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意政府内
“有许多声音强
烈支持加强与
中国的联系”

曾在中国居住多
年的杰拉奇能说一口
流利汉语，外媒称他是意大利加入“一
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推动者，是“意大
利加强对华关系的建筑师”。在社交媒
体上，杰拉奇一直明确表示支持“一带
一路”，并试图说服那些心存疑虑的企
业家与民众。“这份备忘录对所有希望
增加出口的意大利公司来说都是一个好
机会……能够将我们的国家从昏昏欲睡
中唤醒。”杰拉奇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
文说。

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非
只靠杰拉奇一名高级官员推动。不少分
析认为，去年 6 月上台的新政府比其前
任们更清楚与中国加强联系的重要性。
一位不具名的意大利政治学者对 《环球
时报》 记者表示：“去年此时，我无法
预料到意大利会如此积极地拥抱‘一带
一路’，但这就是本届政府的决定。我
想这是意大利希望重回世界中心的一次
努力。”

去年 9 月，当时首次访华的意大利
副总理迪马约在北京接受 《环球时报》
等媒体采访时就强调意大利加入“一带
一路”的决心。去年 10 月，意大利政
府专门成立跨部门机构“中国任务小
组”，旨在加强意中两国在贸易、金
融、投资等领域以及在第三国的合作，
这一小组的负责人正是杰拉奇。

“我们听到意大利政府内部有许多
声音强烈支持加强与中国的联系，尽管
必须承认的是，在议会和社会舆论中存
在杂音。”意大利国际政治研究所亚洲
研究中心联席主任阿莱西亚·阿米吉尼
对 《环球时报》 记者表示，“但没有人
能否认意大利和中国之间更强大、更深
厚的关系是双方都需要的。”

“‘一带一路’对意大利非常重
要。”杰拉奇对 《环球时报》 记者表
示，“我们希望这份备忘录可以带来更
多贸易与投资活动。”

意港口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从罗马奇维塔韦基亚港出发，豪

华邮轮“地中海神曲”号缓缓驶入位
于西西里岛西北角的巴勒莫港。邮轮
甫一停稳，三三两两的游客下船开始
四处游览。作为西西里岛首府，巴勒
莫经常迎来中国游客，然而他们想要
的不止这些——巴勒莫港希望迎来更
多来自中国的货轮与集装箱。

然而现实与希望之间存在差距，
2018 年，巴勒莫的集装箱吞吐量仅为
1.4 万标准箱，约为上海港的 1/4000。

“我们的地理位置很好，处在地中海中
心。”西西里人安德里亚对 《环球时
报》 记者说，“但我们的港口已经很旧
了，它们相比那些自动化港口缺乏竞
争力，而政府没钱去改变这一现状。”

老旧的基础设施与政府有限的财
政预算之间的矛盾已成为制约意大利
发展的因素之一。罗马地铁 A 线是该
市的第二条地铁线路，于 1980 年正式
开通。当 《环球时报》 记者走进 A 线
的一座车站时，最直观的感受是狭
窄、破旧、灯光昏暗，甚至地铁轨道
上还铺着和铁路一样的道砟。相比几
乎是同一时期对公众运营、不断更新
设施的北京地铁 1 号线，罗马地铁 A
线在硬件上已经落后了不少。

意大利政府此前已看到基础设施

建设方面的问题，一度计划拿出 1000
亿欧元的基建发展拨款，但由于政府
更迭与财政吃紧，大量基础设施至今
没有得到维护与更新。

“‘一带一路’为意港口发展带
来新机遇。”意大利港口协会主席、
的里雅斯特港港务局长泽诺·达戈斯
蒂诺对 《环球时报》 记者说，“地中
海是意大利振兴经济的重要依托，大
力挖掘海洋经济潜力是我们未来发展
的必由之路。意大利要抓住机遇，同

‘一带一路’更好地进行对接。”
中意两国在港口领域的合作已有

良好范例。靠近意大利重镇都灵和米
兰的瓦多港 2016年与中国中远海运港
口有限公司达成股权合作协议，后者
正在这里建设集装箱码头，它将成为
意大利第一个自动化集装箱码头，也
将是该国近 30 年来首个新建的码头。
瓦多码头控股公司经理布鲁诺对记者
介绍：“工程进度已经完成近 80%，
预计首个泊位将于今年底投入运营。
建成后，新码头将拥有约 700 米长的
海岸线，年吞吐能力 86 万个标准箱，
可停靠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船舶。”

