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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发展的伙伴

在马来西亚彭亨州东海岸铁路

项目沿途的山坡上，两行中文和马来

文大字格外醒目——“共商共建共享，

共创美好未来”。这句简洁有力的标

语正是中国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生动写照。马来西亚东海岸铁

路是中马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

项目，全长 600多公里，目前正如火如

荼推进中。

马来西亚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沿线重要国家，也是最早响应“一带

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在习近平主

席大力推动下，中马两国在“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各项合作正在稳步有序

向前推进。

习近平主席十分关心东海岸铁

路建设。去年 9 月，在同来华进行国

事访问的马来西亚最高元首易卜拉

欣会见时，习近平主席表示，两国要

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实施

好“两国双园”、东海岸铁路等重点

项目。

建成后，东海岸铁路项目将填补

马来半岛东西海岸没有铁路贯通的空

白，将该国经济较为落后的东海岸和

经济发达的西海岸连接起来，极大改

善沿线地区互联互通水平，助力马来

西亚实现经济平衡发展。未来，这条

铁路还有望同中老、中泰铁路相联

通，更好推进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

建设。

“如果这一设想得以实现，东海

岸铁路将能够接入泰国的整个铁路

网，并经老挝连接中国西南部的昆明

市，使地区货物与人员流动更加便

捷。”马来西亚交通部长陆兆福说。

习近平主席始终支持中马构建

更加紧密的经贸关系。中国已连续

16 年成为马来西亚最大贸易伙伴，

2024 年 双 边 贸 易 额 创 新 高 ，达 到

2120.4 亿美元。如今，榴莲、山竹、菠

萝蜜等马来西亚热带水果被摆上越来

越多中国家庭的餐桌。

2024 年，习近平主席对来华访问

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表示，欢迎马

方用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平台，把

更多马来西亚优质特色产品推向中

国，共同打造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

能源等合作新增长点。

马来西亚国油科技大学学者萨

米尔·阿里夫·奥斯曼表示：“马中蓬

勃发展的经贸合作反映了两国关系的

韧性和互利共赢。未来，两国在高科

技、绿色能源和制造业等领域的投资

有望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

“分担泪水的朋友”

2012 年，曾在中国的医学院留学

的马来西亚青年杨永康为一名身患白

血病的中国男孩捐献造血干细胞，成

功挽救了一个幼小的生命。他因此成

为中国首个外籍造血干细胞捐献者。

习近平主席在 2013 年访问马来

西亚期间专门讲到这个故事。“我们

不会忘记，2008 年中国汶川特大地震

发生后，马来西亚人民踊跃捐款捐

物；我们也不会忘记，2012 年马来西

亚留学生杨永康捐献造血干细胞，成

功挽救了中国安徽一名 7岁孩子的生

命……”习近平主席动情地说。

杨永康激动得彻夜难眠。“我从

未想过自己的平凡之举会获得如此高

规格的认可。”他说。

“习近平主席的肯定彰显了两国

人民守望相助的精神。这份鼓励让我

坚定留在中国，坚持救死扶伤的医学

事业，坚持参与献血等公益活动，努

力成为马中友谊的桥梁。”杨永康

说。如今，他是上海仁济医院的一名

医生。

杨永康的故事只是中马友谊的

一个缩影。习近平主席还曾引用马来

西亚谚语说：“分享欢笑的朋友容易

找，分担泪水的朋友很难遇。”在他眼

中，中马两国是谈得来、信得过、靠得

住的好朋友。

1974 年，中马两国打破冷战坚

冰，正式建立外交关系。习近平主席

说：“马来西亚是第一个同中国建交

的东盟国家，也是首个推动东盟与中

国开始对话进程的国家。”

习近平主席 2013 年访马时回顾

道：“我们曾携手应对 1997 年亚洲金

融危机，共同抗击 2008 年国际金融危

机冲击。双方互帮互助，维护了两国

以及地区的经济金融稳定。”

