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责任编辑/程浩楠 视觉/李延庆 组版/刘欢欢 校对/尉丹

人文·广告
2024年5月11日 星期六

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开行
十周年纪念号自马德里发车

新华社马德里5月9日电（记者 胡加齐 谢宇
智）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开行十周年纪念号班
列8日从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阿布罗尼加尔车站鸣笛
发车。

据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运营方介绍，这趟列
车满载 70个标准集装箱的汽车配件、红酒等货物，将
途经法国、哈萨克斯坦等国，预计于今年5月底抵达浙
江义乌，总行程达13052公里。

在发车仪式上，浙江省委书记易炼红致辞说，十
年来，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驰骋亚欧、货通世界、
互惠两地、联通民心，助力开创中西国际运输新格局，
跑出中西互联互通的“加速度”。他说，将以中欧班列
（义乌—马德里）开行十周年为契机，深化务实合作，
推动浙江和西班牙合作交流再上新台阶。

中国驻西班牙大使姚敬在致辞中说，中欧班列
（义乌—马德里）的运营扩大了中西双边贸易规模，特
别是回程班列为西班牙特色商品输华开辟了一条新
通道。中西两国经济互补性强，现阶段优先发展的重
点产业契合度高，经贸合作稳步发展。双方都愿意进
一步深化经贸领域务实合作。

西班牙经济、贸易和企业部国际贸易与投资总司
司长阿莉西亚·巴雷拉在发车仪式上说，2023年西班
牙通过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出口货物总额 3900
万欧元，进口货物总额 4800万欧元。她说，这趟列车
不仅仅用铁路将两个国家、两个地区连在一起，也是
中西合作和友谊的象征。

马德里市议长博尔哈·凡胡尔说，除两国间的贸
易往来外，马德里乃至西班牙民众近年来对中国文化
也越来越感兴趣。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连接的
不仅是商贸，还有民心。

据了解，首趟中欧班列（义乌—马德里）于2014年
11月18日从义乌发出。

延安朝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拥有：公章、合同
专用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用章各一枚，并在公
安局及本公司备案留有印鉴。凡之前或以后与延
安朝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签署的任何文件，如不
属于以上几枚备案印鉴所签署的任何文件，均无
法律效力，我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

特此声明
延安朝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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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老茶馆档案里的时代与家国
新华社记者 吴光于

“中塞是患难与共的‘铁杆朋友’，足
球是我们的共同爱好，希望我们之间的
交流交往更加密切，从足球扩展到更广
阔的体育、文化、经贸等更多领域。”53
岁的塞尔维亚人亚历山大·潘蒂奇说。

潘蒂奇并没有想到，6年前的一个
决定，会让自己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与中
国相连：2018年，拥有欧足联A级教练
执照的潘蒂奇决定来中国执教一支中乙
球队。

“我从未去过中国，我想看看不同的
世界。”

带着好奇与期待，潘蒂奇踏上了中
国的土地。

中国的美景、美食首先俘获了他的
心。这里的食物太丰富了，饺子、面条、
烧烤等，潘蒂奇都喜欢。北京、上海、广
州、成都等10余个城市都有他的旅行足
迹，中国的辽阔多姿、古今交融，令他沉
醉和着迷。

而最能牵动他的心的，是中国足球。
自2019年转战天津开展足球青少年

训练后，潘蒂奇越来越喜欢这份工作。
“我当过职业运动员，也做过教练，足球
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潘蒂奇说，

能把爱好变成工作，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每周有四天时间，潘蒂奇会在天津

市足协青训基地带领孩子们训练。他曾
执教2011年出生的一批孩子，其中不少
已进入当地的顶级职业俱乐部津门虎。
如今青训队中这批2015年出生的孩子，
他才接手两个多月。

