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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盐收获季，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区南堡盐场的工人利用晴好天气抢收秋盐。南堡

盐场是我国长芦盐区海盐生产基地之一，占地 35 万亩，今年预计海盐总产量可达 140 万

吨。图为 10 月 16 日，机械设备在南堡盐场收获秋盐。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在河北沧州，生态保护和湿

地修复工作持续推进，南大港湿

地沟塘相连、水草丰美；在山东

东营，生态环境持续向好，黄河

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迎来

越来越多候鸟“新住民”……第

四十六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

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黄

（渤）海候鸟栖 息 地（第 二 期）

顺 利通过评审，山东东营黄河

口、河北沧州南大港等 5处提名

地扩展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近日，记者前往采访。

退养还湿
保护栖息环境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

行而不相悖。”在南大港候鸟栖

息地，芦苇、盐地碱蓬等植物连

成一片，底栖动物生存繁衍，为

在此处停歇的鸟儿提供了理想

的 栖 息 场 所 和 充 足 的 食 物 来

源。草甸、沼泽、水体、野生动

植物等多种生态要素聚集，组

成了环渤海生态区内典型的沼

泽生态系统。

季节更替，候鸟循着气温和

资源的变化迁徙繁衍，对维护整

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平衡具有重

要意义。“栖息地的质量、食物资

源是迁徙候鸟生存的关键。上

游下泄的淡水汇聚在这里，逐渐

形成浅水沼泽，其中的鱼、虾、蟹

类，都是鸟儿的食物。”南大港湿

地和鸟类自然保护区管理处副

主任王立军介绍。

站在南大港湿地的观鸟亭

远眺，千亩苇荡与水面交错，芦苇随风摇

曳，白鹭立于浅滩，各种鸟类不时映入眼

帘。“湿地的北部区域也曾因为围垦形成了

连片的养殖池塘，自然保护区通过退养还

湿，推进微地形整理和生态化改造，成功恢

复了 108.8 公顷湿地生态。”南大港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局长孟召蕾说。

退养还湿区的两张图片展示着湿地

的变化。“前一张拍摄于 2023 年 6 月，后一

张拍摄于今年 8 月。一年多来，生态修复

让水面不断扩大，水体也更加清澈了。”王

立军说。

生态环境焕然一新，生态成效逐步显

现。今年春迁，上百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小天鹅在这里聚 集 栖 息 ，雁 鸭 类 水 禽 在

这 里 停 留 补 给 ，南 大 港 湿 地 成 了 候 鸟 的

乐园。

“我们将保护鸟类迁徙通道作为重点，

做好以南大港为代表的湿地保护修复工

作，全力保护好、利用好自然遗产。”河北省

林业和草原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忠说。

水系连通
改善生态功能

曾经的黄河三角洲，水量减少、流路固

化、海水倒灌、互花米草泛滥等问题导致黄

河与湿地、滩涂的水文连通性下降，土壤盐

碱化严重，威胁本土动植物的生存和近海

岸生态系统安全。

河流水系循环连通、原生湿地保育补

水、鱼虾生物繁衍生息、野生鸟类觅食筑巢

……东营市着力构建“河—陆—滩—海”水

系连通体系，推动互花米草治理工程，促进

黄河与自然保护区的大循环、湿地内部小

循环，湿地生态功能大为改善。“黄河三角

洲原先的光板地、盐碱滩，变成了水草丰

茂 、生 物 多 样 性 富 集 的 大 湿

地。”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规划建设科负责人周

立城介绍。

“ 生 态 好 不 好 ，鸟 儿 最 知

道。”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可以看到不少电线

杆上都筑有鸟巢。黄河三角

洲生态监测中心副主任赵亚

杰介绍：“这是专门为东方白

鹳搭建的人工巢，巢下是湿地

水面，方便东方白鹳捕鱼。”

