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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黑龙江省委宣传部

关于我省积极开展
对俄人文交流合作的对策建议

【摘要】  省重点培育智库—黑龙江省双创智库专家、哈尔滨工

业大学童丹副教授指出，加快构建我省对俄全面合作的人文交流新

布局、新机制，做好中俄两国民心相通工作，应依托我省特色教育

资源，搭建对俄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持续优化人文交流合作环境，

系统化搭建对俄人文交流合作平台、拓展人文合作新布局；强化监

管力度，建立长效运行保障机制，调动各方积极性主动性，形成全

民参与的中俄人文交流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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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省和俄罗斯之间经济贸易合作较快发展，对俄文化交
流呈现品牌化、机制化趋势，但做好中俄两国民心相通工作，还需
加快构建适合我省省情、促进对俄全面合作的人文交流新机制，积
极搭建新平台，谋划新布局。

一、充分挖掘发挥我省对俄人文交流合作得天独厚优势

我省对俄交流合作具有独特的区域优势。已获准对外开放国家
一类口岸 25 个，其中 15 个为中俄两国政府确认的边境口岸，随着
“三桥一岛”的陆续开通，我省与俄罗斯的互联互通将更加顺畅便
捷，对俄合作优势更加亮眼。另外，我省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
渊源。上世纪前半叶在黑龙江省居住的犹太裔俄罗斯人达 20万人，
1917 年哈尔滨的俄国移民占到四成，这些人的后裔有着浓厚的黑龙
江情结。俄罗斯的建筑、服装、饮食、语言等文化元素在我省尤其
是哈尔滨市随处可见，这些得天独厚优势为中俄人文交流奠定坚实
基础。因此，应充分利用传统的人文积淀，夯实基础，完善机制，
整合已有的对俄人文交流资源要素，发挥各地市独特优势，活跃人
文交流，实现中俄“民相亲”，助推其他领域交流与合作。

二、依托我省特色教育资源，搭建对俄教育交流合作新平台

一是打造联合办学品牌和增长点。在西方势力打压下，要积极
挖掘我省对俄教育合作传统优势，不断开拓与俄罗斯高校联合办学
项目，扩大办学规模，提升联合办学的层次和水平。俄罗斯教育体
系完善，学科设置富有特色，教育资源丰富，我省在工业、农业、
林业、医学等领域也有一批富有特色的院校和学科，应结合自身优
势积极布局，在俄罗斯寻求高层次的合作伙伴，提升我省现代教育
的竞争力。二是打造中俄高校联合办学示范点。要发挥品牌带动作
用，推动形成以哈工大、黑大等对俄合作底蕴深厚的高校为创新骨
干，形成对俄教育交流产业群。哈工大与俄罗斯工科排名第一的高
校进行了 10 多年“俄语—飞行器设计与工程”双专业联合培养，
成效显著，学校以此为基础建成了中俄联合校园项目，部分专业已
经完成招生，进入实施阶段。应增强这些大项目的示范效应和带动
作用，激发我省对俄教育交流新动能，推动形成我省对俄教育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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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体新格局。三是完善我省对俄教育交流人才智力保障体系。通
过灵活的人才激励机制，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管理人才。同
时，保持和发扬我省在俄语教学上的优势，有针对性地培养精通俄
语、熟悉俄罗斯及其他独联体国家自然人文环境的复合型人才。四
是完善多层次中俄教育交流合作沟通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各类教育
联盟，为我省对俄教育交流与合作搭建经验互学、资源信息共享、
分工协作平台，增进各高校间优势互补和务实合作。五是增加互派
留学生数量。除了派遣高等院校的留学生，还要关注职业院校留学
生派出。俄罗斯职业教育体系完备，有初等、中等、高等几级职业
学校，教学内容与社会实际需求相结合。可以鼓励学生到俄罗斯职
业学校学习，也可采用由企业委托培养形式送出去留学，学成后到
委托企业就业，为企业提供高层次的应用型人才。

三、持续优化人文交流合作环境，系统化搭建对俄人文交流合

作平台、拓展人文合作新布局

一是积极创新对俄文化交流品牌。甄选优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
文化产品，构建常态化文化交流机制；组织单位通过适当形式对大
众开展知识普及工作，提高群众对异域文化认知和审美水平。二是
有针对性地设计适合俄罗斯民众休闲度假旅游项目。俄罗斯民众具
有休假的历史传统，充分利用这一特点，积极开拓市场，通过多种
形式向邻近地区介绍我省富有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旅游产品，有计划
地从衣、食、住、行各方面打造旅游品牌，提供高质量、走心暖心
旅游服务，厚植俄罗斯人民的中国情结。三是拓宽卫生医疗领域的
交流合作布局。卫生医疗机构应创造条件与俄罗斯对口单位进行联
系，开展参访学习、学术交流活动，也可互派进修医生实地考察，
学习对方的医疗技术和卫生管理经验。疫情下可以与俄罗斯对口单
位进行直播连线、在线问诊，特别是针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因季节原
因产生的地方病，积极推广中医治疗方案和技术，加强互鉴互学，
同时积极交流防疫经验。四是创新体育领域的立体合作渠道。进一
步丰富完善体育交流合作的层次和形式，冰雪运动是我省和俄罗斯
人民的体育长项，这方面的交流大有文章可做。除了对口举办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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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竞赛活动，还可以在训练培养体育人才方面开展合作。五是强
化青少年联谊力度和广度。举办青少年夏令营、冬令营活动，中小
学开展对口合作和参访活动，让两国青少年广泛接触，互相学习，
增进友谊，从小种下友好相处、互帮互学的种子。

四、强化监管力度，建立长效运行保障机制

一是加强人文交流长期规划。做好统筹协调、广泛动员，形成
长期化、制度化的精心安排，避免出现时冷时热的“碎片化”现象。
每年制订一个可行的行动规划，定出项目，提出目标、要求和施行
办法，按规划逐项落实。二是创新形式注重实效。一方面充分调动
各地方、各级组织、团体的积极性主动性，持续增强人文交流的普
及性、延续性和群众性。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各基层单位积极性，动
员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文艺团体积极参与中俄人文交流活动，不
断创新活动的形式和内容。三是充分发挥群团作用。工、青、妇、
友协、文联、科协等群众团体，各行业协会，各类学会，研究会等
社会团体，都应在中俄人文交流中找到自身的位置，承担相应的责
任，发挥各自的优势，形成全民参与的中俄人文交流活动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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