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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农业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副处长 李悦
非常感谢教育厅组织的“魅力四川澜湄行”高等教育展，

四川农业大学通过参展，收获很多。我们不仅与东南亚的国际

学生和家长面对面，宣传了川农大生物科技与农业科技特色优

势、提升了“留学川农”影响力，也和兰实大学等东南亚高校

就学生交换、教师互访、海外生源基地、合作办学等方面加深

了具体交流。

在面对面交流中,我发现，本次教育展让我们及时地展示

了四川教育改革取得的新成就，宣传了来川留学相关政策，弥

补了由于疫情的影响、东南亚的部分高校及其学生对相关情况

的不了解。同时，作为四川高校国际交流合作及留学生工作战

线的一员，深感应将学生咨询和外方学校交流内容，作为相关

区域与国别研究的宝贵一手资料，充分应用于加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教育交流与合作；在培养知华、爱华、亲华国际

友人等工作的策略分析中，针对性地落实各阶段目标，努力为

推动四川教育对外开放，作出应有的贡献。四川农业大学也将

一如既往，培养更多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人才。

成都理工大学环境与土木工程学院副院长 陈臻林
非常有幸代表成都理工大学参加“魅力四川澜湄行”高等

教育展。这次巡展和交流访问的机会非常难得，不但让我们对

三个国家的教育现状和发展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同时也向三

个国家的学校和部门展示了四川省近十年来教育、经济等方面

的重大成就，尤其展示了四川省内12所高校的综合实力和近

十年的发展成效。

尽管只有短短10天，但让我深切感受到了三个国家正处

于发展的关键阶段，有着和中国加强联系和合作的强烈愿望，

都迫切希望得到中国相关方面的帮助和支持。比如，我们在泰

国、老挝修建的高铁，给当地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变化，

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在走访了诸多高校和中学后发

现，他们教师都有到中国学习交流、进一步提升的意愿。尤其

在清迈大学、苏发努冯大学和柬埔寨工业学院，这些学校和成

都理工大学有很多合作空间，尤其是在师生交流、联合培养、

工程建设、防灾减灾等领域，我们非常乐意提供成理的智慧和

方案。

成都中医药大学国际生事务主管 杨智强
这次“魅力四川澜湄行”教育展，我们来到泰国、老挝、

柬埔寨三国，为当地学生做教育咨询。部分学生中文不错，对

中国也有一些了解，知道四川是天府之国/熊猫之乡。泰老柬

学生对于到中国留学有极大的热情。中国经济在近年来取得了

巨大发展，当地学生希望到中国学习经济类、计算机类、道桥

类专业，期望在学成之后能够回到祖国发展。

同时，这次教育展还安排了与国外大学和孔子学院见面，

在交流过程中，我们也体会到教育走出国门的不容易。一方面

需要融入当地社会环境，办学目标要契合国外学生的实际需

求；另一方面要做好招生宣传工作，建立长期有效的沟通渠

道。这次教育展就是很好的招生交流机会，12所四川高校，实

地实时为泰老柬三国的学生提供留学信息、奖学金信息，相信

来年会有一大批怀揣梦想的学生在四川与我们相遇。

西南医科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处长 杨珍
我很荣幸作为高校代表参加本次教育展，教育展期间，我

校介绍了鼓励和吸引外国留学生到校学习的政策，共发放宣传

资料 400 余份，接待前来咨询的学生、家长、老师 260 余人。

泰国、老挝和柬埔寨学生对赴中国留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积

极了解赴中国学习情况并索取招生宣传等资料。期间，我们还

赴泰国清迈大学等高校交流，深入了解三国的医学教育现状、

医疗水平、毕业学生的执业医师考试和就业发展情况。

教育展和访问活动加强了四川高校与三国高等院校在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师生互访等方面的交流合作。今年是“一带一

路”倡议提出10周年。四川高校应持续夯实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教育、人文等领域的务实合作，吸引更多来自泰国、老挝

和柬埔寨的留学生来川学习，为民心相通培育使者。

内江师范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副处长 白美娴
此次教育展，我收获满满：一方面学校在坦亚武里皇家理