为 了 给 鸟 儿 一 个 安 稳 的

“ 家 ”，东 营 重 点 开 展 东 方 白

鹳、黑嘴鸥、鹤类等物种栖息

地保护，在自然保护区架起人

工巢、建起繁殖岛。近年来，

自然保护区内东方白鹳、黑嘴

鸥 、白 鹤 等 鸟 类 数 量 稳 步 增

加 。 黄 河 三 角 洲 已 成 为 东 方

白鹳全球最大的繁殖地、黑嘴

鸥全球第二大繁殖地。

“ 万 物 各 得 其 和 以 生 ，各

得其养以成。”自然保护区内

鸟类由建区时的 187 种增加到

目前的 373 种，现有国家一级

重点保护鸟类 26 种、国家二级

重点保护鸟类 65 种，东营黄河

口 湿 地 是 东 亚 — 澳 大 利 西 亚

迁徙候鸟重要的中转站、越冬

栖息地和繁殖地，数百万只鸟

在这里迁徙、越冬、繁殖，被誉

为“候鸟国际机场”。

在东营垦东 12 区块 121 平

台，3 口永久封存的油井见证

胜 利 油 田 为 黄 河 三 角 洲 湿 地

保护“舍油让地”。高耸的采

油设备已不见踪影，采油平台

周 边 水 面 上 不 时 有 成 群 的 鸟

儿盘旋。

在 自 然 保 护 区 核 心 区 和

缓冲区的 300 处油田生产设施

全部退出，在实验区对胜利油

田的生产作业出台严格管理办法，分类组

织开展生态恢复……胜利油田的变迁和绿

色高效开发成为推进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写照。

科学监测
守护候鸟迁飞

“10 月上旬，大批的鸟儿来到这里停

歇并补充食物，群鸟高飞，特别壮观。”王立

军说，为了不影响鸟类的正常活动，将保护

工作做得悄无声息，南大港自然保护区工

作人员想了很多办法。

“我们安装了声纹监测系统，能够收录

鸟的叫声并进行自动比对，判定鸟的种类；

还安装了多个高清摄像头，由人工智能自

动比对和记录飞过监控探头的鸟类数量和

种类。”孟召蕾说，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或手

机可以实时观看这些视频监测设备捕捉到

的画面。

在黄河三角洲生态监测中心，一块大

屏幕上醒目地显示着鸟类物种、种群变化

等信息和自然保护区内的实时监控画面。

“现在，自然保护区综合运用智能识别、无

人机、大数据等先进手段，对鸟类实施不打

扰的保护与监测，为科学保护提供了高效、

精准的数据支持。”赵亚杰说。

“保护好候鸟栖息地对全球生物多样性

保护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北京师范大学

教授张正旺表示，“黄（渤）海候鸟栖息地（第

二期）是对第一期栖息地保护工作的扩展，

也是中国向世界湿地保护交出的答卷。”

“我们还将加强与相关组织及保护地

的合作，建立国际合作交流机制，共同保护

迁 飞 通 道 上 的 250 多 种 、5000 多 万 只 水

鸟。”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研中

心负责人王安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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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代表团团长支持推进“上合组织可持续发展

年”框架内合作，认为充分发掘和利用上合组织地区

在绿色发展、数字经济、贸易、电子商务、金融及银行

事务、投资、高科技、创新创业、减贫、卫生（包括传统

和民族医学）、农业、工业、交通、物流、能源（包括可

再生能源）、通信、科技、环保、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

的潜力，实现成员国经济可持续和包容性增长具有

重要意义。

各代表团团长重申将致力于保障上合组织地区

经济稳定和社会发展，指出落实《上合组织至 2030
年经济发展战略》和《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

