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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暨交流周会议
致力在全球各国推动学习中文

中新网北京12月
24日电 以“语言为
媒 特色发展 深化友
城合作”为主题的首
届友好城市语言文化
交流合作论坛22日在
线举办，标志着从12
月8日开始的2022年
国际中文教育大会暨
交流周会议活动圆满
落幕。

语合中心副主任
胡志平出席论坛并致
辞。来自赞比亚、意
大利、法国、瑞典和
中国的有关友好城市
的市长、官员及相关
教育文化机构和企业
代表、专家等在线参
会。

胡志平在致辞中
表示，国之交在于民
相亲。城市是现代社
会人们生活、学习和
工作最理想的场所，
也成为各国政治经济

生活中最具活力的单
元 和 对 外 交 往 的 中
心。不同国家的城市
之间通过建立友好姊
妹城市关系，密切经
济文化交流合作，便
利市民之间的自由往
来，无疑对增进两国
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
和友好感情极具推动
力。语言是人们相互
交流的桥梁，也是彼
此沟通的润滑剂。如
有更多的市民能够掌
握对方的语言，就一
定会使双方的交流更
加顺畅、更加深入。
友城之间良好的合作
平台，为相互之间的
语言文化交流提供了
更多的条件和机会。

他介绍了语合中
心致力于为世界各国
民众学习中文、了解
中国提供优质服务、
搭建合作平台的使命

和成功开展的多方面
活动，表示欢迎中外
城市积极参与语合中
心各类国际中文教育
品牌项目合作，并愿
意支持友好城市结合
自 身 特 色 ， 设 计 和
推广“中文+城市特
色”项目，不断助力
中外友城交流取得新
发展。

在 主 旨 报 告 环
节，清华大学国家形
象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范红教授作了“语言
文化传播与城市品牌
形 象 打 造 ” 主 旨 演
讲。中文联盟主席王
锦红介绍了国际中文
教育新发展和网络中
文课堂、中文学习测
试中心等新项目、新
成果。

在论坛嘉宾发言
环节，多位友城代表
分享了开展中文教学
的成功范例和正在实
施的计划。赞比亚卢
萨卡市长奇兰多·奇
坦加拉分享了卢萨卡
市 与 中 国 山 东 德 州
市、江苏南京市通过
语 言 文 化 交 流 加 深
友 好 城 市 互 动 的 经
验。意大利威尼斯前
副 市 长 劳 拉 · 芬 卡
托指出，学习语言是
了解一个国家的最好
方法，现在越来越多
意大利人开始选择学
习中文。她表示，很
高兴看到中文教学促
进了威尼斯和苏州之
间开展的友好城市互
动，让两城市民及年
轻人有更多直接接触

和交流的机会。
上海市虹口区副

区长陈帅介绍了虹口
北外滩中央核心区建
设情况，希望与中外
各 界 朋 友 一 起 共 享
北外滩发展机遇，打
造“世界会客厅”，
欢迎语合中心“HSK
中文学习测试中心”
落户“世界会客厅”
，为在沪各国朋友学
习中文提供便利。甘
肃兰州市委常委、副
市长白喜林介绍了金
城兰州“新时代西部
开放之都”建设的定
位，希望通过语言文
化合作加强兰州同世
界各国、各地区的交
流合作。黑龙江哈尔
滨市委常委、副市长
蒋传海指出，哈尔滨
正在全力打造向北开
放之都、冰雪文化之
都等“七大都市”，
希望在语合中心的支
持和指导下，提升哈
尔滨城市国际形象、
讲好中国故事哈尔滨
篇章。陕西省安康市
委常委、副市长柴丽
表示，安康寓意“万
年丰乐、安宁康泰”
，希望能通过与语合
中心的合作，助力安
康城市品牌国际化发
展。贵州省贵阳市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戴建
伟围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阳明文化”，
就开展“中文+特色
城市”项目提出了方
案和建议。

在 自 由 交 流 环
节，北京市教育国际

交流协会会长黄侃认
为，“中文+城市”
可以更好地凸显城市
特色，他着重介绍了
北京的“双奥”城市
和中轴线文化这两张
独 具 特 色 的 城 市 名
片。瑞典斯德哥尔摩
瑞中交流协会会长王
梅从开拓瑞典国际中
文教育新格局的角度
出发，介绍了斯德哥
尔摩中文教学现状及
发展规划。新加坡国
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
策学院副教授顾清扬
提出，国际中文教育
应“沉下去”与企业
相结合，与城市相结
合，提供更贴心的服
务。赞比亚中国友好
协会秘书长姆泰萨介
绍了中赞悠久的友好
交往历史，强调语言
学习与文化交流对促
进两国合作的积极作
用。

与会代表认为，
本届友好城市语言文
化交流合作论坛以全
球化为背景，以国际
中 文 教 育 合 作 为 载
体，为进一步深化友
好城市的伙伴关系开
阔了视野，拓宽了新
的合作渠道和领域。
大家希望以此论坛为
契机，打造与中外地
方政府长期合作的特
色交流新机制，发挥
城 市 特 色 优 势 ， 凝
聚“中文＋”更多资
源和力量，为国际中
文教育高质量发展、
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力量。(完)

首届友好城市语言文化交流合作论坛
现场。　语合中心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