工大学、兰实大学、清迈大学，老挝苏发努冯大学的交流访

问，了解各学校办学特色与品牌专业，签署了谅解备忘录，有

助于后期合作项目的达成与落地。教育展为四川地方院校提供

了良好机会和平台在“一带一路”国家展示学校风采，宣介学

校办学实力，为后期学校走出“国门”奠定了坚实基础。

另一方面，也启发我思考如何更好做好学校留学生工作。

通过此次教育展交流，发现“一带一路”国家留学生对实用性

的专业有非常强烈的欲望，我们后期可以与相关学院沟通，可

以扩大留学生招生专业，办好应用型、实用型的专业。

四川职业技术学院外国语学院党总支书记 翟莲
在此次“魅力四川澜湄行”中，每次听到前来展会的学生

用中文和我们交流，我就非常自豪。我们的孔子学院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的中文爱好者，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知华、友华、爱华

的国际友人。在老挝，学生来华留学的意愿很强烈，许多学生

从小就开始有意识地接受汉语培训，不管未来是进行技术技能

培训还是从事科学研究，他们都首选中国。这让我深深感受

到，中老两国的深厚友谊和老挝学生对中国的向往。

在万象，我们见到我校2017级留学生林娇莉，她在万象

开了一家国际物流公司，下属有12个网点，成为了一名成功

女商人。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其他留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有的

在当地国际酒店做经理，有的自己创业，有的还在读研……听

到这些，我们感到无比自豪与开心，自豪的是经过三年的培养

他们能知晓中国概况，能用汉语传播中国声音；开心的是听到

自己的学生生活得很好，这也更加坚定了我继续做好外事工作

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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湄公河是世界第八大河流，从中国唐古拉山东北坡发端，在中国境内叫澜沧江。澜沧江经云南省进入东南亚，流经缅甸、老挝、柬埔寨和泰国，而后由越南流入南
海。千百年来，湄公河成为沿岸各国日常交往和文化交流的天然纽带和合作之源。

6月11日至20日，由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2023年“魅力四川澜湄行”高等教育展分别走进泰国、老挝、柬埔寨3个国家，在曼谷、清迈、琅勃拉邦、万象、金边举办5
场教育展，并深入所到国家的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交流参访。

“随着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相信高等教育国际化程度将越来越高，我们也将吸引更多外国学生来川留学。”省委教育工委副书记、“魅力四川澜湄行”代表团团
长刘立云说，本次高等教育展活动是四川省教育厅主办的一项国际性教育展览活动，旨在积极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推动澜湄教育合作，向东南亚国家介绍四川经
济社会发展情况，特别是四川的教育改革发展成果，进一步增进友谊和相互了解，促进交流合作。

——2023“魅力四川澜湄行”高等教育展纪实
本报记者 倪秀

中英双语的宣传海报，精心设计且内容翔实的

宣传册，以及富有中国特色、饱含四川元素的高校文

创用品……6月 12日一大早，“魅力四川澜湄行”高

等教育展首场活动还未开始，代表团的老师们就在

各个学校的展位前忙了起来，准备着相关物料。此

次高等教育展共有四川农业大学、成都理工大学、西

南医科大学、成都中医药大学、西南石油大学、成都

师范学院、内江师范学院、川北医学院、四川轻化工

大学、四川职业技术学院、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12所学校参与。

“今天，我们组织四川省优秀的高校代表来到

泰国，希望借此机会进一步巩固双方的传统友谊。

我们愿与泰国朋友分享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共同

探讨未来教育发展的前景。”上午 9点，高等教育

展在曼谷萨拉维他雅学校正式拉开帷幕。当天，泰

国泰里拉学校、萨拉维他雅学校、宫舍中学、博丁

第三中学、万纳莱里提雅学校、拉塔纳辛松学校的

300多名高三学生慕名前来参观和咨询。

当天的教育展，还有两位特别的“推荐官”，

她们是成都中医药大学校友、泰国法政大学学生林

安雅和她的同学。在推介环节，她们以自己的亲身

经历，分享自己留学四川的收获：“我们是法政大

学朱拉蓬国际医学院三年级的学生，我们参加了成

都中医药大学和朱拉蓬国际医学院合作的 3+
3TCM项目，除了有机会在中国留学，毕业以后还

能拿到两个学术学位。……”