纲要》具有重要意义，强调应在相关合作机制框架下

就落实相关活动加强协调。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长

会议（2024 年 9 月 12 日，伊斯兰堡）成果，责成落实

关于《建立上合组织经济优惠政策库的构想》《上合

组织成员国贸易促进机构合作构想》《上合组织成员

国发展创意经济合作框架》。

各代表团团长指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经贸合

作潜力巨大、机遇广阔，强调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

发展“新经济对话”构想》具有重要意义。

各代表团团长认为，应加强相互协调与合作，高

效利用数字经济和科技创新，为上合组织国家发展

进步、提升地区经济竞争力和发展潜力注入新动力，

强调技术应惠及全民。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深化信息安全领域合作十

分重要，亟需弥合“数字鸿沟”，支持基于各自国内法

律研究建立跨境数据交换机制，在经济和社会领域

推广数字技术，发展电子政务、电子支付系统、电子

商务及其他数字化业务。

团长们注意到有关国家通过的《关于数字公共

基 础 设 施 推 进 数 字 包 容 和 创 新 的 构 想》（2023 年

5 月 13 日，新德里）。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定期召开电子商务专业工作

组会议的重要性，注意到关于 2025 年在中国召开电

子商务专业工作组会议和制定《上合组织成员国电

子商务合作计划》草案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标准制定对贸易便利化的

促进作用，支持推动上合组织成员国间标准化领域

平等互利合作和相关领域经验交流。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海关领域，特别是在上合

组织地区构建便捷、安全、稳定供应链，完善海关监

管和打击走私渠道等方面的合作蓬勃发展。

各代表团团长认为上合组织成员国工业部长会

议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注意到关于 2025 年举办下一

次会议的建议。认为支持创意产业有助于提升各经

济体的竞争力和工业化程度，扩大上合组织成员国

劳动力市场，惠及青年等群体，降低失业率，促进可

持续增长。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研究关于设立上合组织成员

国工业领域投资项目数据库的建议以及在上合组织

成员国工业部长会议框架内通过关于会展活动的条

例。团长们注意到上合组织作为伙伴组织积极参与

“创新工业”国际工业展（2024 年 7 月 8 日至 11 日，叶

卡捷琳堡）的有益经验。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就各国产业政策落实、数

字化平台建设、生产技术以及信息技术标准化领域

交流经验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指出，发展中小微企业对促进经

济增长和创造就业十分重要。鉴此，各方强调要继

续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经贸部门间促进中小微企

业合作的谅解备忘录》（2018 年 6 月 10 日，青岛）开

展务实合作。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形成未来能源共同愿景十

分重要，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能源部长会议（2024
年 6 月 21 日，阿斯塔纳）成果。团长们强调应在《上

合组织成员国 2030 年前能源合作发展战略》（2024
年 7 月 4 日，阿斯塔纳）基础上继续深化能源领域互

利合作，特别是建设跨境能源基础设施、巩固能源安

全，责成尽快制定落实该战略路线图。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关于制定在可再生能源领

域吸引投资和技术综合计划的建议。团长们支持在

兼顾各成员国利益基础上，继续推动能源领域全面对

话，在能源生产国、过境国和消费国间开展务实合作。

各代表团团长欢迎首次上合组织成员国反垄断

部门负责人会议（2024 年 5 月 30 日，杜尚别）成果。

上述会议为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领域合作，营

造公平竞争的国际经贸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

各代表团团长指出，为进一步完善上合组织外部

审计机制，应邀请具备必要专业资质的上合组织成员

国最高审计机构参加上述工作。团长们责成最高审计

机关负责人在下一次专门会议上对此进行研究。

各代表团团长欢迎成立上合组织成员国投资者

联盟，责成成员国授权机构制定措施支持该工作机

制有效运转。团长们注意到由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共同主持召开的上合组织成员国

投资促进专门工作组会议（2024 年 2 月 20 日至 22
日，德黑兰）成果，以及制定促进相互投资综合措施

的建议。团长们相信，上述机制将为上合组织框架

内投资领域合作带来新动力。

各代表团团长根据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

2024 年 7 月 4 日通过的《关于上合组织项目融资保

障机制的决议》，责成成员国主管部门就建立上合组

织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发展基金（专门账户）和有关

方参与的上合组织投资基金加强磋商。

相关成员国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

为制定共识性建议所作努力，强调应继续落实《上合

组织成员国逐步扩大本币结算份额路线图》（2022
年 9 月 16 日，撒马尔罕）。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相关成员国关于建立独立

