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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省委、省政府近日印发
《山东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提出要
构筑山东半岛沿岸两条海洋经济带。

根据《方案》，山东海洋强省建设
“十大行动”主要包括，海洋科技创新行
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世界一流
港口建设行动、海洋新兴产业壮大行
动、海洋传统产业升级行动、智慧海洋
突破行动、军民深度融合行动、海洋文
化振兴行动、海洋开放合作行动和海洋
治理能力提升行动。

《方案》指出，构筑山东半岛沿岸两

条海洋经济带。泛胶州湾黄海经济带，
以胶州湾为核心区域，以青岛港、日照
港、威海港为支撑，沿山东半岛南岸形
成覆盖青岛、威海、日照3市及烟台市的
海阳、莱阳2个县级市所属陆域与海域，
面向黄海的海洋经济带，重点布局海洋
新兴产业、重大海洋科技创新平台，加
强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打造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海洋高端产业集聚区、重大海洋
科技创新基地和世界著名的黄金海岸。
泛莱州湾渤海经济带，以莱州湾为核心
区域，以烟台港、渤海湾港为支撑，沿山

东半岛北岸形成覆盖烟台、潍坊、东营、
滨州4市陆域与海域，面向渤海的海洋
经济带，重点布局海洋生态渔业、海洋
高端装备制造、海洋矿产资源开发、海
洋新能源、高端海洋化工等产业，打造
环渤海南翼先进制造业中心、面向东北
亚对外开放合作高地和全国重要的海
洋生态文明示范区。

加强省部、省院共建,加快山东大
学青岛校区、中国海洋大学西海岸校
区、中国科学院大学海洋学院、哈尔滨
工程大学青岛校区等海洋类院校新校

区建设。
《方案》指出，山东将成立海洋港口

发展委员会，适时组建山东港口投资控
股集团。到2022年,海水淡化能力达到
100万吨/日以上,海水直接利用量达到
200亿吨/年，基本实现淡化海水和海水
冷却在沿海电力、化工、冶金等高用水
行业普遍应用。到2022年，山东将实现
海洋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以上，占地
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23%左右。力争
到2035年，基本建成海洋强省。

据山东新闻联播等

我我省省将将打打造造两两条条海海洋洋经经济济带带
海洋强省建设行动方案公布，将建山东港口集团

本报特派记者 李师胜 高寒
发自圣彼得堡

汉语进课堂成了学分课

六年前，张蕈丽来到孔子课堂，
从一个对外汉语的研究生，快速成长
为一名优秀的老师，再成为本校注册
学员超1300名的孔子课堂的副校长。
六年来，孔子课堂也成为圣彼得堡教
育局官方指定的教育机构，已经打入
三所中学课堂，汉语成了学生的学分
课。

张蕈丽是潍坊青州人，一头齐耳
短发。本科学俄语，六年前从山大对
外汉语研究生毕业后，作为国家汉办
的公派教师，来到圣彼得堡孔子课
堂。“在语言教学方面，我们也会经历
很多阶段。”这是张蕈丽这几年教学
的最大感受。

从青岛来到圣彼得堡独立孔子
课堂，已工作一年多的纪凯丽说，适
应的过程尴尬丛生。当地的学生喜欢
给老师“挑刺”。“比如，我用错了一个
俄语语法，学生就在下面窃窃私语。
所以，我告诉他们，老师要是错了你
们就纠正，不要在下面搞小动作。结
果一发不可收拾，孩子变得非常踊
跃。”纪凯丽说，直接指认错误，老师
和学生在改正中进步。

中国老师积极推介祖国

张蕈丽、纪凯丽等20多位孔子课
堂中文教师，除了教授语言之外，还
担负着消除认识误区的职责。“这要
求老师对中国有全面的了解，而且是
作为第三方，跳出自己的思维方式，
以一个外国人的眼光看中国。”张蕈
丽介绍。

不过，只要到过中国的学生，就
会对中国文化多一分理解。比如，有
一个高级班的学生学了多年汉语，而
且还到中国旅游过。在谈到饮食文化

时，这个学生说，“我特别喜欢吃中国
菜，但俄罗斯有很多人觉得奇怪，这
是因为他们没有吃过。”

学生也喜欢看中国的影视作品，
有趣的是不少成年人也喜欢看《熊出
没》。纪凯丽还给学生推荐了《大圣归
来》和《大护法》等电影，他们很喜欢。
老师会着意推荐一些展示中国现状
的动漫，介绍新四大发明等。

汉语难学印象正在改变

教授汉语的机构，三年前在圣彼
得堡只有两三家，现在有上百家，仅
在孔子课堂周围就有三四十家。

汉语被列入俄罗斯奥林匹克竞
赛、2020年进入俄罗斯高考，找工作
会汉语工资立刻翻番。张蕈丽介绍，
俄罗斯正在经历汉语热。“汉语热在
全世界都是一个大趋势，不仅是在俄
罗斯。”孔子课堂的韩丹星院长介绍，
这背后是中国强起来的大背景。

