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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

好伙伴、好朋友、好兄弟。相互尊重、睦邻友

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是中国同中亚五国

30 余年合作的成功密码。随着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不断推进，中国与中亚五国在减

贫、教育、物流等领域的深层次交流合作取得

丰硕成果。

交流减贫经验
促进共同发展

土坯房、黄泥墙，老照片记录下的昔日生

活环境，如今已是平坦的柏油路、整齐的砖

瓦房。今年 4 月，乌兹别克斯坦就业与减贫

部部长穆萨耶夫来到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

田家河乡元古堆村，惊叹“这里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

“我们告诉客人，2013 年 2 月 3 日，习近平

总书记来到我们村，鼓励大家一起努力，把日

子越过越红火。”元古堆村党支部书记董建新

说，乡亲们没有辜负习近平总书记的期望，引

来了水、修通了路，通过发展中药材、百合等

特色种植，2018 年实现整体脱贫。

行走在元古堆村，穆萨耶夫看到，水泥路

连通村巷，小轿车整齐停放。昔日的贫困村

已是产业兴、环境美、人气旺的现代乡村。穆

萨耶夫表示，将认真学习借鉴中国在脱贫攻

坚工作中采取的一系列有力举措和先进经

验，结合乌实际情况加以创新推广。

同样在 4 月，乌兹别克斯坦副总理库奇卡

罗夫率队在云南省专题考察脱贫攻坚工作。

在澜沧县东回镇班利村林下三七种植示范基

地，看到遮阴网下一棵棵三七苗长势良好，库

奇卡罗夫感慨：“这里空气清新，生态环境优

美，产业发展模式创新，中国青年见多识广，

积极创业，带动大家致富，非常棒！”他表示，

班利村的发展，折射出中国在减贫方面取得

的伟大成就，为推动世界减贫事业发展作出

巨大贡献。

近年来，减贫合作已成为中国和中亚国

家合作的亮点之一。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

济约耶夫表示，他从中国的生动实践中获得

启发，多次强调“愿意了解和借鉴中国的发展

经验，特别是减贫经验”，并派专家和政府官

员到中国学习，以推进乌减贫事业。

今年 1 月，第二期上合组织国家减贫与发

展研修班在重庆西南大学举办，来自塔吉克斯

坦农业部、卫生与社会保障部等部门的 15 名

专家和官员参加了线上培训。去年 6 月，西南

大学举办了面向乌兹别克斯坦专家和官员的

首期研修班。“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需求，我们

邀请国内专家进行了各有侧重的课程安排。”

西南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党委书记谭琳告诉记

者，针对乌兹别克斯坦的需求，课程设置了中

国社会保障兜底政策的主要做法及启发等内

容；针对塔吉克斯坦的情况，课程安排了新媒

体时代的电商营销策略等内容。

培训结束后，塔吉克斯坦农业部官员哈

桑尼·卡拉姆左达向学校发来邮件说：“对我

们而言，这是一次很有收获的研修活动，感谢

中方的精心组织。”许多学员也表示，希望能

够有机会来中国参观学习，实地了解中国的

乡村振兴风貌。据了解，今年重庆市外办、乡

村振兴局以及西南大学将继续举办减贫与发

展研修班，为相关国家探索减贫与农村发展

提供中国智慧。

深化教育合作
推动文明互鉴

9 年前，17 岁的伊赫拉斯·萨帕尔格李迪

耶夫（中文名“阿理”）一抵达北京，就迫不及

待地让朋友带他去爬长城。“太壮观了！”阿理

说，那是他第一次来中国。

阿理来自土库曼斯坦，中学毕业后选择

到中国留学。“我先后在中国的 3 个城市学习

生活。”阿理在杭州学习了 1 年中文后，在西安

读 了 4 年 本 科 ，2020 年 到 兰 州 大 学 读 研 究

生。从中文一字不识到读写流利，阿理如今

不再把自己当“老外”。今年硕士毕业后，阿

理打算继续留在中国攻读博士学位，为土中

两国的教育文化交流作出贡献。

“1992 年，兰州市同土库曼斯坦首都阿什

哈 巴 德 市 结 为 友 好 城 市 ，地 方 合 作 成 果 丰

硕。”兰州大学土库曼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王四

海介绍，中国连续多年是土库曼斯坦最大的

贸易伙伴，两国不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和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对接，

