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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讲述一段感人的

中哈友谊故事：“80 多年前，中哈两位音

乐家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在阿拉木图相

识相知，结下了跨越国界的兄弟情谊。”

“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

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

一个温暖的家。”

今年是冼星海诞辰 120 周年。拜卡

达莫夫的女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已

年近八旬，大病初愈的她在阿拉木图的

家中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采访。

拜卡达莫娃说，冼星海曾向她们一

家反复讲起自己的两个心愿：一是希望

能够找到他的家人，告诉他们自己在阿

拉木图的日子；二是希望能把他最后的

作品带回中国。“关于这两个心愿的故事

延续至今，足以说明真挚的友谊能跨越

时空、生生不息。”

“一个哈萨克斯坦—
中国大家庭”

1940 年 5 月，冼星海从延安前往苏

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期制

作。1941年，受战争影响，影片制作陷入

停顿，冼星海回国受阻，1942年底辗转来

到阿拉木图，可依然找不到回国的办法。

素昧平生的拜卡达莫夫向他伸出了援手。

那是一个冬日，拜卡达莫夫在街头

看到一个身材消瘦、衣衫单薄的年轻人，

坐在手提箱上，抱着小提琴。虽然言语

不通，但拜卡达莫夫看出这位年轻人遭

遇了困难，于是拉起年轻人的手，拿起手

提箱，把他带回了家。两位音乐家在艰

难岁月中相互扶持，用音乐激荡着人民

反法西斯斗争的不屈意志，患难与共的

情谊让两国人民感念至今。

“多年来父亲一次次的讲述和亲人

们的回忆，让我感觉自己就是那段历史

的见证人。”拜卡达莫娃说。老人退休前

是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音乐学院副院

长。书房的墙上展示着各种做工精美的

民族乐器，靠墙的书柜里摆放着父亲拜

卡达莫夫的画像。

拜卡达莫娃告诉记者，冼星海与拜

卡达莫夫一家共同生活的日子艰难而温

暖。食品凭票供应，数量少得可怜，“奶

奶在房前屋后种了土豆、胡萝卜，再把土

豆拿去换油和其他东西，一家人勉强度

日。”看着冼星海，奶奶总心疼地说“太瘦

了”。寒冬里，冼星海没有御寒的外套，

“奶奶一针一线地把一件旧外套按照他

的身材改好，送给他”。

拜卡达莫夫去世后，他的家人也始

终记挂着冼星海的心愿。1986 年，在多

方奔走努力下，拜卡达莫娃一家终于同

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取得了联系。“当年

冼妮娜第一次来到哈萨克斯坦，我们同

她仔细回忆了她父亲在这里的生活。那

是我们友谊的开始，更可以说是我们两

个家庭变成了一个哈萨克斯坦—中国大

家庭。”拜卡达莫娃说。

拜卡达莫娃说，习近平主席所讲述的

这段“跨越国界的兄弟情谊”，是“哈中两国

友谊的象征”，也是“民间外交的典范”。身

为这段友谊的传承者，她近年来同中国的

联系日益紧密。老人见证着这段父辈的友

谊持续促进哈中文化交流，也欣喜地观察

到两国多领域务实合作蓬勃展开。“这样的

故事越多，人们的心就会越近。”

“他的作品替他回去了”

拜卡达莫夫家中“总有音乐萦绕”。

在中哈两位音乐家的交流中，音乐是最

重要的语言。

战火阻不断对祖国和亲人的思念。第

一交响曲《民族解放》、第二交响曲《神圣之

战》、《满江红》……一部部作品，一张张手

写的曲谱上，凝结着冼星海的心血和情感。

在拜卡达莫夫力荐下，冼星海还承

担起根据哈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

事迹创作交响史诗的重任。在拜卡达莫

夫搜集的大量民歌基础上，冼星海创作

出的《阿曼盖尔德》，深深鼓舞了当地民

众。在哈萨克斯坦，冼星海还教授乐理、

传授演奏技艺、举办音乐会，受到当地民

众的广泛欢迎。

1944年年初，冼星海经拜卡达莫夫推

荐，前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担任音乐指

导。1945年，在一次赴偏远山村的巡回演

出中，冼星海染上肺炎，后病逝于莫斯科。

拜卡达莫娃说，冼星海希望将这些

为当地人民创作、也寄托着自己真挚感

激之情的音乐作品带回中国。“我也从事

音乐，我很清楚‘最后的作品’对一位音

乐 家 来 说 意 味 着 什 么 ，犹 如 最 后 的 呼

吸。”拜卡达莫娃说，“奶奶、父亲、姑姑都

去世了，为了冼星海的两个心愿，为了将

‘最后的作品’带回中国的使命落在我的

肩上，我必须完成。”