同样位于地中海北岸的希腊比雷
埃夫斯港的发展让意大利港口看到了
自己的未来。中企 2016年入股后，比
港的全球排名不断提升。“与比港相
比，意大利港口容量较小，吃水更

浅，容纳大型以及
超大型集装箱船的
难度较大。”意大利
国际政治研究所基
础设施研究中心学
者亚历山大·吉利对

《环 球 时 报》 记 者
说，“不过意大利港

口更接近欧洲心脏。”如果来自中国的
货轮穿越苏伊士运河后在的里雅斯特
港卸下货物，可比前往德国汉堡节约 4
至 5天时间。正如意大利前总理真蒂洛
尼此前谈到“一带一路”时所言，“中
国近了”。

越来越多意学生赴华上大学
“中国在哪个洲？”“亚洲！”“意大

利在哪个洲？”“欧洲！”在罗马国立住
读学校高中一年级的课堂上，来自中
国的老师正给 20名学生上中文地理课。

这所学校近日在中国网络上成为
“意大利名校”，因为该校 8名学生收到
来 自 中 国 国 家 主 席 习 近 平 的 回 信 。
2009年起，罗马国立住读学校开设 5年
制汉语国际理科高中，目前总共约 200
名学生将汉语作为第一外语，教学时
长甚至超过意大利语和英语。

在这里任教近 7年的中国教师陈晨
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该校越来越
多的毕业生前往中国攻读本科学位，
而不是像过去一样选择欧美的传统名
校。“走进中国为他们打开通往世界的
新大门。”陈晨说，“中国对他们的意
义不仅在于能认识它的语言和文化，
还能为他们的未来创造更多机会。”

了解中国，就能更好地理解“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 交 流 、 合 作 与 机
遇。”正在上海学习的意大利留学生纳
迪亚·内拉提对 《环球时报》 记者这样
概括她眼中的“一带一路”。她认为，
加入这一倡议有助于意大利中小企业
加速国际化。

“过去，前往中国考察市场、开
展业务是一桩大事，只有实力雄厚的
意大利公司才有这样的计划。”一名意
大利企业家告诉 《环球时报》 记者，

“而现在，意大利企业都想去中国看一
看，因为那里有我们需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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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高校为何频繁卷入“藏独”“疆独”事件
本报驻加拿大特派记者本报驻加拿大特派记者 吴吴 云云

北美地区一直是“藏独”“疆
独”等“独派”活动的“大

本营”。最近一段时间，加拿大高
校频繁发生与“藏独”“疆独”有
关的争议事件，引发外界关注：2月 11
日，一场抹黑中国新疆政策的报告会在
麦克马斯特大学举行；此前数日，多伦
多大学士嘉堡校区选出“藏独”学生会
主席；去年11月，多伦多大学为达赖集
团上层人士提供宣介平台。加拿大校园
缘何频繁卷入此类事件？

谈“藏独”当上学生会主席
风波——“她利用了同胞情怀”

说起加拿大藏人学生齐美拉姆当上
多伦多大学士嘉堡校区学生会主席一
事，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的几名
中国留学生仍然很愤怒。John是该校大
一学生，鉴于目前的中加关系，他表示
不愿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2月8日得知
学生会主席选举结果后，气愤的 John在
网上发表“多伦多大学中国学生的态
度”一文，号召中国留学生抗议并“弹
劾”这个所谓的学生会主席。“‘藏独’
分子如此嚣张让我很不爽，他们一方面
在学校积极拉中国留学生的选票，另一
方面大搞‘藏独’活动，在社交媒体上
发表各种分裂言论，根本不把中国留学
生当回事。”John说。

该校统计系学生智博对 《环球时
报》记者说，多大士嘉堡校区的华人学
生、中国留学生很多，齐美拉姆利用其
藏民身份，赢得了一些中国留学生的选
票。然而，这部分人投票时并不知道她