“能为中国足球培养后备人才、输送
好的苗子，是我的荣幸。”潘蒂奇说，自己
训练的孩子未来若能入选中国国家队，
将是他从事这份工作最大的成就。

为此，他投入了极大的辛劳和热
情。他注重细节，训练中随时叫停纠正
孩子们的动作；他主张训赛结合、以赛促
训，积极争取每一个打比赛的机会；对一
些表现尚不突出的孩子，潘蒂奇也并不
放弃，他说，不能过早给孩子们下定论，
再给他们多一点时间，也许他们就能变
得出类拔萃。

为了更好地与孩子们沟通，他学会
了一些简单的中文，与孩子们打成一片。

“慢一点”“准一点”“防守”“很
好”……潘蒂奇在青训基地的绿茵场上
高声为小球员们指导着防守站位。身高
两米的他不时俯下身耐心为小球员们讲

解、示范，小球员们也注意着每一个训练
细节，他们在教与学的合作中配合默契。

与一些来中国职业联赛“淘金”的外
教不同，潘蒂奇更乐于在中国足球基层

“铺路”。“我不羡慕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
人，我喜欢在金字塔底端筑牢基底，这比
任何工作都重要。”在他看来，中国人口
众多，并不缺踢球的孩子，缺的是发现

“苗子”的慧眼和成就“天才”的伯乐。
除了在青训基地培训小球员，今年

以来，潘蒂奇每周还要参加天津市足协
组织的“外教下基层”活动，到诸多天津
学校为小学生们上一场别样的足球课，
广受师生欢迎。天津市河东区凤凰小学
副校长李博说，外教们用先进的足球理
念和轻松有趣的教学方式，给学生们带
来不一样的足球体验。

在潘蒂奇看来，“外教下基层”活动
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不仅在更广阔的
中国基层推广足球，扩大足球人口，还能
发现一些被“淹没”的足球“遗珠”，扩大
中国足球的选材面。

“我确信自己所做的一切非常有价
值，我对中国足球的未来充满信心。”潘
蒂奇不断延续着自己的合同期限，他说

自己已经习惯并深爱着在中国的工作和生
活。

前不久，潘蒂奇的妻子来天津生活了
一个月，她对中国的一切也很感兴趣，兴奋
地表示要把女儿也带来中国团聚。天津，
已然成为潘蒂奇在塞尔维亚之外的又一个
家。

潘蒂奇因足球与中国结缘，他还希望
足球发挥更大的桥梁作用，促进中国与塞
尔维亚的友谊与交流合作。

潘蒂奇的愿望正在变成现实。2022
年底，天津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开
通直航航班，双方交往更加便捷。如今，新
聘请的两名塞尔维亚籍足球青训教练已经
来到天津工作，潘蒂奇又多了两位“老
乡”。天津市足协也组织多批青少年运动
员前往塞尔维亚交流学习，双方还签订了
足球合作协议。

“聘请塞尔维亚高水平教练来津执教，
派出青少年球员前往塞尔维亚交流学习，
这既是天津‘走出去、请进来’的足球发展
思路，也是中塞互相成就的具体写照。”天
津市足协副主席、秘书长崇勇说，塞尔维亚
友人在助力中国“足球梦”的同时，也因足
球成就了他们的“中国梦”。

足球让“铁杆朋友”交流更加紧密
——一位塞尔维亚教练的“中国梦”

新华社记者 张泽伟 宋瑞 杨子春

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认真落实省委、
市委“三个年”活动和“人社工作进园区”部署要
求，加快推进就业优先战略和人才强市战略，加大
招才引智工作力度，强化市级重点产业链链主企
业、重点企业人才供给，促进高校毕业生、退役军
人、农民工等群体充分就业，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定于 2024年 5月 15日（星期三）上午 10:00
在延安职业技术学院中心广场（宝塔区枣园路
555号），举办延安市 2024年“红色筑梦·创业延
安”高校毕业生主题招聘活动。本次招聘活动计
划招聘 1.7万余人，其中市属国有企业计划招聘
150人，民营企业计划招聘1200人，苏陕协作江苏
企业计划招聘 1.6万人。诚挚欢迎高校毕业生和
各类人才前来求职应聘。

