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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哥拉位于非洲大陆西南
部，西濒大西洋，有“春天国度”
之称。

从首都罗安达市中心驱车向
南18公里，一大片错落有致的高
层住宅楼区映入眼帘，这是中企
在当地承建的最大民生工程——
凯兰巴新城。

2010 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
席习近平在访问安哥拉的繁忙日
程中，抽出半天时间考察这一项
目，中安两国建设者深受鼓舞。正
是在那次访问期间，中安两国宣
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新城
从荒漠中拔地而起，见证着两国
合作升级加速。

龙年春天，北京又迎来非洲伙
伴。3月15日下午，习近平主席同
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安哥拉总统
洛伦索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
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
伴关系。“是好朋友之间的相互帮
助”“堪称互利合作的典范”——中
安关系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得
到两国元首高度评价。

“这份友谊镌刻于安哥
拉的历史”

2012 年，凯兰巴新城超过
700 幢楼宇、2 万套房屋顺利交
付，12 万居民陆续来此安家落
户。很多当地人更习惯称之为“彩
虹之城”。

“一切好像在闪闪发光。”73
岁的居民加斯帕·佩德罗对当年
乔迁的喜悦记忆犹新，“感谢习近
平主席，感谢安哥拉和中国的合
作，让我们拥有了现代化的家园。”

穿过摆满绿植的走廊，走进佩德罗的
家门。暖橙色的客厅中，女儿结婚、孙辈出
生的照片整齐摆放在书柜一侧，房间收拾
得整洁明亮。“我和妻子每天下楼散步，孩
子们会来看望我们，这样的生活平安幸
福，我们很感谢，很满足。”佩德罗说。

在这里，学校、自来水厂、污水处理
厂、变电站等配套设施齐备，生活秩序井
然。见到中国人，或是提到与中国有关的
话题，当地居民总是露出友善的微笑。

马里奥·卡辛达在新城内一家餐厅担
任经理已有 6 年。在他看来，凯兰巴新城
解决的不仅是居住问题：“新城在一片荒
漠上拔地而起，自开工建设起就创造了就
业机会，吸引更多人来这边发展，我们都
从中受益。”

百栋高楼，凝结着中安两国建设者的
智慧和汗水。参与新城建设的工程师齐军
团对记者回忆起，当地土质缺乏黏性，雨
水一泡就散，中方日夜研究，最终采用分
层回填等办法攻克难题。“一想到能学以
致用给当地带来实实在在的变化，就觉得
干劲十足，”他说。

安哥拉中资企业商会会长范军涛清
晰记得，习近平2010年考察这一项目时，

“首先走向基层员工代表，与大家一一握
手，非常亲切”。随后，习近平在座谈中，赞
扬当地中企员工“勇于在艰苦条件下打硬
仗、打胜仗”。范军涛说，大家听到后都备
受鼓舞，“心里一股劲头蹭蹭往上冒”“我
们要扎根一线好好干、干出成绩”。

2023 年，中国和安哥拉庆祝建交 40
周年。当前，中安关系发展势头良好，政治
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切实
惠及两国人民。中国连续多年成为安哥拉
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重要
投资来源国，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第二大
贸易伙伴。

安哥拉十一月传媒集团董事长德鲁
蒙德·马富塔说：“当安哥拉内战结束、百
废待兴时，是中国第一个向安哥拉伸出了
援手。这份友谊镌刻于安哥拉的历史。我
们要继续携手向前。”

“梦想成为优秀的技术人员”

15日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
署关于编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规划、经
贸、农业、绿色发展等领域多项双边合作
文件。