双方在教育、文化、科技、体育、地方等领域交

流合作持续深化。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年来，兰州

大学为中亚五国培养了 600 多名各类高级专

门人才。”兰州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副院长

黎春林说，这些人才在中亚国家经贸、教育、

政法、通信、地质地理、文学艺术等领域发挥

着积极作用。

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中亚

五国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合作交流不断加

深。2017 年，西北师范大学和吉尔吉斯斯坦

国立民族大学合作建立了“一带一路”研究中

心，并连续举办了 5 届中国与中亚人文交流与

合作国际论坛。

中共二十大胜利召开后不久，吉尔吉斯

斯坦国立民族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

任、吉尔吉斯斯坦文化功勋荣誉称号获得者

拉希德·尤苏波夫教授致信西北师范大学，表

示中共二十大是读懂中国、读懂中国共产党

的重要窗口，并表达进一步加强校际人文交

流合作的愿望。

拓展物流通道
实现互利共赢

“装车完毕，请检查！”

“收到！可以安排取车。”

江苏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生产

操作部调度员成飞，用对讲机与现场指挥进

行沟通对接。30 分钟后，带有“连云港”字样

的红色机车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鸣笛

出发。列车一路向西，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

开往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是中哈两国共

同出资建设的合资企业。自 2014 年 5 月运行

以来，在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喀什、二连浩

特、满洲里 5 个出境口岸都有业务，实现对中

亚地区主要站点全覆盖。

5 月 12 日，来自无锡一家企业的 1700 吨

聚酯切片，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出发

奔向目的地——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乌一

家工厂的负责人努尔兰得知列车顺利发车的

消息，兴奋地喊道：“太棒了，我们的工厂有希

望了！”

大约半个月前，努尔兰所在的工厂因库

存原料紧张，向无锡这家企业发出聚酯切片

紧急订单，该原料主要用于生产食品包装。

如果这批货物不能于 5 月底运抵，工厂将无法

及时交付成品，面临巨额贸易索赔。在收发

货人的共同努力下，该货物申报计划被优先

处理，货物于 5 月 1 日从无锡运抵中哈连云港

物流合作基地，11 天后顺利发往塔什干。努

尔兰感慨道：“本来我们已经做好了赔款准

备——完全没想到无锡工厂不到半个月就能

顺利发运！”

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多式联运

部经理苏立洋介绍，公司着力打造物流双循

环通道，并逐步形成了覆盖东南亚和东亚的

多通道、多种运输方式方案，可以让来自中亚

的货物通过连云港中亚班列进口或过境到第

三国，满足客户多重需求。

为应对日益增加的物流需求，2022 年 9
月，在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东大门”经济

特区无水港，两条新增轨道建成投用，无水港

场站换装能力提高一倍。“霍尔果斯—东大

门”经济特区无水港是继中哈连云港物流合

作基地后，第二个中哈国际物流合作项目。

“凭借中哈双方共同推进电子口岸等信息化

项目建设，无水港已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

基地实现业务联动、人员互派、信息联通和资

源共享。”连云港中哈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总经

理左学梅说。

“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运行以来，双

方并肩作战，促进了哈萨克斯坦与其他国家

的贸易往来。哈中两国之间的合作将持续稳

定发展，感谢中方和中国同事提供的帮助与

支持。”代表哈方参与经营管理的连云港中哈

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阿孜感言，这条

“黄金通道”为两国不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

共赢发挥了先行先试的重要作用。

（本报记者张光政对本文亦有贡献）

务 实 合 作 取 得 丰 硕 成 果
本报记者 俞懿春 王锦涛 常碧罗 姚雪青

聚焦中国—中亚峰会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路

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佛听

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了大漠

飘飞的袅袅孤烟。”2013 年 9 月，习近平

主席在哈萨克斯坦发表演讲，提出共同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中亚地区成为

“一带一路”的首倡之地。10 年来，中国

和中亚国家积极推进发展战略对接，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即

将在陕西省西安市举行的中国—中亚峰

会，将进一步凝聚中国和中亚国家高质

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共识，助力双方继

续做共建“一带一路”的先行者。

中 亚 地 区 是 高 质 量 共 建“ 一 带 一

路”示范区。各方积极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同本国发展战略对接，开展

高效合作，成功建成中哈原油管道、中

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中吉乌公路、中

乌 鹏 盛 工 业 园 、中 塔 乌 公 路 等 一 大 批

互 利 共 赢 的 合 作 项 目 ，广 泛 惠 及 地 区

各国人民。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地建

成 ，打 开 了 中 亚 国 家 通 向 太 平 洋 的 大

门 ；中 国 企 业 承 建 的 中 亚 第 一 长 隧 道

“ 安 格 连 — 帕 普 ”铁 路 隧 道 顺 利 贯 通 ，

结束了当地民众出行需要翻山越岭或

绕 行 他 国 的 历 史 ；一 座 座 产 业 园 在 中

亚拔地而起，不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

培养众多专业人才，还带动当地产业升级发展……中国

和 中 亚 国 家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的 生 动 实 践 ，让“ 空 口 袋 立