2023 年 3 月 31 日下午，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

行正式访问的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

新华社记者饶爱民摄

正是在这次访问期间，中马共同

决定将两国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十年后的 2023 年，习近平主席

与到访北京的安瓦尔总理就共建中马

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两国关系

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作为东盟创始成员国之一，马来

西亚是东亚合作的重要推动者。习近

平主席重视马来西亚在地区合作中发

挥的重要作用，多次强调中方支持马

来西亚担任 2025 年东盟轮值主席国，

支持东盟中心地位和战略自主。

“马中关系数十年来不断深化。

当前，得益于紧密的经贸合作和密切

的人文交流，双方伙伴关系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更加富有活力。”马来西亚

学者奥斯曼说。

交流互鉴的知己

2024年是中马建交 50周年，陈力

弘与 80 多名在中国天津大学留学的

马来西亚同学一道联名致信习近平主

席。信中，他们表示，要立志做中马

友谊的传播者和推动者，期待用所学

知识服务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

当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同马来西

亚最高元首易卜拉欣互致贺电，庆祝

两国建交 50周年。在贺电中，习近平

主席提到了这封信，并表示“两国友

好事业后继有人，我对此感到欣慰”。

习近平主席的肯定让陈力弘深

受鼓舞，他开设自媒体账号，与马来

西亚的朋友们分享在中国的留学生活

和经历。“我希望多讲一些中马友谊

的故事，促进两国学生间有意义的交

流。”

习近平主席非常关心和支持中

马两国人文交流。去年会见马来西亚

最高元首易卜拉欣时，习近平主席

说，双方应该深化中华文明和伊斯兰

文明交流互鉴，加强高等教育、联合

科研等领域合作，增进人民相知相

亲，培养中马友好事业接班人。

习近平主席强调，国之交在于

民相亲。 2013 年 10 月 4 日，习近平

主席访问马来西亚期间，见证了厦

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共建协议签

署。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成为中

国第一所在海外全资设立、具有独

立校园的分校。

厦门大学由著名华侨领袖陈嘉

庚先生于 1921 年创办，是中国近代教

育史上第一所华侨创办的大学。当

年，陈嘉庚从厦门漂洋过海，在马来

西亚经营橡胶制品获得成功，后来返

回故乡倾资创办厦大。“我曾长期在

福建工作，对陈嘉庚先生为祖国特别

是为家乡福建作出的贡献有切身感

受。”习近平主席曾表示。

目前，分校设有 10 个学院，来自

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的 9100 余名学生

在这里求学，已有 6300 多名学生从该

校毕业，让这所学校成为推动文明交

流互鉴的重要平台。

“试问还有哪位领导人在展望未

来的同时努力理解文明、价值观和文

化？这就是为什么我在与习近平主席

的交流中感到如此舒畅，都源自他的

远见卓识。”安瓦尔说。

新华社北京4月14日电

““切水切水不断不断””的友谊代代传的友谊代代传
——习近平推动中马友好的故事

上世纪90年代初，时任福建省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曾率团前往马来西亚招商引资。访问中，位于马六甲的三宝庙和有“新福州”之称的沙捞越

州诗巫市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600多年前，中国明代航海家郑和七下西洋、五次驻节马六甲，三宝庙内的郑和塑像表达了当地人对他的颂扬和缅怀。诗巫得名“新福州”则因一

个多世纪前福州名士黄乃裳率千人到那里大规模垦荒。两地都见证了中马两国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交往。

2013年，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再次到访马来西亚。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引用当地谚语“切水不断”来形容两国传承千年的深厚友谊，并提到

郑和的故事。也正是在这次出访东南亚期间，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他之前提出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同构成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习近平主席即将再次到访马来西亚，各界期待此访进一步深化两国传统友谊和各领域务实合作，为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新的动力。

2024年9月28日，观众在中国—

东盟博览会上挑选马来西亚榴莲。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2012 年 4 月 17 日，马来西亚青

年杨永康在造血干细胞采集结束后

打出胜利的手势。

新华社记者岳月伟 摄

2023 年 11 月 24 日，在马来西亚

雪兰莪州的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

艺术家在音乐会上演奏。“丝路粤韵

——广东民族音乐会”当晚在厦门大

学马来西亚分校举办。

新华社记者 程一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