韩丹星今年68岁，其外祖父是中
国人，早年参加苏联红军并参与了十
月革命，之后在圣彼得堡娶了俄罗斯
妻子，也就是韩丹星的外祖母。韩丹
星生在中国长在中国，30多岁时来到
圣彼得堡，也是圣彼得堡第一个取得
绿卡的华人。

俄罗斯人骨子里认为汉语难学。
2012年以前，俄罗斯只有一所中学开
设汉语课程。韩丹星从大学退休后致
力于推广汉语，拿着项目书跑了二三
十所中学，终于得到在当地三十二中
学的试验机会，她创编了汉语教学大
纲和教学计划，而且初次尝试效果非
常好，逐步改变了他们认为汉语是

“天书”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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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两年年后后汉汉语语入入俄俄高高考考
圣彼得堡汉语机构从三家暴涨到一百多家

本报特派记者 陈玮 张阿凤
发自杜尚别

塔国人都能说几句汉语

“不但……而且……谁来造个句
子？”“我不但会踢足球，而且会打篮
球”。11日，在塔吉克斯坦国立民族大
学孔子学院，汉语老师腾月明话音刚
落，三四名学生用着流利的汉语争相
回答。在民族大学孔院已执教一年半
的腾月明，对“汉语热”的感触也颇
深。“晚上去公园散步，当地人看到我
都会说你好，打车也会说你好，塔吉
克斯坦全民都能说两句汉语。”

迪丽诺亚（音译）是汉语课的学
生，除此之外，她还在孔子学院报名
了中国舞蹈、中国武术的培训班。

塔吉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孔子
学院院长贾静芳介绍，学院是经塔吉
克斯坦教育部与中国国家汉办/孔子
学院总部批准成立，由塔吉克斯坦国
立民族大学和中国新疆师范大学合
作建设，于2008年8月27日正式挂牌
运营。据介绍，2009年孔子学院（含教
学点）有注册学生201人次，2010年开
始学生人数呈跨越式增长，目前三千
多人次学习汉语。

看了成龙电影要“学功夫”

今年17岁的时佳目前就读于杜
尚别七十一中学，课余时间会到孔院
学习汉语和书法，时佳是她的汉语名
字，她已学习软笔书法3年，还在当地
很多大赛中获过奖。

“我看了一部中国古代电影，电

影里的人拿毛笔写字。我当时就想，
这么可爱的人能把这么难的字写得
这么漂亮，会不会有一天我也能做
到。”随着中塔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多
的中国元素被传入了塔吉克斯坦，当
地电视台经常播放中国的节目，这让
他们对中国有了更深的了解，

宋茜今年18岁，她热爱武术多
年。“我经常看到电视里成龙、李小龙
的电影，觉得学会中国功夫真好。”于
是，宋茜自己从网上找中国武术的视
频，自己来练。有一次，她看到孔子学
院的学生们在一个大型活动中表演
武术，就主动找到当时的带队老师也
要学习武术。“现在她已经是武术班
的核心了，经常参加各种演出活动。”
那位带她来到孔子学院的带队老师
说。

教学点覆盖面越来越大

一节汉语课结束，KonievaGiparis
认真地记下课后作业，他自豪地把老
师打满对号的一页向记者展示。他从
莫斯科国立大学毕业后回国，一年来
都在孔子学院学习汉语。

“我没开始找工作，但是把汉语
学好，会让我有更多的工作机会，也
能拿到更高的薪水。”KonievaGiparis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中方企业来到塔
国，他计划着，通过学习考取去中国
学习语言的机会。

自2009年以来，有约1900名孔子
学院优秀学子通过选拔考试获得“中
国政府奖学金”“孔子学院奖学金”，
前往中国深造汉语和专业知识。时佳
就是其中之一，今年9月，她将到武汉
大学学习汉语言文学专业。

塔吉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孔子
学院从2009年的3个教学点开始，已先
后累计建设31个教学点，目前，在建
21个教学点。教学点覆盖塔国教育体
系中的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到大
学各层次以及中资企业、塔吉克斯坦
外交部、国家图书馆等社会各界。

2020年，汉语将成为俄罗斯的“高考”课程；会汉语找工作工资
会翻番。在中国强起来的背景下，俄罗斯出现了汉语热。三年来，圣
彼得堡教授汉语的机构从几家暴涨到一百多家，而圣彼得堡独立孔
子课堂做得最好。

会会汉汉语语找找工工作作机机会会多多
塔国孔子学院注册学生十年涨十几倍

当中国文化遇上塔吉克斯坦学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育，会碰撞
出怎样的火花？记者探访塔吉克斯坦国立民族大学孔子学院，这里的学
生不仅热爱学汉语，甚至还去学习中国的书法、武术。随着“一带一路”倡
议的推进，学汉语成为一门傍身的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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