受条件所限，《阿曼盖尔德》最初是钢

琴二重奏版。多年后，拜卡达莫娃委托哈

萨克斯坦作曲家巴基尔·巴雅胡诺夫将《阿

曼盖尔德》改编为更加立体饱满的管弦乐

版本，并努力推动这部作品回到中国演出。

冼星海祖籍广东番禺。2023 年 12

月，“纪念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和哈萨克斯

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友谊主题音乐会”

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厅举行。管弦乐版本

《阿曼盖尔德》在冼星海的故乡首演。

“那是一种巨大的幸福感，我对自己

说，‘你终于做到了！’”回想起那一刻，拜

卡达莫娃仍然激动不已。“冼星海没有回

去的祖国，他的作品替他回去了。”

“传递反压迫、抗侵略
的共同声音”

“为着要生存，我们就得一起努力，

去保卫那比自己母亲更伟大的祖国。”冼

星海曾在一封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冼星海出生在一个贫苦船工家庭，在

母 亲 的 民 谣 和 外 祖 父 的 箫 声 中 长 大 。

1929年，24岁的冼星海远赴法国巴黎勤工

俭学，追寻音乐梦想。他曾撰文明志——

“学音乐的人”要“负起一个重责，救起不

振的中国”。

“救起不振的中国”奠定了冼星海的

人生和创作基调。1935 年，冼星海从巴

黎学成归国，积极投身抗战歌曲、救亡音

乐创作和传播事业。1938 年，他来到延

安，在鲁迅艺术学院音乐系任教。

寒冬的窑洞非常寒冷，但冼星海为救

国而歌的热情比火还要炽热。一张老照片

中，冼星海裹紧棉大衣坐在小炕桌前，眉毛

微蹙，执笔思考。正是在这里，冼星海连续

工作六天六夜，创作出《黄河大合唱》。

1939年 4月，《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

北公学礼堂首演，取得巨大成功。“保卫家

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从心底发出的歌声，是为抗战发出的怒吼，

是为正义谱写的旋律，从那时起就传出延

安，传遍中国，传向世界，传唱至今。

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黄

河大合唱》浓缩了冼星海二十年来对音

乐创作的追求与努力，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的关键时刻，冼星海用音乐诠释着

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伟大精神，传递着

世界人民反压迫、抗侵略的共同声音。”

当时的延安物资匮乏，不具备演奏

交响乐的足够乐器。因此，最初版本的

《黄河大合唱》用简谱写就。赴苏联工作

后，冼星海为《黄河大合唱》补写了序曲

和管弦乐队伴奏总谱。

2005 年，他的女儿冼妮娜历时 8 年

整理的著作《黄河大合唱》出版，包括“延

安版本”和“苏联版本”，“用实际行动弥

补了父亲当年的遗憾”。

“珍贵记忆代代相传”