不起来”“只有结满果实的大树才会引人注意”等中亚谚

语有了最鲜活的注释。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高水平发展，为双方共建“一带一

路”提供重要政治保障。10 年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到访中

亚国家，通过多种方式同中亚国家领导人保持密切互动，推

动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在去年 1 月举行

的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双方宣布打造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开启相互关系的新时代。如今，中

国同中亚五国均已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均已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在此基础上，中方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同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塔吉克斯坦

2030 年 前 国 家 发 展 战 略 、吉 尔 吉 斯 斯 坦“2040 年 发 展 战

略”、乌兹别克斯坦“新乌兹别克斯坦”2022—2026 年发展

战略、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的对接不断推进。

民 心 相 通 是“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重 要 内 容 ，也 是“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人 文 基 础 。 10 年 来 ，中 国 同 中 亚 国 家 不

断加强人民友好往来，增进相互了解和传统友谊。双方

结成 62 对友好省州市，每年数十万民众常来常往；孔子

学 院 和 孔 子 课 堂 带 动“ 中 文 热 ”“ 中 国 文 化 热 ”在 中 亚 国

家持续升温 ；中 亚 首 家 鲁 班 工 坊 在 塔 吉 克 斯 坦 首 都 杜

尚 别 投 入 运 营 ；“ 中 国 — 哈 萨 克 斯 坦 传 统 医 学中心”“中

国 — 中 亚 农 业 合 作 中 心 ”“ 中 国 — 中 亚 综 合 农 业 科 技 示

范园区”揭牌，“教育培训计划”和“减贫惠农计划”正式

启 动 …… 中 国 与 中 亚 国 家 延 续 千 年 的 友 好 情 谊 更 加 深

入人心，双方共建“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愈

加深厚。

中 国 — 中 亚 峰 会 将 为 中 国 和 中 亚 国 家 高 质 量 共 建

“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共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引擎，哈方将继续积极支

持和参与”“塔方愿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此

框 架 下 推 进 经 贸 、工 业 、能 源 、基 础 设 施 等 各 领 域 合 作 ”

“土方愿积极推进‘复兴丝绸之路’战略同‘一带一路’倡

议对接，进一步扩大两国经贸合作”……当前，中亚国家

携手中国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愿望更为强烈。在继

续提升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水平，扩大相互投资和贸易规

模的同时，中国同中亚国家将不断深化产能、能源、农业、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确保重点合作项目顺利推进，积极

培育双方合作新增长点，为双方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在古丝绸之路的起点西安，中国和中亚国家将乘着中

国—中亚峰会的东风，继续携手打造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金字招牌，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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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亚 地 区 是“ 一 带
一路”的首倡之地，是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示
范区。中国—中亚峰会
将为中国和中亚国家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
入强劲动力

