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2018年5月2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王志浩 廉卫东

□ 本报记者 张春晓 刘一颖

5月28日，上合青岛峰会召开前夕，上合组织国家职工
技能交流营的32名代表抵达济南。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们将
走进山东的企业、院校，围绕职工技能培训、工匠精神培
育等进行经验交流。

近年来，在“上海精神”和“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开
放自信的山东敞开怀抱，实施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举措，强
化上合“大家庭”意识，密切与上合组织国家合作，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建设，全方位增进经贸人文交流，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共建美好家园之路上，不断谱写新篇章。

深化全方位对外开放

更多上合国家人才来鲁创新创业

山东与上合组织国家在经贸上有很大互补性，深化全
方位对外开放，铺就一条开放融通、互利共赢的“康庄大
道”，是各方的共同期盼。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近年来我省积极对接国际开
放大局，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推动与上合组织国
家合作，经贸合作稳步推进。今年一季度，对上合组织国

家贸易进口达140 . 5亿元。“随着上合组织合作机制的不断巩
固，山东与上合国家贸易合作潜力可期，在设施联通、贸
易畅通等方面蕴藏着很大空间。”省商务厅亚洲处副处长
石启东表示。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省特别是青岛市积极对接国家
需要，着力谋划和推进国际开放大通道建设，规划在青岛
欧亚经贸合作产业园，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作
示范区，把山东(青岛)作为上合组织有关国家及中亚地区
面向亚太市场的“出海口”，也为日韩等亚太国家商品进
入中亚地区、辐射中东欧和西欧地区提供桥头堡，培育形
成“一带一路”地方经贸合作的国际贸易物流大通道。

“开放的山东，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上合国家高层次人
才来创业、留学，他们有的帮助聘请单位解决科研攻关，
助推创新发展；有的投身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培养急需
紧缺人才；有的积极牵线搭桥，促进国家间合作交流，在
我省经济文化强省建设中发挥了积极作用。”省外专局局
长张祝秀说。

省外专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每年有4万人次
外国人才来鲁创新创业。其中，从上合组织国家来我省工作
的各类人才2000多人次，有3名专家入选国家“千人计划”外
专项目，1名专家获得中国政府“友谊奖”，4名专家获得省政
府“齐鲁友谊奖”，22名专家入选我省首批“外专双百计划”，

占专家总数的23%。专家所研究的领域，涉及机械电子、生物
医药和现代农业等。

“在山东工作4年，我确信俄罗斯与山东科学院之间的
合作模式是有生命力的。相信我们的合作能够在高新技术
领域开展更多合作项目，推动两国人民相互信任、相互合
作。”俄罗斯科学院资深专家安纳多利·马尔采夫说。

弘扬“上海精神”

绽放相亲相爱友谊之花

“上海精神”是上合组织赖以生存发展的根基。秉持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的“上海精神”，上合组织走过了17年的光辉历程。17年
来，“上海精神”既是上合组织的核心理念，也成为国际
关系宝贵的精神财富。

国相通，民相亲。拉紧人文纽带、促进心灵相通，山
东与上合组织国家不断加强友好往来：今年4月，来自乌
兹别克斯坦的5名学员，参加了由山东外贸职业学院承办
的2018年发展中国家纺织服装产业规划研修班学习；俄罗
斯青年代表团来鲁参访交流，体验山东博大精深的传统文
化魅力，感受山东经济社会发展的巨大成就；在山东大

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等高校，来自上合国家的留学
生越来越多……

“我喜欢青岛，喜欢这里的海，喜欢这里的人，还有
这里日新月异的变化。”就读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的
阿泰来自哈萨克斯坦，他希望自己能定居在这个文明美丽
的滨海城市。

对这些异国的朋友，山东充分展现出“大家庭”的温
暖。2011年起，我省积极推动在鲁就业的外国人参加社会
保险，只要符合规定条件，外国人可与山东人享受同等的
社会保险待遇。入社保、评职称、签证便利化……“大家
庭”的温暖，让在鲁外籍人士由衷点赞：

——— “加入山东的社会保险，让我更有归属感。”
——— “山东的职称评审政策越来越灵活开放，我是北

美电子与电气工程师协会会员，在山东我能一步到位申报
高级工程师。”

“外国人才签证确认函让我们可以更方便快捷地办理
签证，节约办证时间。”

……
有爱，有情，有故事。齐鲁大地上，不断演绎着这样动人

的篇章。记者问了很多来自上合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外国友人：在山东的感受是什么？他们用不同语言说出的
一句“我在山东挺好的”，或许就是对山东最好的褒奖。

开放的山东，温暖的“大家庭”
越来越多上合组织国家高层次人才来鲁留学创业

□ 本报记者 赵君

“山东经济发展迅速，文化令人向往，环境优美、安全，对我们在山
东的外国人来说，就像另外一个家。”苏瑞士·巴布是印度计算机领域
研发管理专家，在印度国内享有一定知名度。2011年11月，他来到山东，
就职于临沂市拓普网络股份有限公司，任公司副总经理，负责新技术
引进和新产品研发。