安哥拉韦南西奥·德莫拉外交学院学
者蒂亚戈·阿曼多密切关注着洛伦索总统
访华的消息。他认为，两国元首会谈成果

“直接回应安哥拉推动经济发展、增加产
业投资、加速农业现代化改革等重要关
切”。他说，洛伦索总统此行还将访问山东

省，“山东是中国一个制造业大
省，在农业领域也有先进技术和
丰富经验，这些都是安哥拉同中
方继续深化合作的机遇所在”。

山东省去年同安哥拉本戈
省签署友好合作协议，双方将在
农业、经贸、职业教育等方面加
强合作。

奥德工业园坐落于本戈省
丹德市，由总部位于山东的奥德
集团投资。自2019年投入使用以
来，园区内已有 6 个工业项目投
产运营，目前中方员工约200人，
本地员工约 1700 人。2021 年 6
月，洛伦索总统来园区参观时，

“点赞”园区为促进当地就业和
税收、推动安哥拉工业化进程和
经济多元化发展所作贡献。

工业园外联高级经理若昂·
保罗已在这里工作多年，“同中
国等国同事一起工作的经历，打
开了我的视野，让我明白一个道
理，只有加强对外交流合作，我
们国家的发展才更有希望”。

在距离丹德市约 60 公里的
首都罗安达，青岛佑兴集团法蒂
玛家具厂的车间内，“安全生产”
中葡双语标语格外醒目。机器轰
鸣声中，有人全神贯注地切割板
材，有人搬运物料，忙碌而有序。

“在这里，每个人都梦想成为
优秀的技术人员，靠自己的双手
获得体面生活。”30岁的家具厂人
事经理威尔逊·曼努埃尔告诉记
者，“产品的高品质和设计感，让
许多原本爱买进口货的消费者感
到惊艳，转而成了我们的顾客。”

如今，法蒂玛家具厂的橱柜、衣柜等
产品已占安哥拉国内市场四成，沙发品牌
占比也达四分之一。总经理朱炳丰说，家
具产业本地化加快，不仅提升了产品性价
比，让更多老百姓用得起更好的产品，也
带动当地供应商和加工企业成长起来。

安哥拉工业和贸易部长鲁伊·米根
斯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中国工业化
发展惠及民生，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安
哥拉希望借鉴中国工业化经验，期待更
多中企来安投资兴业，继续拓展两国互
惠合作空间。

“为非中未来储备更多青年活力”

安哥拉青年路易斯·埃里瓦尔多在上
学期间对通信技术兴趣浓厚，一次在华为
公司接受培训的机会，让他锁定了自己的
职业发展目标。经过 4 轮面试，他如愿以
偿进入华为安哥拉公司工作，6年来从职
场新人成长为技术总监。

2022年，安哥拉政府与华为签署“数
字人才”培养项目谅解备忘录，计划未来5
年内培训超过1万名安哥拉青年。

非洲发展急需人才，职业教育合作空
间广阔。2023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
习近平主席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共同主
持中非领导人对话会，就下阶段加强中非
务实合作、助力非洲一体化和现代化事业
提出3项举措，“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
正是其中之一。

2024年1月12日，在安哥拉中部万博
省万博市，中国援建的安哥拉职业技能培
训中心举行启用仪式。中心占地超过2万
平方米，设有机器人、机械加工、计算机、
测量和汽修等30个实验室和6个车间，第
一阶段计划每年培训2400人。

当天，洛伦索总统亲自为培训中心剪
彩。在参观时，他仔细询问项目建设和教
学规划。参观结束后，车队准备离开，洛伦
索总统再次下车，同中方人员握手致谢。

“这是一个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培训
中心，教师都在中国接受过培训。我们非
常感谢中国的帮助，更期待未来继续与
中国合作。”培训中心校长热拉尔多·潘
巴桑若说。

安哥拉就业和社会保障国务秘书佩
德罗·菲利佩说，近年来，职业培训和人才
培养成为安哥拉和中国合作的重点之一，

“双方合作卓有成效，这将为我们的未来
发展储备更多青年活力”。

中国和安哥拉合作基础好、规模大、
互补性强，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光明
前景。随着双边关系迈上新台阶，两国将
携手书写更多共话友谊、共同发展、共谋
振兴的故事新篇。