格拉夫纳亚水电站位于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以南的

瓦赫什河中下游，已经运行近 60 年，主要机组及配套设施

等亟待技术改造升级。由中国电建所属的水电十六局和成

都勘测设计院组成联营体承担水电站技改项目。

近日，水电站最后一台技改机组（1 号）的发电暨技改

工程合同完工验收仪式举行。技改后水电站装机容量提高

到 270 兆 瓦 ，有 效 改 善 了 当 地 电 力 供 应 ，并 提 供 了 农 田

灌溉。

左图：格拉夫纳亚水电站远景。 付元其摄

上图：塔吉克斯坦青年达列哇（右）跟着中国同事学习

电工接线。 周少伟摄

本报约翰内斯堡 5 月 13 日电 （记者

邹松）中国驻约翰内斯堡总领馆 12 日在馆

内举办主题为“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图

片展，庆祝中国和南非建交 25 周年。来自

南非政府、议会、学界和媒体界约 100 人出

席图片展。

图片展共展出 250 余幅图片，生动展

示了新时代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中国

人民自强不息的追梦足迹，以及中国人民

同世界各国人民和衷共济、携手

共进的生动案例。图片展还设

置专区展出中南建交 25 年来在

政治互信、经贸合作等方面取得的突出成

果。来宾纷纷表示，中国在过去 10 年取得

了巨大发展成就，更为世界提供了脱贫攻

坚、中国式现代化等中国方案、中国智慧。

南非自由州省省长特别代表、副省长

莫哈莱在参观完图片展后表示，热烈庆祝

南中建交 25 周年，感谢中国在经贸投资、

制造业发展、科技创新、青少年教育等方面

对自由州省的支持和帮助。

新时代中国的非凡十年图片展在南非举行

本报曼谷 5 月 14 日电 （记者刘慧）

新加坡消息：“茶和天下·苏韵雅集”活动

13 日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举行。该活

动由中国文化和旅游部、中国驻新加坡大

使馆主办，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新加坡

中国文化中心、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承办。

2022 年，“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

关习俗”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

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2019 年联合

国大会将 5 月 21 日定为国际茶

日。“茶和天下·苏韵雅集”是新

加坡“茶和天下·雅集”系列活动

的首场。主题讲座《跟着茶香游江苏》，从

多个角度介绍了中国茶文化的悠久历史和

丰富内涵。活动还设置了富春茶点制作技

艺展示台、宜兴紫砂壶展示区。

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和中国驻新加坡旅

游办事处自 5月起同时开展“茶和天下”线上

媒体宣传，包括茶史寻踪展览、茶文化纪录

片、云课堂以及贵州、湖北、福建、云南、江苏

茶文化等。

“茶和天下·苏韵雅集”活动在新加坡举行

“过去 10 年，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日新月异，令人赞叹。我

走访了近 20 个省份，见证了中国蓬勃发展，深切感受到中国

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比利时埃诺省农业与农业工程中心专

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弗朗索瓦·塞尔内尔在接受本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

塞尔内尔是比利时知名马铃薯晚疫病预防专家。1999
年，他将马铃薯晚疫病预测预报模型引入中国，与中国结下

不解之缘。在中比科技人员的共同努力下，该模型实现了

数字化升级，可提供自动化服务，预报也更加精准。目前，

模型已在多个国家推广，助力相关国家改善了马铃薯的品

质。2018 年，中国政府授予塞尔内尔“改革开放 40 周年最具

影响力的外国专家”称号。“科技交流可以分享知识、建立友

谊。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对中国的制度有信心，看

好中国的长远发展，期待与中国科研人员开展更多合作。”

塞尔内尔说。

20 多年来，塞尔内尔走过了中国很多地方，深入考察四

川、重庆、宁夏、广西、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他不仅在城市

进行科技交流，还花很多时间在偏远山区推广农业技术，由此

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有更加深入的观察和体会。

谈到中国的发展变化，塞尔内尔工作过的重庆市巫溪县

是他最熟悉的一个“样本”。“我第一次从重庆市区到巫溪用了

整整两天时间，从重庆乘船沿长江航行一天，再换乘汽车，颠

簸一天才到达巫溪。现在，从重庆到巫溪走高速公路，只需要

5 个小时左右。”他感慨说，虽然巫溪地处山区，但是四通八达

的交通网让这座县城不再偏远。目前，巫溪已经成为著名的

“中国绿色生态马铃薯之乡”，是广大游客喜爱的生态旅游目

的地。“每次到中国，我都看到一些新建的道路、机场、高铁，中

国的发展成就超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在塞尔内尔看来，中国不断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关

键在于“上下一条心、劲往一处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

国的国家治理“保持政策连贯性、执行力强”。塞尔内尔以中

国脱贫攻坚为例分析说：“贫困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挑战，中

国共产党和中国领导人把脱贫攻坚作为工作中的优先事项，

整个社会都认识到这一任务的重要性，齐心协力、团结奋斗，

取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

塞尔内尔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

想，不仅注重经济发展，也强调共享发展成果，重视解决弱势

群体的衣食住行、教育等民生问题。他说：“这些举措让中国

共产党获得了中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中国走出了一条行

之有效的发展道路。”

“中国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本报记者 张朋辉

据新华社罗安达

5 月 13 日电 （记 者吕

诚成）中国石油管道局

工 程 有 限 公 司 承 建 的

安 哥 拉 马 兰 热 省 最 大

供 水 系 统 巩 固 工 程 12
日举行交付仪式，安哥

拉 总 统 洛 伦 索 出 席 仪

式并剪彩。

洛伦索表示，该系

统提供的清洁饮用水可

以预防疾病传播，有效

保障当地民众健康，为

改善民生作出了贡献。

安 哥 拉 能 源 和 水

利部长若昂·博尔热斯

说，该工程的交付使用

极 大 增 强 了 当 地 供 水

能力，是安哥拉重要民

生基础设施之一。

据介绍，安哥拉马兰热省供水

系统巩固工程包括一个水处理厂

和 4 个蓄水池的建设和前期运营，

是当地首个 24 小时运营的供水设

施，将原有供水项目的覆盖范围提

高了约 6倍，惠及当地超过 3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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