“魅力四川澜湄行”高等教育展先后在泰国、

老挝、柬埔寨的5个城市举办，共计吸引了1500余

师生前来观展和咨询。每到一个地方，都受到当地

学校和师生的热烈欢迎，也更能感受到他们对中国

文化的喜欢和对留学四川的渴望。

“能跟四川这么多高校的教师面对面交流，机

会很难得，我很想去四川留学。”在教育展老挝琅

勃拉邦站，苏发努冯大学学生阿玲认真地在心仪的

学校展位前与老师交流，详细了解学校的收费情

况、奖学金设置情况以及授课语言等问题，并留下

了学校和老师的联系方式。她告诉记者，自己目前

在学习传播学，希望能通过努力拿到四川省政府奖

学金，去四川学习汉语相关专业，她的梦想是回到

老挝当一名中文教师。

在教育展万象站，万象寮都公学高三学生在开

幕式还带来了精彩节目。在《游学魅力四川》情景

剧中，他们的普通话字正腔圆，神态轻松自如，表

演自然大方，场景生动有趣，让与会的四川代表团

老师看到了他们良好的精神风貌。一首《中老友谊

之歌》更是让人深深感受到中老两国的深情厚谊。

“在中柬两国教育部的合作下，中文教育已经纳

入柬埔寨国民教育体系，使得柬埔寨也成为了学习

中文的热门国家。”在柬埔寨金边站，柬埔寨中国教

育交流协会秘书长苏昌宏表示，柬埔寨和中国合作

关系日益紧密，随着各领域合作的广泛加强，学习中

文已经成为民众和国家实际发展的需求，前往中国

留学也成了更多学生的选择，这样的高等教育展能

为柬埔寨学生了解中国高校提供非常便利的机会。

我省历来高度重视教育国际化，制订“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计划，坚持“四向拓展、全域开