7年来，苏瑞士·巴布将自己掌握的国际先进物联网、云计算、大数
据技术进行成果转化，带动公司研发了“教育云”“社区云”等云平台项
目，培养了一批中方技术专家。他还积极筹建和完善公司国际研发部，
提升公司整体技术研发水平，充分发挥“桥梁”作用，帮助公司与印度
企业加深合作，推动公司国际化进程。鉴于巴布所作的突出贡献，他被
授予“山东省人民友好使者”“临沂市荣誉市民”称号。

“去年，我有幸参加了在上海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加深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的互联互通，不仅大大促进了中国经济发展，更带动了沿线国家发
展。”巴布说，“上海合作组织是人口最多、地域最广、潜力巨大的综合
性区域组织，去年印度加入上合组织。今年6月，上合组织峰会将在美丽
的海滨城市青岛举办，我祝福青岛峰会圆满成功。”

印度计算机专家苏瑞士·巴布：

“山东就像另外一个家”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为成员国及周边国家的地区稳定、经
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作为一名哈萨克斯坦公民，祖国能够积极参
与、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建设发展，我感到自豪。”

山东科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哈萨克斯坦籍员工安特，是一名海外
客户接待工程师。哈萨克斯坦是山东科瑞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走出国门
的第一站。安特告诉记者，2004年，科瑞在阿拉木图设立了第一家海外
分公司。“随着集团业务的开展，我们当地许多人都知道了科瑞集团，
也领略了山东人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实力。”正是被实力雄厚的山东
企业和朴实认真的山东人所吸引，2009年，安特来到山东。

在安特眼中，山东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充满勃勃生机的地方。
“齐鲁文化历史悠久，让我从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山东孕育
的儒家思想对中国发展进程影响深远。通过学习儒家文化，我对道德
伦理观念也有了新的认识。山东朋友很友好很善良，无论是工作还是
生活，对我帮助很大。用山东话说，山东人特别仗义！”

2018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即将在青岛举行，安特充满期待，“我相
信，此次峰会对于哈中两国以及其他成员国来说，都是一次共商共赢
的大好机遇，也祝愿科瑞能借助青岛峰会的东风，取得更大的发展”。

山东科瑞集团哈萨克斯坦籍员工安特：

“山东人特别仗义！”

□ 本报记者 张蓓

“我非常喜欢山东，这里的人非常热情，我在这里生活得非常舒
适。”Artur连用三个“非常”表达自己对山东的感情。这是一名来自吉尔
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男孩，1998年出生的他，2016年10月来到中国，
目前在潍坊职业学院国际教育学院学习汉语言，中文名字叫安伟雄。

“我奶奶的爸爸是中国人，春节、元宵节、中秋节这些中国节日我
们家都会过。”安伟雄介绍起自己的身世。安伟雄从小就喜欢追着奶奶
听关于中国的小故事。上小学后，爸爸的公司与中国开始贸易往来，每
年有一半时间在中国出差，爸爸就成了那个讲故事的人。

第一次近距离感受中国文化，是在孔子学院，安伟雄说，比什凯克
有两个孔子学院。在这里，安伟雄了解到了孔子故事、儒学故事，知道
了孔子的故乡在中国，在山东。

来中国留学，第一个地方他便想到了山东。
“来山东一年半了，我爱这里！”如今，安伟雄

的普通话已经非常流利，还有了自己的微信朋
友圈，并且习惯了手机扫码支付、饿了吗外
卖、共享单车、滴滴打车……他觉得自己越
来越像个“山东人”了。

休假时间，安伟雄喜欢和朋友一起
外出。去过济南、淄博、潍坊的他，如今
对青岛异常向往。“听说上合峰会马
上就要在青岛开了，今年我一定要
去这个城市看看。”安伟雄说。

吉尔吉斯斯坦留学生安伟雄：

出国留学首先想到山东

□ 本报记者 张依盟

5月下旬，在“一带一路”国际医学教育联盟(BRIMEA)成立大会上，
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博士生穆罕默德·沙巴兹发表了有关建设“健康走
廊”的主张和看法，并被相关机构采纳。

穆罕默德来自巴基斯坦，在山东留学十余年，现在从事微创手术研
究，在齐鲁医院坐诊。他曾多次代表山东大学参加国际性医学会议，同时
也是IECO（国际教育慈善组织）的联合创始人。

“我的医学之旅是从山东开始的。”2006年2月12日，初抵济南的那个
元宵节夜晚，穆罕默德至今记忆犹新：“在中国，我去过很多大城市，只有
回到济南，才能感受到家的感觉。”