是支持“藏独”的，“她利用了我们的同
胞情怀，但她并不真拿我们当同胞看”。
智博说：“‘藏独’分子没有做出任何有
利于藏民的事情，只是在挑拨和煽动。”

2月 11日在麦克马斯特大学举行的
一场“疆独”演讲同样激起中国留学生
的愤怒情绪。主讲人托度希自称是“维
吾尔穆斯林种族清洗”的“幸存者”。麦
大中文新闻网总编辑李琦 （2013-2017
年在该校就读）告诉《环球时报》，中国
留学生得知这次活动后，立即建立微信
群，组织现场抗议活动。中国学生纷纷
在朋友圈发文，表示“不允许任何人做
出有损于我们民族、国家尊严的事情”。

接受记者采访的中国留学生都表
示，绝大多数中国学生对“藏独”“疆
独”非常反感，“多大学生会选举事情一
出，几分钟之内就在微信里传遍了，就
连那些几个月都不太发朋友圈的人都立
刻转发相关反对表态”。John说，中国学
生出国后会更加爱国，“国外不过如此，
存在诸多问题”。

带有偏见的“言论自由”
加拿大高校何以频繁发生涉“独

派”的事件？首先是因为包括加拿大在
内的多数西方国家大学提倡“言论自
由”“结社自由”，而这种理念往往被各
种势力利用。一名在加拿大学习多年的
硕士生告诉《环球时报》记者，加拿大

高校的学生社团注册是开放的，有任何
政治背景的团体均可注册。以多伦多大
学为例，其三个校区都有所谓的“自由
西藏学生运动”组织。“这些组织的主张
或活动未必是获得校方支持的，但学校
一般不会阻止成立这样的团体，也不会
取消其活动。”这名硕士生说。

这些团体之所以能在加拿大校园活
动，也有当地舆论环境的因素。John告
诉《环球时报》记者，“独派”活动迎合
西方国家对中国的一些偏见，部分媒体
也会偏向于他们。“例如我发表‘多伦多
大学中国学生的态度’一文后，加拿大
广播公司希望采访我，然而他们的问题
设置本身就带有一定倾向性，于是最终
我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这种舆论环境
也会对学校产生一定影响。”

智博表示，西方国家很难客观看待
中国，他们的媒体喜欢大肆炒作中国所
谓的人权问题。学校也会安抚中国留学
生情绪，但往往就是简单做一个表态，
什么实质性动作都没有。“学校虽然倡导
言论自由，但我感觉，他们更愿意让那
些‘独派’势力说话，不太想放大反对
他们的人的声音。”John说。

“独派”搞活动，“谁会理他们”
尽管加拿大校园时常闹出关于“藏

独”“疆独”事件，但接受《环球时报》
记者采访的中国学生表示，这些“独
派”活动规模通常不会很大，最多就是
举办报告会，通过社交媒体宣传一下他
们的活动，或者是通过摆摊、发传单等
寻求扩大声势。John说，“藏独”组织的
活动是不定期的，并且在学校里没有多
大的影响力，“谁会理他们”。

智博说，他在多大士嘉堡校区已经
学习 5年，以前并没有看到学校里有什
么“藏独”活动，甚至藏人学生都很
少。“而此次学生会主席风波虽然有可能
壮大‘藏独’声势，但这不会带来什么
实质性变化。”智博说，这名所谓的学生
会主席无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别人，
也难以让其职务服务于她的“藏独”观
点，“如果她这样做，我们就有理由向校
方举报她”。John表示，该校区有上万名
学生，参与学生会选举投票的就2000多
人，齐美拉姆只获得 800 多票就当选
了，可见投票率之低。

李琦对记者介绍，“疆独”势力的影
响力也非常有限，比如这次麦大的演讲
活动，相关社团又是在社交媒体上做宣
传，又是在学校各处发传单，然而最终
实际参加人数只有60多人。▲

当地时间 23 日，中国与意大利签署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
路”建设的谅解备忘录。意大利成为首个加入“一带一路”倡
议的七国集团 （G7） 成员国，这引发欧美舆论的复杂议论。意
大利人如何看“一带一路”？“我认为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中
国这一倡议带来的益处，尽管这需要一点一滴地积累。”意大
利经济发展部副部长迈克·杰拉奇近日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
访时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