（新华社罗安达3月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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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随着气温升高，人们纷纷来到户外踏青游玩，乐享春日时光。图
为3月17日，人们在湖南省永州市双牌县泷泊镇枫木山村油菜花田赏花游
玩。 新华社发（蒋克青摄）

乐享春光

(上接1版）
“我开店，本来就不是纯粹为

了赚钱；再一个，随便涨价，我们
店里的生意还会有这么好吗？”林
生丽反驳老闺蜜。

“来我们店里吃饭的人，老顾
客居多。他们很需要一个像我们
凯阳餐馆一样花钱少、吃得饱、又
吃得放心的地方。如果我抛弃他
们，怎么对得起当初那些宁愿自
己啃红薯也要给我们知青吃米饭
的武冈老百姓？”林生丽说。

“超低价”背后的“超放心”

餐饮价格如此低廉，凯阳餐
馆的食材质量、新鲜程度、卫生水
平等有保障吗？每一位听到林生
丽故事的人，都会产生如此疑问。

“绝对放心啊，从1995年店子
开业以来，我一直就在这里吃早
餐，就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从没有
出 现 过 不 新 鲜 、不 卫 生 的 饭
菜。” 家住呙家园社区的赵贤理
老人是凯阳餐馆的“铁粉”之一，
他用“绝对”二字表达他对凯阳餐
馆食材的高度信任。

“凯阳餐馆开业29年以来，我
们从没接到过对餐馆食品质量问
题方面的投诉。”一位本身就是凯
阳餐馆常客的大祥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工作人员说。

“我家和林老板合作了将近
30年，我们已经亲如一家，但她还
是经常嘱咐我，一定要给凯阳餐
馆送最好的肉。”在南门口农贸市
场经营猪肉铺的老板李湘云说。

不仅对食材的要求“最好”
“最安全”，林生丽对店里的每一
件用具、用品的卫生要求，也是

“最严”“最放心”。
要在坚持使用优质食材和用

品的基础上保障餐馆长期运营，
林生丽在“控制”二字上花了不少
心血。

控制人力。凯阳餐馆至今仅
请了3人帮忙，林生丽自己身兼数
职——每天凌晨4时许起床准备

新一天开张工作，早餐期间既掌
勺又洗碗；上午 10 时许，早餐结
束，立即紧锣密鼓准备中午的自
助餐；13时30分许，又马不停蹄地
赶往菜市场，采购第二天的食材；
通常要到21时许，才算完成一天
的劳作。

控制欲望。林生丽夫妇退休
工资都不算高，唯一的儿子是一
家单位的临聘人员，儿媳没有工
作，孙子还只有9岁，家中正是用
钱的时候。但林生丽遏制住了自
己心底的欲望，宁愿每年为家庭
少赚钱，也要保持初心，还自己心
灵一片安宁。

控制浪费。在凯阳餐馆吧台
的正墙上，高高贴着两张通告，写
着：“文明用餐，呷饱为止，光盘行
动，谢谢合作”“注意营养，不暴
食；珍惜粮食，不浪费；残渣入盘，
不乱吐……”这些内容从 1995 年
店子开张即有，雄辩地证明林生
丽乃当时邵阳餐饮界“倡导光盘
行动第一人”，既节约了食物，也
让文明餐饮之风开始在邵阳大地
轻轻吹拂。

控制秩序。林生丽跟顾客“约
法三章”：第一、学生和高龄老人
优先；第二、不能浪费一次性纸巾
和一次性水杯；第三、点单和打饭
都要排队。这三个要求既温暖人
心，又有利于降低成本。

控制歇业。凯阳餐馆开张 29
年以来，除了因为疫情防控需要
配合政府歇业和每年正月初一至
初七春节歇业外，在林生丽儿子
徐志峰的记忆中，哪怕外公外婆
辞世，凯阳餐馆都没停业过一天，
或是请亲友帮忙，或是重金雇请
师傅支撑。