结算系统和支付系统对接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在

发展上合组织成员国工商界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注意到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理事会会议暨上合组

织工商论坛（2024年 6月 28日，阿斯塔纳）成果。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在研

究银联体成员行间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融资最

佳实践，以及通过金融创新促进各国经济可持续和

平衡增长方面所作的努力。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政府关

于加入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的意愿。

各代表团团长认为，上合组织实业家委员会和

银联体为开展务实合作，促进上合组织地区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会

议所做工作，包括制定《提升上合组织成员国贸易和

技术合作：建议和下步行动》主题报告。团长们欢迎

白俄罗斯战略研究所加入上合组织经济智库联盟。

各代表团团长认为开展地方合作具有特殊意

义，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地方领导人论坛（2024
年 9 月 17 日至 19 日，鄂木斯克）成果。

团长们认为上述平台对加强成员国经贸合作、

研究本组织框架内多边合作情况并评估其前景十分

重要。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加强统计部门多边合作的

重要性，应引进最佳统计实践和方法为成员国开展

经贸领域优先合作及时提供官方统计信息。

各代表团团长确认，成员国支持国际社会扩大

互联互通，欢迎上合组织国家在遵守国际法、符合

《联合国宪章》和《上合组织宪章》宗旨原则以及公

正、平衡基础上，为促进交通运输领域互利合作提出

的所有倡议。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进一步落实《上合组织成员

国发展互联互通和建立高效交通走廊构想》（2022
年 9 月 16 日，撒马尔罕）。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交通部长

会议（2024 年 6 月 20 日，视频方式）成果。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积极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

政府间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协定》（2014 年 9 月 12
日，杜尚别）并定期举行国际道路运输便利化联合委

员会会议。各代表团团长欢迎为纪念上述协定签署

10 周年而举办的“天山之路”国际会议（2024 年 5 月

29 日，杜尚别）。

各代表团团长责成各国主管部门采取措施，落

实此前通过的交通脱碳、数字化转型、技术创新、发

展港口和物流中心领域的概念文件。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应进一步发展铁路运输领

域合作，欢迎于 2024 年 11 月 27 日至 29 日举行上合

组织成员国铁路部门（铁路）负责人会议。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在铁路多式联运领域应用数

字化等创新和新兴技术。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采取措施发展港口物流和

铁路基础设施，开展科技创新和多式联运，建设现代

化物流中心，培养人才，以及推进铁路领域数字化、安

全保障和生态保护十分重要。团长们支持在《上合组

织成员国港口和物流中心发展合作构想》（2024 年 7
月 4日，阿斯塔纳）框架内积极开展务实合作。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加强环保合作，保护生物多

样性和有效管理废弃物。团长们责成主管部门采取

有效措施落实 2024 年 7 月 4 日在阿斯塔纳通过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关于有效管理废弃物

