的体
验。”他说。

今年8月，热爱音乐的俄罗斯姑娘伊丽
莎白·西德内瓦特地报名了“唱歌学中文·
唱行成都”来华研学营，只为了解中国音乐
艺术。和伙伴们一起与成都二十四伎乐国
风乐团交流后，她介绍：“中国传统乐器的
声音很特别，中国人保留传统文化的努力
也让我很感动。”

玛丽-皮埃尔·布歇·奥利耶认为，文化
和自然的差异是旅游的动力，中国西部丰
富的旅游资源极具潜力。她期待中国西部
省份可以推出更多高品质的旅游线路和服
务。 张 颖

中国西部游受海外游客青睐

1月 9日，王勇刚和陕西省其他医院的
17名队友抵达非洲国家马拉维，开启为期
18个月的援外医疗任务。截至 7月底，医
疗队累计接诊门急诊患者 3757人次、救治
住院患者8293人次、完成手术498例，受到
了当地群众的认可与欢迎。

第11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是陕西援
外医疗工作的一个缩影。自1971年4月派
出第1批援苏丹中国医疗队以来，一批批陕
西医生开启了一场持续 50余年的爱心接
力，以仁心仁术造福非洲人民，以实际行动
讲好中国故事。

以精湛医术救治当地患者

位于非洲东北部的苏丹贫穷落后，医
疗卫生条件简陋。2013年 8月，第 31批援
苏丹中国医疗队队员、咸阳市中心医院骨
科医生刘强随队抵达该国首都喀土穆时，
当地战火不断、疾病肆虐。

“当时看到受援医院的落后状况，我们
每一个队员都想着竭尽所能，利用所有资
源和条件，克服困难，尽力救治当地患者。”
刘强介绍。

有一次，刘强接到了一名急诊患者。
该患者下肢皮肤大面积缺损，X光片显示
足部有5处骨折，情况危急。当时医院仅有
2根钢针可用，面对医疗资源短缺的现状，
刘强指挥团队为患者补液、输血以维持生
命体征。同时，他将这 2根钢针分成多段，
成功固定了5处骨折，还借助外固定架稳定
了小腿骨折，并妥善处理了皮肤伤口。

手术完成后，这名患者的肢体得以保
全。这一结果让当地医生及患者家属都感
到惊喜和欣慰，纷纷称赞：“中国医生，太棒
了！”

2年援外期间，刘强以精湛的医术出色
完成了任务，累计诊疗门诊患者 6300余人
次，开展手术 1607例；在苏丹局势动荡期
间，不顾个人安危紧急救治 76名枪伤患
者。刘强先后获评三秦最美医生、全国援
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时代楷模”中国援
外医疗队群体代表等。2018年 9月，他作

为援外医疗队员代表参加了2018年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

刘强的事迹不是孤例。53年来，陕西
省共向苏丹和马拉维派遣医疗队 48 批
1298人次。截至今年 7月，援外医疗队在
苏丹、马拉维累计诊治门诊患者 847.06万
人次，救治住院患者 45.94万人次，实施手
术25.34万例。

其中，像苏丹全国首例角膜移植手术、
喉裂开左侧杓状软骨切除声带外展术，马
拉维全国首例腰椎骨折腰椎后路肌间隙入
路微创手术、超声引导下腹股沟上髂筋膜
阻滞术等大量“第一”“首例”，树立了中国
医生的良好形象。

留下“带不走的医疗队”

既要授之以鱼也要授之以渔。陕西援
外医疗队在完成临床医疗工作的同时，还
在受援医院积极开展各类培训讲座，传授
先进技术，推广中医诊疗，努力为当地留下
一支支“带不走的医疗队”。

“在马拉维工作期间，我们先后开展了
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诊疗、肾病综合征以
及肾炎诊断与鉴别、深静脉置管、心血管疾
病诊疗等业务培训，为当地医院培养了一批
人才。”第9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队长、延
安大学附属医院儿科主任医师钟红平说。

钟红平和队友执行援外任务期间，正
值新冠疫情肆虐，医疗队对马拉维姆祖祖
中心医院影像科医生进行了CT实操培训，
带领他们参与临床工作，诊断并救治了大
量危重患者，受到了当地医院同仁及患者
的交口称赞。

1年时间，第 9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
带教当地医务人员 2136人，参与医学学术
讲座128次并授课。同时，医疗队助力推进
陕西省与姆祖祖中心医院和卡姆祖中心医
院两所对口医院合作项目工作，并在马拉
维推广传播中医药文化。

除了第9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2018
年 1月，陕西省专家组赴马拉维开展援马