“我们已不止一次在舞台上演唱《黄河

大合唱》。在我看来，这是中国最为优秀而

动人的作品之一。从音乐家到普通民众，

所有人都能欣赏它、理解它，并从中汲取力

量。”哈萨克斯坦国立拜卡达莫夫合唱团指

挥贝姆贝特·德梅奥夫告诉新华社记者。

2024 年是《黄河大合唱》首演 85 周

年。当年 10 月，德梅奥夫带领哈萨克斯

坦国立拜卡达莫夫合唱团在武汉举行音

乐会。当激昂的旋律响起，当哈萨克斯

坦音乐家用中文演唱《黄河大合唱》，现

场响起持久不息的热烈掌声。

“近年来，从密切的高层交往到丰富

的人文交流，两国关系越来越亲密。”德

梅奥夫说，期待习近平主席此次赴哈出

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能“促进双方

各领域合作继续深入发展”。

拜卡达莫夫合唱团领唱罗扎·巴克别

尔格诺娃说，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的跨国

兄弟情谊是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珍贵记

忆，期待未来两国文化交流更加深入。

在德梅奥夫看来，冼星海所谱写的

《阿曼盖尔德》和《黄河大合唱》一样具有

震撼人心的力量，体现了冼星海对哈萨

克民族、文化、历史的深入研究，深受当

地民众喜爱。“非常感谢冼星海为我们写

出这样的作品。”德梅奥夫说。

作为冼星海的知音和哈萨克斯坦知

名作曲家，拜卡达莫夫同样心怀爱国热

忱，以音乐鼓舞民众反抗压迫，毕生致力

于哈萨克民族音乐的搜集、记录、传承。

他所创作的《冬不拉舞曲》《挑水姑娘》等

作品至今广为流传。

广州星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教师余

亚飞说，以民族音乐唤起民众的抗争精

神、不屈意志和必胜信心，这是冼星海和

拜卡达莫夫的共同追求，是《黄河大合

唱》和《阿曼盖尔德》跨越时空的精神力

量，“这也是我们现在仍怀念他们、铭记

历史、传承友谊的真正意义”。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大街同拜卡达

莫夫大街位置相邻。在冼星海大街一

端，冼星海纪念碑巍然矗立，以中哈俄三

种文字写道：“谨以中国杰出作曲家、中

哈友谊及文化交流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

名此街为冼星海大街”。

“哈萨克斯坦年轻一代应该了解并

延续这样美好的友谊，相信今后还会有

更多哈中友好的佳话。”附近居民乌兰·

别克穆汉别托娃说。

高龄和疾病没有阻挡拜卡达莫娃为

传承友谊而奔走的脚步。老人计划今年 8

月再访广州，专程捐赠冼星海曾使用过的

数件珍贵物品以及相关的历史资料。她也

打算带着外孙女去看看冼星海的故乡。“我

希望父辈间这份亲人般的情谊、两个国家

间的珍贵记忆代代相传。”拜卡达莫娃说。

（新华社阿拉木图 6月 15日电 记

者赵嫣、赵宇、陆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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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中亚国际人文旅游专列（西安—阿拉木图段）正式开行。作为落实首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的务实举措，

中国—中亚国际人文旅游专列的开行对加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人文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图为专列从西安首发开行。