放”，持续加大合作力度，不断增加交流频次。目

前，我省已同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广

泛的教育交流与合作。此次“魅力四川澜湄行”，

正是四川教育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建设，主动

“走出去”的真实写照。

每一次的“走出去”，都是难得的交流和学习

机会。在5场教育展办展间隙，代表团先后深入泰

国萨拉维他雅学校、坦亚武里皇家理工大学、兰实

大学、清迈大学，老挝苏发努冯大学，柬埔寨塞泰

克理工大学、金边端华中学、柬华理工大学孔子学

院、柬埔寨工业技术学院9所学校考察交流，并与

泰国、老挝、柬埔寨三地教育部门相关人员深入座

谈交流，共谋合作，共话未来。

在泰国兰实大学，该校副校长披查亚潘·参普密

敦对代表团的到来表示欢迎，并介绍了学校中泰合作

交流处工作情况，希望与四川相关高校建立合作关系。

刘立云在聆听了兰实大学相关情况后表示，四

川将支持该校与四川高校加强基础学科、新兴学

科、交叉学科合作建设，持续把两地高校有特色、

有水平、有优势的学科做大做优做强，探索开展拔

尖创新人才和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联合培养项目，

以应对未来发展需要。

在老挝琅勃拉邦省教育和体育厅，万通·鹏沙

瓦副厅长向代表团介绍了琅勃拉邦省教育基本情

况，并表示希望与四川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建

立长期深入的合作。

座谈会上，四川农业大学、内江师范学院、四

川轻化工大学、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高校教师

也积极交流，介绍学校相关情况。

据悉，四川与老挝在教育领域合作广泛，包括

留学生教育、职业技术培训、教师培训等。老挝是

四川最重要的国际学生生源国之一。大量老挝留学

生学成回到老挝，服务于老挝政府企业中，为老挝

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也成了促进中老友

好合作的重要桥梁。通过当天的座谈，双方表示未

来将建立四川与琅勃拉邦教育行政部门之间的长效

沟通机制，加强政策沟通与信息共享，加强人员往

来，加强人才培养合作。四川也将选派优秀教师赴

琅勃拉邦任教，开展教师培训、职业技能培训、职

业技能课程联合开发等。

“欢迎你们选送优秀的高中毕业生来四川学习

深造，我们愿意根据贵校的需求，选派优秀的汉语

教师来柬埔寨任教，也可以为你们开展相关的师资

培训和职业技能培训等。”在柬埔寨端华中学，代

表团深入调研了该校在办学中取得的成功经验和遇

到的困难。当得知该校中文师资相对缺乏时，刘立

云代表四川教育代表团，提出了四川教育与该校的

几项合作建议。

端华中学校长杨金义对合作建议当即表示非常

赞同，并表示感谢。他说，相信在四川的大力支持

下，端华中学中文教育发展会越来越好，这所百年

华校也定会办得越来越好。

10 天的行程，在紧锣密鼓的工作中结束。

在返程路上，代表团老师们回顾了此行的收获

和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点点滴滴。这样的收

获，有对四川教育改革成果的展示宣传，也有

与泰国、老挝、柬埔寨相关学校和教育部门交

流后的启迪和思考，更有在对外交流中感受到

中国强大而带来的民族自豪感。

“这次教育展与当地高校和学生有了充分的

沟通，收获满满。”川北医学院外事办公室综合科

科长姚兰思成说，通过教育展这个平台，学校得

到很好地推介，她相信能够吸引到有志于临床医

学和护理学的本科生，以及护理学、公共卫生、临

床医学和药学等领域的研究生来校学习。

在兰实大学，四川农业大学与该校就已签

订的校际合作备忘录有关合作事项达成共识。

西南医科大学副校长彭钢、成都师范学院副院长

邱兴、内江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黄辉分别代表学

校，与该校签订校际合作备忘录，合作双方将在

学科、学者、学生、学术信息等内容上加强交流，

共同提高双方的科研及教育水平，共同助力培养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国际化应用型人才。

在柬埔寨工业技术学院，代表团与校长

金·塔拉座谈，推动四川高校与该校开展师生

互访、学生联合培养、教师培训等合作。四川

轻化工大学也在访问当天与该校续签了校际合

作备忘录，两校将在科研合作、学生交换、师

资培训上持续深化合作。

“中医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重要瑰宝，此次

教育展能够把我们中医药文化推出去，让更多

的国家了解我们的中医药文化，我觉得这有着

非常重要的意义。”在成都中医药大学国际生事

务主管王袆看来，此行最大的收获是在推介学

校的同时，推广了中医药文化，她希望能吸引

更多“一带一路”国家学生来学习中医药文化。

从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到澜沧江－湄公

河合作，十余年来，四川教育国际化发展越来越

好，与澜湄流域国家的教育合作成效也越来越

明显。

老挝苏发努冯大学孔子学院老方院长苏提

达曾经先后在四川大学、西南财经大学留学。“吃

川菜都已经成了我的生活习惯，我还会自己做。

在四川留学，成了我学习和生活中非常浓墨重彩

的一笔。”苏提达说。

在坦亚武里皇家理工大学，校长宋迈·朴

萨尔热情接待了四川省高校代表团一行，并带

领参观了“泰国坦亚武里皇家理工大学—四川

职业技术学院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经世

学堂”展厅及办学环境，与四川教育代表团深

入交流未来合作内容。四川职业技术学院 2019
年 11月入选首批教育部“人文交流经世项目”

院校。2022年，与泰国坦亚武里皇家理工大学

签订合作备忘录，1年多的深入合作，已经取

得积极有效的成果。

而此次“魅力四川澜湄行”的成效也已在

陆续显现，参团高校与到访地区学校已在具体

对接如何深化合作。6月 25日，坦亚武里皇家

理工大学农业技术学院院长Lalita Siriwattananon
到访四川农业大学，双方就研究生联合培养、

反向“3+1”项目等进行了讨论并就签署合作

备忘录等事项达成了合作意向。

“欢迎来川留学、交流，我们在中国熊猫故

乡等大家。”在此次澜湄行的每一站教育展和每

一次交流中，四川代表团都真诚地说出这句

话。这不仅是四川教育对外开放的自信姿态，

更是四川教育希望巩固传统友谊、共享发展成

果的热情邀约。我们期待携手并进，开创更加

美好的教育未来。

▶ 在清迈大学，前来参加“魅力四川澜
湄行”高等教育展（清迈站）的学生正在看宣
传单，了解来川留学相关信息。

随团感想

擦亮“留学四川”品牌
5场教育展吸引千余师生前来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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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泰国曼谷萨拉维他雅学
校，前来参加“魅力四川澜湄行”高
等教育展（曼谷站）学生正与成都
中医药大学教师交流互动。

“魅力四川澜湄行”高等教育展（清迈站）推介会上，与会学生参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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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摄影：徐东）

展示交流

共创教育未来
达成合作共识并签署多项合作协议

携手并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