“妇幼健康工程”项目，共举办妇产科、儿科

等专业培训 10次，培训当地医护人员约
300人次；

2022年，第 37批援苏丹中国医疗队举
办了恩图曼友谊医院重症医学培训讲座暨
中苏友谊医学讲堂；

第10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在卡姆祖
中心医院开办系列脊柱专科培训班，中医
医师受邀为当地中小学进行中医针灸讲
座，推介中国传统医学。

围绕“让非洲医生用中国技术为当地
患者服务”的目标，陕西援外医疗队手把手
的传帮带仍在继续……

架起中非友谊之桥

“我的职业生涯近三分之一时间是在苏
丹度过的。当地淳朴的民风、老百姓对中国
医生的认可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和美好
回忆。”全国援外医疗工作先进个人、西安市
中心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于永亮说。

从 2007年到 2022年，于永亮先后 5次
随中国援外医疗队奔赴苏丹，累计在当地
工作超过 8年。他总结了在当地医院工作
的3个特点：“一是病人特别多，不仅有苏丹
当地人，还有周边国家的患者；二是患者病
情较重，甲状腺肿大、脂肪瘤等很常见；三
是手术量大，当地经济条件差，许多患者在
患病时才开始攒钱，耽误了治疗。”

8年多的援外工作中，于永亮累计诊治
门诊患者8000余例，开展外科手术6000余
例，获得当地患者的高度认可和赞誉。当地
医院的一名护士长在退休时专门邀请于永
亮去家中做客，希望他能长期在苏丹工作。

“在我们家，援外是一种传承。我的爱人
以及爱人的姑父和弟弟都曾是中国援外医疗
队队员，我们 4个人累计 11次援助苏丹 20
年，与当地百姓结下了深情厚谊。”于永亮说。

除了于永亮一家的“接力援外”，53年
来，一批批陕西援外医疗队队员薪火相传、
无私奉献，还涌现出祖孙三代援外、一人 6
次援外等感人事迹。援外医疗队也成为架
设在中非人民之间的“友谊之桥”，走出了
一条“民心相通”之路。

“我们将大力弘扬‘不畏艰苦、甘于奉
献、救死扶伤、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
神，持续提升援外医疗工作水平，以仁心仁
术造福当地人民，为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
康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陕西省卫生健康
委主任张军林说。 霍 强

北京时间 9月 3日上午，在澳大利亚悉尼召开的国际灌排委员
会第 75届执行理事会上，2024年（第十一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
录公布，我国新疆吐鲁番坎儿井、徽州堨坝—婺源石堨（联合申报）、
陕西汉阴凤堰梯田、重庆秀山巨丰堰等4个工程成功入选。

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已达38项，是灌溉工程遗产类
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最突出的国家。目前陕西共有 4
处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其中，陕西泾阳郑国渠、汉中三堰、
龙首渠引洛古灌区 3处古代水利工程，分别于 2016年、2017年及
2020年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

有“天上云梯”“大地浮雕”之称的凤堰古梯田，位于汉阴县漩
涡镇，毗邻汉江，面积约1.2万亩，分布在汉江之北、凤凰山南麓海拔
约 500-600米的区域。凤堰古梯田经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调查认
定，被评为“陕西省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十大新发现”，是目前秦巴
山区发现认定面积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清代梯田。现已建成全国首
个移民生态博物馆。 综 合

陕西汉阴凤堰梯田入选世界级遗产

9月3日，在安哥拉卡宾达供水工程现
场，来自中铁二十局的项目经理李征峰遇
到了西芬布村村民阿德里亚诺。“太感谢你
们了，让我们在家门口就能用上清洁卫生
的自来水，再也不用跑几公里去取水点取
水了。”阿德里亚诺说。

笔者从在陕央企中铁二十局了解到，
该公司建设的卡宾达供水工程初步交付
后，困扰当地 60多万居民的饮水难问题得
到了解决。

长期以来，饮水安全是安哥拉面对的
一大难题。资金短缺、技术相对落后等因
素制约着当地水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更阻
碍了经济社会发展。以富蒂拉区域为例，
以前这里的供水设施失修老化，水压不足，
供水系统长期无法使用。居民日常生活用
水就靠几口水井，无法满足需求。