的声明》《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环保合作协定》和

《上合组织成员国在保护区（特别保护区、自然保护

区）和生态旅游合作发展纲要》。各代表团团长高度

评价成员国在 2024 年上合组织生态年框架内开展

生态行动及举办相关活动。

各代表团团长指出，应落实联合国大会“山区可

持续发展”决议，包括将 2023 年至 2027 年确定为“山

区发展行动五年”，以及将每年 3 月 21 日确定为世界

冰川保护日，为支持冰川保护事业设立专项基金。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环境部长

会议（2024 年 5 月 22 日，阿斯塔纳）成果，支持继续

落实有关成员国通过的《上合组织环保信息共享平

台共建方案》（2022 年 11 月 1 日，北京）以及 2024 年 5
月 22 日在阿斯塔纳通过的《上合组织解决环境问题

的联合方法》《2024—2026 年落实〈上合组织“绿色

之带”纲要〉联合行动计划》《〈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

合作构想〉2025—2027 年落实措施计划》。

各代表团团长重申，上合组织成员国愿通过交

流实践等方式加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负面影响。

团长们责成有关部门推动上合组织气候变化问题特

别工作组尽快开展工作，包括制定相关条例。团长

们注意到关于制定《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应对气

候变化合作协定》和建立中国—上合组织生态环保

创新基地的建议。

团长们支持同有关国际机构开展对话，吸引环

保领域联合项目投资，引进环保新技术，提高绿色经

济比重。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国家绿色发展论

坛（2024 年 7 月 8 日至 9 日，青岛）成果。

各代表团团长认识到自然灾害风险日益提升，支

持进一步深化应急救灾部门间合作，包括自然灾害风

险空间监测，信息及先进经验交流，就及时响应紧急情

况、保障应急救援工作安全举办研讨会和演习等。

团长们致力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救灾

互助协定》（2005 年 10 月 26 日，莫斯科）2023 至 2025
年行动计划。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成员国在传染和非传染病防

治与治疗、保障民众健康和卫生防疫安全、卫生健康

系统数字化建设、获取优质药品等领域开展合作，在

上合组织地区发展医疗旅游。在上合组织成员国卫

生部长会议（2024 年 3 月 14 日，阿斯塔纳）成果基础

上，团长们责成各国主管部门切实落实上述会议通

过的《上合组织成员国卫生领域合作发展基本措施

纲要（2025—2027 年）》，责成有关成员国加快研究

关于建立上合组织医学协会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传统医学

专家工作组会议（2023 年 11 月 23 日，视频方式）和

上合组织国际医学大会（2024 年 3 月 27 日至 28 日，

比什凯克）成果。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为保障卫生防疫安全，提升

成员国应对传染性疾病能力，应确保全民享有可靠

的基本卫生服务。团长们注意到关于 2024 年 12 月

12 日在圣彼得堡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卫生防疫部

门负责人会议的建议，包括审议《上合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关于保障饮用水安全卫生的声明》（2024
年 7 月 4 日，阿斯塔纳）落实情况，商谈《上合组织成

员国关于防治鼠疫的合作协议》草案。

各代表团团长指出，在上合组织减贫特别工作

组框架内就摆脱贫困、增加人民福祉深化合作具有

重要意义。上合组织成员国在该领域所做工作将有

助于推动形成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生活方

式，促进上合组织成员国间就减贫合作交流实践经

验。团长们注意到减贫特别工作组会议（2023 年 12
月 6 日，视频方式）和专家专题研讨会（2024 年 9 月

10 日，视频方式）成果，以及关于制定《上合组织成

员国减贫合作计划》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农业部长

会议（2024 年 5 月 29 日，视频方式）成果和《上合组

织成员国农作物育种和种业合作规划》获得批准。

团长们主张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已通过文件和决

议的基础上深化合作，扩大成员国间农产品贸易规

模，拓展合作领域。

各代表团团长重申应采取措施维护全球粮食安

全和优化食品供应，合作研究种植气候韧性型营养谷

物，包括小米、水稻、小麦、玉米和其他传统作物。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关于上合组织成员国参加

白俄罗斯国际农业展（2025 年 6 月 3 日至 7 日，明斯

克）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应尊重和保护传统价值观

和文化文明多样性，进一步深化本组织成员国人文领

域合作，在教育、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采取新的交

流形式。团长们指出，在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等

框架内加强全球宗教和文化间对话具有重要意义。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体育部门

负责人会议（2024 年 5 月 24 日，阿拉木图）成果，以

及加快研究关于成立上合组织体育组织协会和体育

工作组、举办上合组织运动会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关于 2024 年 12 月 9 日至

18 日在德黑兰举行上合组织成员国“丝绸之路杯”

五人制足球赛的建议。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旅游部门

负责人会议（2024 年 5 月 24 日，阿拉木图）成果，支

持继续落实《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间旅游合作发展

协定》（2022 年 9 月 16 日，撒马尔罕）和《2024—2025
年上合组织旅游领域共同行动计划》。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每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昆明