中共延安市委组织部
延安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4年5月9日

延安市2024年“红色筑梦·创业延
安”高校毕业生主题招聘活动公告

5月 8日，在摩洛哥首都拉巴特，摩洛
哥青年学生体验绘脸谱。

5月8日，摩洛哥国立拉巴特高等矿业
学校举行第 20届世界文化节活动，剪窗
花、绘脸谱、解鲁班锁等富有中国特色的
体验活动让当地青年感受到了中国文化
的独特魅力。

新华社记者 霍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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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家档案局提名申报的“成都
老茶馆相关档案”5月 8日成功入选
《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

该组档案收录了 1903年到 1949
年期间，有关成都老茶馆日常经营、管
理的珍贵原件，有手稿、图表、照片、印
刷品等共计6345件，不仅全方位记录
了近代成都老茶馆的活色生香，更反
映出茶馆与城市的共生共融，以及茶
馆文化滋养的人文精神。

小茶馆 大时代

“成都老茶馆相关档案”中，既有茶
馆经营的日常，如申请登记证和营业执
照、租约合同；也有政府、行业协会的管
理，如茶馆数量统计、售茶定价等。

成都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这
批档案见证了近代茶文化的发展和城
市的变迁，全方位反映了老茶馆在休
闲娱乐、信息交换、商品贸易、文化交
流等方面发挥的多元功能，是研究城
市发展的珍贵史料。

《成都通览》记载，1909年，成都
街巷有516条，茶馆就有454家。档案
中，1929年“四川省会警察局”的统计
表显示，当时成都的茶馆已达641家。

成都市档案馆相关负责人表示，
20世纪初期至上半叶，成都平原由农
耕经济向商品经济逐步转型，档案反
映出茶馆作为小商品经济的代表，在
城市经济转型浪潮中稳步发展。

档案还显示，茶客人群来源广泛，既
有民间艺人、小商小贩，也有外国领事官
员，折射出茶馆的包容性。档案中还不
乏保护女性在茶馆中的工作权益、保护
女子经济独立、禁止骚扰女性的内容。

成都籍历史学家、澳门大学讲席
教授王笛曾对这批档案进行过深入研

究，并据此完成著作《茶馆：成都的公
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他认为，通过茶馆，不仅可以看到城市
的发展，还能从背后的细节中重构大
众的日常生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不仅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方法，也是普
通读者认识自我、关注历史研究的重
要途径，是中华文明传承的重要载体。

文化交流的平台 家国记忆的承载

“这是一间很大的屋子，大约有50
米长、20米宽，我估计客人有400多……
你可以理发、刮胡子，甚至还可以坐在位
子上让人给你掏耳朵……”这段1949年
的录音，是瑞典年轻人马悦然在成都春
熙路一家茶馆里，对着一台钢丝录音机
讲述的见闻。他的声音之外，茶馆里人
声鼎沸，茶馆外车水马龙。

寄居成都的日子里，茶馆是马悦
然捕捉方言韵律、观察市井生活的一
扇窗。多年以后，他成为深谙中国文

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并成为诺贝尔文
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耄耋之年，
他仍对成都老茶馆念念不忘。

档案显示，茶馆里的文化交流非常
兴旺，不仅为川剧、清音、皮影等传统地
方剧提供了舞台，电影放映等“新式文
化”也在此萌芽、发展。

20世纪30年代，成都悦来茶园将一
部名为《黑奴义侠光复记》的川剧“时装
戏”搬上舞台。这部戏的原著有个为人
熟知的名字——《汤姆叔叔的小屋》。在
信息传递的“慢”时代，大洋彼岸黑奴反
抗压迫、争取自由的故事，就这样在中国
西南一座城市的街头巷尾流传开来。