为解决取水不便、水质堪忧问题，安哥
拉水电能源部与中铁二十局合作建设卡宾
达供水工程。该工程是安哥拉最智能、最
现代化的供水系统，也是在建的最大供水

工程，完全采用中国标准、中国制造、中国
品牌。工程于2017年开始建设，2021年初
步交付，今年11月将完全交付。

“我们在施工过程中遇到的困难超乎
想象。施工现场没有网络信号、原始丛林
密布，如同进入无人区。除了环境恶劣，施
工所需材料进口也很难。一枚小小的螺丝
钉，从中国运到安哥拉施工现场，需要经过
15个环节，花费 5到 6个月时间。”李征峰
说，10多年来，他在安哥拉参与建设了5项
重点工程，其中卡宾达供水工程是施工难
度最大的。

西芬布村非常偏僻，村民世世代代从
赤鲁昂古河取水，不仅路远，还没有任何过
滤和处理设备。村民菲兰度告诉李征峰，
以前水里泥沙、树叶很多，还有寄生虫，水
运回家需要沉淀后才能勉强饮用。现在，
这些烦恼全都没了。

“我们除了负责水厂正常运营维护工
作之外，还承担了当地自来水公司员工的
上岗培训任务。”李征峰说。 张斌峰

故 事

在陕央企让安哥拉60多万人
喝上干净水

“这是第一次在中国做博物馆志愿
者，希望在西安这座世界级历史文化名
城，在陕历博这样充满东方历史人文魅
力的国际化博物馆，学习好中文，了解更
多中国文化，并通过自己努力，将藏在博
物馆里的中华文明故事传播向世界，讲
述给更多的‘歪果仁’。”近日，在陕历博
来自英国华威大学的西北工业大学留学
生汪凯丽面对众多的参观游客，用流利
的中文将馆藏国宝——多友鼎的故事娓
娓道来。

据介绍，2005 年陕历博与美国环球
志愿者协会（CCS）、西安外国语大学以及
西北工业大学合作启动国际志愿者项
目。近 20年来，共有 120余位来自数十个
国家的国际志愿者先后来到陕历博开展
志愿服务。他们或用英语、或用汉语向观
众介绍展览、讲解文物，与中国观众进行

“零距离”交流，同时也为外国观众提供

“宾至如归”式的服务。通过这样的方式，
不仅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感知，领
略到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文化史和五千
多年文明史的中华人文风貌，志愿者们提
升了中文语言能力，同时也体验了中国普
通老百姓的生活日常。

在提供志愿服务的同时，国际志愿者
们还与博物馆社教团队、国际传播工作者
以及讲解员开展外语教育活动推广、对外
汉语课程研发以及双语文化沙龙等多方
面沟通交流。其中，2024年陕历博携手西
安电子科技大学，面向美国旧金山法美国
际中学初中团举办的国际志愿者主题活
动反响热烈，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双语
文化沙龙往往是大家最为期待的“重头
戏”国际志愿者和陕历博人员分别用对方
的母语（汉语、英语、西班牙语等）介绍本
国的美景美食、人文风俗、文学艺术、学校
教育、生活理念以及行为方式等。 李 明

“歪果仁”在陕历博做起了志愿者

一场持续50年的援非“爱心接力”

今年以来，第11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队长、
陕西省中医医院医疗管理处副处长王勇刚在朋友
圈记录了医疗队工作的一个个“首例”“首次”。

第第1111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队员批援马拉维中国医疗队队员、、外科医生卢乐外科医生卢乐（（左左
二二））在卡姆祖中心医院为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在卡姆祖中心医院为患者进行腹腔镜手术。。

笔者从西安浐灞国际港宣传文体局获悉，从 7月 1日至 8月 31
日大型歌舞《西安千古情》共上演 586场，单日最高演出 15场，刷新
西安演艺新纪录，“西安热”“千古情热”又一次霸屏，掀起了西安文
旅消费的新狂潮。

会吐沙子的剧院，可以跑马的舞台；从天而降的长城，破土而出
的兵马俑；时而洪水滔天，时而大雪纷飞；如同现场直播的穿越大
戏！重走张骞、玄奘等长安三万里，演绎周秦汉唐等西安七千年，主
秀《西安千古情》如史诗般开启民族记忆之旅，观众爆棚、座无虚席
……传统文化乘风起舞，为市场再添一把火。游客们嗨了，城市也
随之沸腾了。

据悉，为了满足旅游旺季游客的观演需求，在已经拥有3200座
1号剧院的基础上，西安千古情景区全新开放2500座的2号剧院，实
现同一时段可同时容纳五六千观众观看《千古情》演出，大大提升黄
金时间的接待能力和经济效益。同时，园区也根据季节性进行项目
与演出优化，为游客营造出舒心舒适的玩乐氛围。双剧院并行的全
新模式，为千古情景区收获市场与口碑的双赢局面。 杨 明

《西安千古情》暑期演出场次
刷新西安演艺新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