“凯阳餐馆”照亮邵阳

从凯阳餐馆诞生的第一天
起，朱汉珍、杨翠娥就一直跟着林
生丽打拼。当初两人还是刚结婚
的小媳妇，现在都已经成为奶奶、
外婆级别的人了。

“我们跟着林大姐学做事，也
跟着林大姐学做人。林大姐开店不
只为赚钱，直接间接帮助了许多
人。这是在做善事。我们跟着她，也
感到快乐和光荣。”朱汉珍说。

“2003 年非典疫情和 2020 年
至 2022 年新冠疫情，凯阳餐馆都
曾长期歇业。但林大姐硬是掏出
自己和老公的退休工资，坚持给
我们发工资。我们不铁心跟着她，
怎么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杨翠娥
回忆。

“下，不欠服务员工资；上，不
少供货商货款。”这是林生丽给自
己定下的一条经营“铁律”。

“我们每月给凯阳餐馆供应
几千斤粉、面、米、油，从不要担心
结账问题。每到月底，林老板就会
准时如数地给我们打款过来。”浩
天米业公司业务经理老张介绍。

南门口农贸市场肉铺老板李
湘云的儿子说：“在我父辈时代，
林阿姨是我们客户中支付货款最
硬扎的一个；到了我这一代，有了
手机微信支付，她更是每天一结，
从不含糊。”

林生丽诚实守信、关爱弱者
的言行，不仅影响了众多供货商，
还带动了许多热心市民纷纷加入
到这支民间爱心队伍中来。

2019 年以来，随着林生丽连
续获评“邵阳好人”“湖南好人”“中
国好人”“湖南省道德模范”等，凯
阳餐馆的名气在邵阳持续“走红”，
生意越来越好，餐馆人手越来越忙
不过来。周边邻居和志愿者看到这
种情况，纷纷赶来帮忙。“我利用平
时上班的时间差，每天上午6时至
9时来店里帮忙3个小时，帮助姑
姑把凯阳餐馆这面旗帜扛下去！”
林生丽的侄子说。

年轻居民成少林每次在凯阳
餐馆吃完早餐，都要留下来帮助
收拾碗筷、打扫卫生：“林阿姨的
精神让我深受感动。我平时帮不
上什么忙，顺便打打下手，表示对
她的支持和敬佩！”

新华社联合国 3月 15日电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戴兵15

日在联合国纪念打击伊斯兰恐惧
症国际日高级别会议上发言，强
调“言论自由”不应成为仇恨言论
的护身符，更不应成为政府不作
为的借口。

戴兵说，当前国际形势动荡
加剧，危机冲突此起彼伏，挑起宗
教仇恨、煽动种族主义的现象屡
屡发生，伊斯兰恐惧症以及其他
形式的歧视、排外心理不断加剧，
令人痛心。中方支持联合国在打
击伊斯兰恐惧症方面发挥积极作
用。应对和打击伊斯兰恐惧症，必

须标本兼治。
第一，中方敦促各国秉持“零

容忍”态度，采取具体行动打击针
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暴力行为，禁
止煽动基于宗教或信仰的仇恨，
杜绝有罪不罚现象。“言论自由”
不应成为仇恨言论的护身符，更
不应成为政府不作为的借口。第
二，中方主张加强不同文明、不同
宗教的对话交流，摒弃针对特定
文明、宗教的歧视和偏见，坚决反
对文明冲突、文明优越等错误和
片面论调，推动树立平等、互鉴、
对话、包容的文明观。政治人物和
媒体更要承担应有的法律、道德

和社会责任。第三，中方呼吁确保
人人享有发展的权利，铲除贫困、
边缘化和经济差距等滋生歧视和
不容忍的土壤，推动实现包容性
发展和公平发展。

戴兵说，中国提出的全球文
明倡议代表了世界不同文明、不
同民族、不同宗教和谐相处、共同
发展的方向，也是各国应对共同
挑战、开辟共同未来的基础和指
引。中方期待与包括伊斯兰国家
在内的各国一道，秉持开放包容，
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共建美好和
谐世界。

中方强调“言论自由”不应成为仇恨言论的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