老茶馆还承载了商贸洽谈、重要活
动举办、信息交流、社会纠纷调解等功
能。档案记载，20世纪40年代，“工商业
同业公会”曾在中兴茶园举行商业洽谈
会。1918年，英国、法国领事馆、商务访
华团曾在成都茶馆里举行茶会，庆祝第
一次世界大战胜利。

其实，档案之外，还有很多在当时难
被书写的茶馆故事。

成都双流区擦耳岩正街，一幢斑驳
的老屋曾是一家茶馆。主人徐茂森明里
和侄儿一起做生意，暗里为地下党员提
供住宿，协助转运武器。这间茶馆里，徐
茂森叔侄二人协助地下党员发动当地进
步青年成立了“新民主主义同志会”和

“农民翻身会”，还创办了地下刊物《火炬
报》。1949年中秋前夕，联络站因叛徒出
卖暴露。1949年 12月 7日深夜，叔侄二
人与 30多位革命志士一起，在成都十二
桥畔英勇就义。20天后，成都解放。

茶馆文化 源远流长

成都双流区彭镇观音阁茶馆，每天
凌晨 4点多，老板李强就开始生火烧水，
准备迎接风雨无阻的老哥们。老茶客中
年纪最大的已经 90多岁，在这儿喝了一
辈子茶。老人们喝茶只需 1元，价格多
年不变。慕名而来“打卡”的游客喝茶则
是10元，人们也觉得心甘情愿。

今天的成都，常住人口已突破 2100
万。城市飞速发展的同时，茶馆也继续
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锦江畔的望江
楼下，浣花溪边的花丛间，文殊院的树
荫里……2 万多家茶馆与城市脉搏共
振，融入城市肌理。

“余生很长，何事慌张”，这是成都高
新区铁像寺水街的陈锦茶铺立于戏台边
的两句话，传递着“天府之国”遇事不惊、
从容不迫的人文精神。

在成都茶馆兴盛的 100多年里，这
种精神已自然地融入城市的骨血。无论
周遭环境如何紧张忙碌，只要走进茶馆，
端起茶碗，便如同坐上了一叶无形的扁
舟，茶香氤氲中，便能从容地看山河大
地，听鸟鸣猿啼，安稳、笃定地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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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泉县气象科技服务中心从即日起注
销，望相关债权、债务者从见报之日起45日
内前来办理相关手续，逾期不办，后果自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6106273057018601

甘泉县气象科技服务中心
2024年5月11日

注
销
公
告

新华社联合国5月8日电（记者 王建刚）作为
第五届中国品牌走进联合国系列活动的重要环节，

“2024年企业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论坛”8日在纽约联
合国总部召开。20余家中国企业齐聚一堂，分享中国
品牌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并发展壮大的故事。

参会企业涵盖汽车制造、网络科技、新能源、高端
制造等行业。企业家代表分享了他们在各自领域探
索创新和践行社会责任的品牌发展故事。来自联合
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可持续发展办公室、联合国经济
和社会事务部、联合国记者协会等部门官员以及中美
企业和媒体代表出席论坛。

“中国品牌创新发展工程”秘书长、中小企业合作
发展促进中心品牌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李楠在发言中
说，在即将到来的第八个中国品牌日，中国企业家们
站在联合国舞台向世界讲述中国品牌故事，展现中国
企业的社会责任。

联合国区域间可持续发展高级顾问格伦·霍兹表
示，欢迎中国企业家在联合国分享中国品牌故事，希
望未来有更多中国品牌走进联合国。

当天，企业家共同签署了《中国品牌联合国宣言》，
承诺在未来的经营中，将继续以诚信创新为基石、以环
保节能为原则、以可持续发展为理念，勇于承担社会责
任，传承中国优秀文化，维护中国品牌的国际形象。

每年5月10日是中国品牌日，今年中国品牌日主
题为“中国品牌，世界共享；国货潮牌，品筑未来”。

中国企业家在联合国分享中国品牌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