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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国际政治的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

国家间关系的交好既要有政府高层的硬支撑，也离不开人民心灵交流的软助力。也正

是如此，“民心相通”被视作“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一环。

　　“一带一路”作为一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重大倡议，涵盖的地理范围前所未有。

佛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基督教文明都交织在这幅蓝图之上。无论是游牧还是农耕，

发展中还是发达，内陆国还是岛国，沿线国家的国情可谓千差万别，对“一带一路”

的接纳度也层次不一。大部分国家张开臂膀、满怀期待，有的国家则半信半疑、犹豫

观望。但“一带一路”建设却不能挑肥拣瘦、知难而退，毕竟要实现大家期待的美好

愿景，就必须正视差异，打通各种心结。

　　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社会根基。“一带一路”建设的所有成果归根到

底是要造福于各国人民，让一个个普普通通的人感受到真真切切的获得感。宽阔的柏

油路、高大的发电站、顶尖的工业园都是实实在在的项目，都确实能为当地带来巨大

的变化。但光依靠冷冰冰的基础设施，仍然难以真正抓牢对象国老百姓的心，毕竟不

能每次用电用水、开车购物都叮嘱他们这是中国人带来的利好。如果他们不理解相关

规划的初衷、认识不到项目带给自己的收益，又如何让他们全力支持相关建设？这些

年来，中国企业部分海外项目的艰难推进甚至被推倒重来，都与“民心是否通畅”不

无关系。沟通民心，让沿线各国民众打心底认识到“一带一路”是一条光明之路，无

疑是消除各种误解猜忌的解决之道。幸运的是，三年多来的具体实践，人们已经能够

看到丝路上越来越多的民心共振。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动下，中国企业大力拓展非洲影视业务、升级智能电视，

给当地带来了一片欢声笑语。中国影视剧如《媳妇儿的美好时代》《青年医生》《杜

拉拉升职记》等反映的普通人的生活、情感、事业让当地观众觉得既新鲜又亲切，特

别是中国人关心孩子、重视教育、维护家庭等价值观还引发极大共鸣、收视率节节攀

升。在巴基斯坦，中国企业参与到一度凋敝的瓜达尔港后，职工培训中心、现代化医

院、海水淡化厂等当地民众日思夜想的事物一天天成为现实。当地老人穆哈迈德感念



中国人带来的可喜变化，无偿将已经暴涨 15倍的土地捐出用于修建小学。在希腊，中

国企业接手举步维艰的比雷埃夫斯港项目后，不光扭亏为盈，还一直坚持不轻易解雇

员工。他们还为员工专门提供希腊式的午餐，把私家车拿出来与希腊员工共享，“尊

重”“公平”成了当地员工夸赞最多的关键词。在这种口耳相传的口碑下，中企甚至

都不敢在招聘时自报家门。因为常常会遇到只招几百人，却收到几万人的简历！

　　在“一带一路”大背景下，发生在非洲、巴基斯坦和希腊的温暖故事告诉我们，

光有大项目大工厂还不够，我们迫切需要中国人与沿线国家民众心连心、手拉手的沟

通。有时候，实现民心相通，让当地老百姓举双手赞成“一带一路”，并不需要找什

么公关专家或者咨询公司，只要记住以心换心的简单道理就行。播当地观众想看的电

视剧、帮当地人实现期盼已久的梦想、对待当地员工和自家兄弟一样，这些看似细微

的小事并不难在实践，难在能否意识到。

　　实际上，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民众交上好朋友不光是锦上添花，更应当是题

中之义。实现民心的相通，是“一带一路”的愿景之一，也应当是“一带一路”建设

的路径之一。无论是具体项目的前期评估、推进过程、还是后期运营和社会评价，没

有一个阶段能够离开民心二字。如果当地民众不满意或有误解，再好的项目也无法落

地。“落其实思其树，饮其流怀其源”。当这些民众家里播着中国人的家长里短，上

下班路上坐着中国朋友的顺风车、孩子上着中国人援建的学校，他们又有什么理由和

必要去质疑和反对中国人建设的项目呢？

　　“唯以心相交，方能成其久远”。即将在5月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

论坛将“民心相通”作为六大主题会议之一，再次显示了中国对“民心”的重视。当

越来越多的沿线国家民众把“一带一路”当作自家的路来支持维护，当越来越多的民

众把身边的中国人当好朋友好伙伴，“一带一路”也必然将行稳致远、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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