新华社记者 杨一苗摄

据新华社德黑兰 6月 15日电 （记

者陈霄、沙达提）伊朗外长阿拉格齐 15

日表示，以色列对伊朗核设施的袭击“越

过了新的红线”。他同时说，伊朗有确凿

证据表明，该地区的美军支持了以色列

的袭击。

阿拉格齐说，如果没有美国的同意和

支持，“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就不可能发

生”。“我们有确凿证据表明，该地区的美

军支持了以色列的袭击。”他表示，以色列

袭击伊朗核设施，此举“越过了新的红

线”，伊朗期待以色列受到谴责甚至惩罚。

据新华社耶路撒冷 6 月 15 日电

（记者王卓伦、陈君清）以色列国防军 15

日发表声明说，在情报机构的指导下，以

军战机 14 日夜飞越伊朗首都德黑兰，袭

击了 80 多处伊朗核项目相关目标。

声明说，袭击目标包括伊朗国防部

总部、核项目总部以及伊朗隐藏核档案

的一些地方。以军将继续加大打击力度

消除伊朗核威胁，使其丧失关键的武器

生产能力。

以军发言人阿维凯·阿德拉伊 15 日

在社交媒体上说，以军对伊朗中部伊斯

法罕的核设施进行了“有力打击”。

伊朗外长称有证据表明美军支持了袭击
以军袭击 80 多处伊朗核项目相关目标

第四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于

6 月 12 日至 15 日在湖南长沙举行。作

为今年中非经贸领域最为重要的交流

活 动 之 一 ，本 届 博 览 会 以“ 中 非 共 行

动 逐梦现代化”为主题，围绕落实中

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安

排系列活动，推动中非务实合作迈上

新台阶，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

运共同体持续注入新动能。

设立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是

习主席在 2018 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上宣布的中非合作“八大行动”项下

的首条具体举措，旨在打造中非经贸

合作新机制、中非合作论坛经贸举措

落实新平台和地方对非经贸合作新窗

口。自 2019 年首次举办以来，中非经

贸 博 览 会 已 成 为 中 非 合 作 的 闪 亮 名

片，为推动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实现

中非经贸合作高质量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本届博览会经组委会审核发布

的签约项目 176 个、金额 113.9 亿美元，

较上一届，项目数量增长 45.8%、项目

金额增长 10.6%，成果令人瞩目。会期

内集中发布的《中非经贸合作蓝皮书：

中非经贸合作发展报告（2025）》等 28

项成果，生动展现了中非经贸合作的

蓬勃生机。

本届博览会的举行具有特殊重要

意义。2024 年 9 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

峰会成功举办，习主席在峰会上提出中

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六大主张和“十大

伙伴行动”，为中非携手合作擘画新的

蓝图。本届博览会的一大亮点在于紧

扣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总体部署，

精心组织了丰富的经贸对接活动，涵盖

基础设施、纺织服装、绿色矿产等重点

领域，并围绕中非青年创新创业、企业

家对话等主题开展专题研讨。

本届博览会的另一大亮点是设立

中 非 工 业 化 和 农 业 现 代 化 合 作 成 果

展，全面展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

丰硕成果。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现代

化道路，是非洲国家的普遍诉求，也是

非洲国家减少贫困、提高自主发展能

力的重要途径。中非双方为实现工业

化和农业现代化进行了各具特色的探

索，博览会在主展馆设置专题展区，全

面梳理展示中非在基础设施、清洁能

源、工业园区、农业开发、能力建设等

领 域 的 合 作 成 果 ，成 为 中 非 在 现 代

化征程中携手同行的鲜活注脚。博览

会还首次设立中非合作知名品牌展、

非洲好物展、中非文旅展、中非中医药

合作展等特色展区，着力服务供采对

接。据介绍，会期内，中外参展企业近

2100 家，其中来自非洲 43 个国家的参

展商 764 家，占比超 30%，境内外采购

商约 1.2 万人。卢旺达、安哥拉等 14 个

非洲国家举办专场经贸交流和推介洽

谈活动。

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洲是

发展中国家最集中的大陆，中非友谊

源远流长。近年来，在中非元首的战略

引领下，双方经贸合作不断取得新进

展，中国连续 16 年保持非洲第一大贸

易伙伴国地位。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同非盟《2063

年议程》十分契合，非洲已成为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

示范区，是当今世界响应中方重大倡议

主张最主动、最积极的方向。

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将有力促进

全球南方团结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

事业开辟更加光明的前景。如今，中非

关系进入共筑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

体新阶段。相信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

双方将汇聚更多资源，形成更大合力，

推动互利合作提质升级，不断书写中非

合作高质量发展的精彩篇章。

（作者单位：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

中心）

携手打造中非合作闪亮名片
■吴晓丹

14 日，美国陆军建军 250 周年，一场