市和吉尔吉斯共和国伊塞克湖州举行的上合组织马拉

松赛对发展上合组织体育合作作出了积极贡献。

各代表团团长高度重视举办上合组织成员国、

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参与的体育活动和赛事，促进国

家间体育交流，发展奥林匹克、非奥林匹克、残疾人

奥林匹克和民族体育项目。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体育运动在促进团结与和

平方面发挥着特殊作用，上合组织成员国将在平等

和非政治化基础上推动发展国际体育合作，反对以

国籍、语言，政治或其他信仰、民族或社会出身等任

何理由歧视运动员。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深化青年政策领域合作，注

意到上合组织青年委员会在加强成员国青年组织和

青年领袖合作方面的重要作用，以及“上合组织创业

孵化器”活动（2024 年 9 月 23 日至 28 日，莫斯科、杜

布纳）成果。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科技部长

会议（2024年 6 月 19 日，视频方式）成果，会上各方商

定优先制定和落实共同感兴趣的科技合作计划和项

目，完善法律基础，加强上合组织成员国间科技合

作。各代表团团长强调应在《上合组织成员国优先

领域科技合作行动计划（2022—2025 年）》（2022 年 9
月 16日，撒马尔罕）框架内继续加强协作。

各方代表团团长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创新创

业对提高国家竞争力具有关键作用。鉴此，团长们

注意到创新创业专门工作组会议（2023 年 11 月 23
日，视频方式）和上合组织创业论坛（2024 年 3 月 18
日至 20 日，新德里）成果。

各代表团团长欢迎成员国共同致力于在上合组

织框架内遴选多边联合科研创新示范性项目，制定《上

合组织成员国人工智能发展合作计划》落实路线图。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部长

会议（2024年 5 月 15 日，视频方式）成果，强调继续深

化文化合作对巩固睦邻友好关系具有重要意义。各

代表团团长强调文化合作前景广阔，注意到关于制定

《上合组织成员国文化交流日历表》的倡议。

各代表团团长支持继续积极落实《上合组织成员

国政府间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合作协定》（2021年 9月 17
日，杜尚别），包括加强打击非法贩运文物合作。

各代表团团长高度评价 2023 年至 2024 年上合

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框架内在阿拉木图举办的活

动，认为宣布青岛为 2024 年至 2025 年上合组织旅游

和文化之都有利于挖掘地区旅游合作潜力，进一步

加强文化合作。

各代表团团长注意到上合组织成员国教育部长

会议（2024 年 4 月 18 日，莫斯科）成果，会上有关方

将加强上合组织大学框架内合作，以及开展学术交

流、联合科研、职业教育、语言教学、青年交流、数字

教育合作列为上合组织教育领域优先事项。

各代表团团长强调，民间外交有助于增进上合

组织框架内各国相互理解、扩大人文交流，注意到中

国上合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乌兹别克斯坦上

合组织民间外交中心、吉尔吉斯斯坦上合组织文化

一体化中心、塔吉克斯坦上合组织友好合作中心和

俄罗斯上合组织民间外交国家中心为加强上合组织

人文交流所作贡献。

各代表团团长批准了《上合组织秘书处关于落

实〈上合组织成员国多边经贸合作纲要〉举行活动和

会议的报告》以及上合组织 2025 年预算。

考虑到白俄罗斯共和国加入上合组织，各代表

团团长就上合组织常设机构财务和人员编制问题通

过决议。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在友好、富有建设性的氛围中成功举行。

各代表团团长对巴方高水平组织工作和热情招待表

示感谢。

上合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下次会

议将于 2025 年在俄罗斯联邦举行。

白俄罗斯共和国总理 戈洛夫琴科
印度共和国外交部长 苏杰生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工业、矿业和贸易部部长

阿塔巴克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理 别克捷诺夫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李 强
吉尔吉斯共和国总理 扎帕罗夫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理 夏巴兹
俄罗斯联邦政府总理 米舒斯京
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 拉苏尔佐达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 阿里波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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