穆罕默德说，每当他坐出租车、去购物、在齐鲁医院坐诊说中文时，
总会有人问他“你从哪里来”，而当他告诉对方“我是巴基斯坦人”时，人
们总会微笑，并回答“哦！兄弟！”。“在巴基斯坦有这样一句话，‘巴基斯坦
和中国的友谊比山更高，比海洋更深，比蜂蜜更甜’。”穆罕默德说，对此
他感触越来越深。

2018年的春节，穆罕默德与朋友在青岛度过，他在微信朋友圈“晒”
了一张与胶州湾跨海大桥的合影，美丽的岛城给穆罕默德留下了深刻的
印象。“我很期待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的举行，希望各成员国更紧密携手，
在能源、交通、卫生、教育、经济等方面实现更多的合作。”穆罕默德说。

巴基斯坦留学生穆罕默德·沙巴兹：

医学之旅从山东开始

□ 本报记者 赵君

“在山东工作4年，我们确信俄罗斯与山东省科学院之间的合作模式
是正确的。相信中俄合力，能够在高新技术领域开展更多国际合作项
目。”俄罗斯科学院资深专家安纳多利·马尔采夫，是电子逃逸等离子体
技术发明人。同时，他还是一名成功的企业家，在俄罗斯和西班牙先后创
建和管理激光技术与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电动技术与系统有限责任公
司、马尔科姆有限责任公司等6家高科技企业。

“10年前，我作为托木斯克地区代表团的专家和商人，第一次来到山
东。”安纳多利·马尔采夫说，那次山东之行，使他对中国和山东的改革发
展印象深刻，希望把俄罗斯技术推广到中国，与中国同行一起合作。

2014年6月，安纳多利·马尔采夫来到山东工作，在省科学院激光研
究所主持建设了“中俄等离子技术联合实验室”，并担任实验室主任和团
队学术带头人。

6月，上合组织峰会将在青岛举行，安纳多利·马尔采夫说，他对此充
满期待。期待能务实开展一系列工作，为中国、俄罗斯以及其他上合组织
成员国的人民谋取福利。

“非常希望为中国、俄罗斯、上合组织其他成员国的高新技术深入合
作多作贡献，使越来越多的人通过高新技术提高生活质量。”安纳多利·
马尔采夫说。

俄罗斯科学院资深专家安纳多利·马尔采夫：

为高新技术合作多作贡献

□ 本报记者 刘一颖

“感谢中国为我们提供了来这里交流学习的机会！通过不断地学
习，我们对齐鲁文化有了基本的认识，对两国经济文化交流也有更加全
面的了解。”2016年，经过推荐选拔，来自塔吉克斯坦的莎哈中获得中国

“国家开发银行奖学金”，入读山东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莎哈中是塔吉克斯坦央行的一名员工。在山东学习生活，莎哈中十

分快乐，“在这里，我学习中国文化，结交好多朋友，还去了不少美丽的
地方”。综合汉语、当代中国、专题讲座、太极拳……一周下来，莎哈中要
上20多节课。“在塔吉克斯坦，我学的汉语很少，所以这里的课程学起来

还是有点儿难，但老师们都很有耐心，愿意一点一点地教我们。”
莎哈中告诉记者：“我们常常会和同事、亲人谈起‘一带
一路’倡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因为，这对促进我们国家发

展很重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的领导人一起探讨
重大事宜，进一步加强政治互信，深化安全、经济、

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巩固地区安全稳定、推动
地区和谐发展等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

“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即将举行，
作为一名生活在山东的塔吉克斯坦人，
我觉得很开心。祝愿青岛峰会顺利召
开，期待成员国元首们达成新的共识，
为我们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一起努
力！”莎哈中说。

塔吉克斯坦留学生莎哈中：

为更美好的生活一起努力

□ 本报记者 肖芳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安格连市的大卫（英文名Davlat Makhmadiyarov）今年
25岁，是中国海洋大学的语言进修生，2016年10月来到山东。

大卫说，初到中国时，他首先被无处不在的二维码搞糊涂了。“无论是在超
市还是出租车，大家结账的时候都会拿出手机扫一扫。”他向汉语老师请教后，
才知道这是移动支付，中国的“新四大发明”之一。如今，大卫已经可以熟练地
使用支付宝或微信钱包。

时至今日，大卫已经在山东学习和生活了快两年。面对前来采访的记者，

他认真地说：“我在山东过得很开心，一点儿都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乌兹别克斯坦曾是中国古丝绸之路的必经地，现在既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还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双方的经济贸易、文化往来一定会越来
越密切。”大卫说。

如今，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到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兴业，与此同时，越来
越多像大卫一样的乌兹别克斯坦人来到中国，或读书或工作。今年，青岛市
政府还专门为来华留学生提供了奖学金。大卫说，接下来，他将继续在中国
学习，目标是拿到国际贸易方向的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准备和家人、朋友一
起在乌中两国之间“做点生意”，为双方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贡献力量。

乌兹别克斯坦留学生大卫：

“在青岛我不觉得自己是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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