高调的阅兵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登场：

坦克隆隆驶过，战机在空中呼啸，6000

多名官兵列队而行。这是自 1991 年以

来美国首次举行阅兵式。

这一天，全美 50 个州，数百万民众

走上街头，发起约 2000 场抗议活动：他

们高举“不要国王”的标语，高喊“没有法

治就没有和平”“关闭美国移民与海关执

法局”等口号，表达对美国政府移民、卫

生、教育等方面政策的不满。

同一时刻，两种景象，映射出美国政

治、社会的巨大裂痕——一些美国人为

联邦政府欢呼，另一些人则谴责联邦政

府扩大行政权力、在洛杉矶部署军事力

量。“如同一场分屏式的对抗。”美国《纽

约时报》如此形容。《华盛顿邮报》评论

说，街头阅兵与抗议交织，折射出美国社

会内部对国家未来走向的深度分歧和激

烈碰撞。

历史上，美国的阅兵活动多发生在

取得明确军事成果、国内相对团结的时

刻，如 1991 年海湾战争结束后的阅兵。

而此次阅兵不仅未能凝聚民心，反而加

剧美国撕裂。美国舆论认为，14 日也是

美国总统特朗普 79 岁生日，阅兵是其政

府展示军事力量的一场“权力秀”。白宫

则坚称日期是巧合。

《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席卷全美

的抗议活动折射出“对特朗普政府利用

军队提升自身形象、推进其政治目标的

担忧”。

本月，美国联邦执法机构在洛杉矶

县多地展开针对非法移民的执法行动，

引发冲突，特朗普下令派遣加州国民警

卫队人员支援。美国法律专家说，这是

1965 年以来美国总统首次在未获州长

请求的情况下调动州国民警卫队。

围绕特朗普政府向洛杉矶派遣国民

警卫队和海军陆战队的做法，美国两党

爆发激烈的“口水仗”。美国民众观点也

极度分裂，支持者与反对者之间存在明

显的地理分布和党派差异。

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从洛杉矶

骚乱到阅兵日抗议，美国民众对白宫行

政权力和行为的意见分歧加剧，凸显出

美国社会对美国民主制度的普遍担忧。

美联社更直接指出，一边是高调阅兵，一

边是抗议游行，这划出了“美国鲜明的断

层线”，“华盛顿成为向世人展示美式民

主混乱的橱窗”。

（据新华社纽约 6 月 15 日电 记

者夏林）

美国“阅兵秀”遭遇全国抗议折射巨大裂痕

新闻分析

第四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 12

日至 15 日在中国湖南长沙举办。走进

会展中心，记者看到，中国参展企业的讲

解员正在为前来观展的非洲客户介绍多

年生稻技术，非洲客户频频点头并不时

记下要点。

当前，中国科技持续赋能非洲产业升

级，在生物科技、数字通信、人工智能等领

域取得进展，为改善当地人民生活并促进

非洲国家现代化发展注入新动能。

共享种子芯片的“生命
密码”

中非合作论坛成果落实协调人部长

级会议 11 日发布《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

会成果落实清单》，明确将“成立了中国—

非洲多年生稻技术合作中心”作为兴农惠

民成果的一环纳入其中。目前，多年生稻

已在布隆迪、乌干达、马达加斯加、莫桑比

克等非洲国家成功推广种植。

与传统水稻需要年年播种不同，多

年生稻一次播种可连续收割，从第二年

（或第二季）开始，农民无需购种、育秧、

犁田栽秧，只需田间管理和收获，尤其适

合非洲农业机械化程度有限的地区。

中国华大集团多年生稻援非技术

团队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2024 年初技

术团队在布隆迪卡鲁济设立了多年生

稻种植示范基地，已成功实现本地化种

植。2024 年 6 月，第一季每亩平均产量

达 207 公斤，较当地农户种植品种增幅

100%，且成功实现再生，显著提升了农

业效率。

赋能非洲数字化转型
的“智慧网络”

非洲国家在信息现代化领域和中国

企业的合作正在逐步加深。在马达加斯加

政府实施“马达加斯加振兴倡议”的大背景

下，中企在帮助该国完善通信基础设施建

设的道路上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参展企业

中国通用技术集团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负责

实施的马达加斯加农网项目就是落实发展

通信基础设施建设的具体项目之一。

农网，即偏远农村网络覆盖。2024

年底，马达加斯加梅纳贝农网 EPC 项目

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该项目负责人高博

表示，项目建成后，将帮助偏远乡村实现

电话通信、网络社交，并带动移动支付、

线上交易等经济活动，进而带动偏远农

村的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项目首期将

建设 73 个农网站点，预计网络覆盖 2340

平方公里，惠及 16.5 万农村人口。

破除沟通壁垒的“数字
桥梁”

在中非经贸合作往来的过程中，智

能翻译设备需求庞大，尤其是具备非洲

本土语言翻译功能的产品。非洲大陆文

化丰富，语言系统多样，这为中非经贸往

来、中企在海外项目实施落地带来了一

定的挑战。

中国天津大学全球南方研究院执

行院长王战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

指出，在语言不互通的情况下，中国企

业在非投资发展会面临多方面的困境：

因沟通细节不到位等情况可能导致项

目审批延迟，增加前期成本；中方人员

的生产计划、技术规范等工作指令的执

行通常依赖于当地员工的英语水平，可

能出现执行偏差，造成经济损失；中企

出海工作人员和当地人民交流方面也

存在挑战。

为打通沟通壁垒，促进中企对非合

作，中国湖南传神科技有限公司依据自主

研发的中非经贸大语言模型，依托非洲 53

国的语料资源，推出了“非洲通”便携式翻

译设备。

在展会上，当工作人员用“非洲通”

演示将中文语音输入转化成非洲东部通

用的斯瓦希里语语音时，肯尼亚肯雅塔

大学副教授帕梅拉·恩古吉惊讶地说：

“这的确是一个很便捷的功能！语言互

通在交流过程中十分重要，它能迅速帮

助理解彼此。”

（据新华社长沙 6月 15日电 记者

梁子齐、周昊瑾、张玉洁）

中国科技为非洲国家发展注入新动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