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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交流活动

上合组织人文交流之树越来越枝繁
叶茂。

近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协
调员一行 21 人参访浙江杭州，探访西湖、
西泠印社、中国丝绸博物馆、阿里巴巴集
团、菜鸟集团等，体会中华文明的源远流
长，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澎湃动能。

“这些作品承载着生活在丝绸之路沿
线地区民众的文化和价值观。”参观“上
海合作组织国际美术双年展”时，上合
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说，这是属于
上合组织成员国艺术家的艺术之廊。在
西泠印社，巴基斯坦上合组织国家协调
员巴特发现了一枚巴基斯坦文字印章。

“可以看到，相通的文化紧密联系着各成
员国，不间断的人文合作将各国人民团
结在一起。”

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上，青岛被
赋予“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新角色。
2024 年 7 月，“2024—2025 上合组织旅游
和文化之都”活动在青岛启动。此外，作为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
区，青岛重点打造上合组织框架内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特色文旅品牌——“上合之
夏”系列活动。2024“上合之夏”活动季聚
焦跨文化对话、旅游业发展、青年交流、媒
体合作、历史和文化遗产等领域，开展 20
余类近百场特色活动。

“近几个月来，中国—上海合作组织
司法交流合作培训基地、上海合作组织
农业技术交流培训示范基地和中国—上
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青岛等
均举办了形式多样的活动。”西北大学中
亚研究院院长卢山冰教授接受本报记者
采访时指出，“当前，上合组织人文交流
合作呈现出元首外交引领、高访带动、
高端机制示范、双边多边结合的特点：
成员国元首在人文交流合作上的引领作
用更加凸显；人文交流机制建设更加牢
固，组织协调作用更加显著；各成员国
对本国与他国开展人文交流合作更加重
视；成员国之间双边和多边人文交流活
动更加丰富多彩。”

更多情感共鸣

上合组织发展最牢固的基础在于文
明互鉴，最深厚的力量在于民心相通。

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发起的“丝绸与
丝路：从杭州到撒马尔罕”系列展览正
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州立博物馆展
出，今年已是展览在撒马尔罕展出的第
三年。乌兹别克斯坦上合组织国家协调
员乌拜杜拉耶夫感慨道，撒马尔罕是中
国唐朝时期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承载
了无数文化交汇的故事。“我很高兴看到
借助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两国人民正
在产生更多情感共鸣。”

人文合作是上海合作组织的重要支
柱之一。2002 年通过的 《上海合作组织
宪章》 将文化领域合作列入本组织宗旨
与目标。20 多年来，在成员国共同努力
下，上合组织文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取得丰硕成果。

“20 多年来，上合组织在人文交流合
作上，形成了诸多合作机制，举行了一
系列开创性活动，在更大范围内推动民
心相通和互利合作。其中，教育领域交
流合作成果突出、科技领域交流合作密
切、文化领域交流合作异彩纷呈、卫生
领域交流合作全面发展。”卢山冰说，成
果的取得源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首
先，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
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

是成员国之间开展人文交流合作的基础，
完全契合成员国的意愿和诉求；其二，
成员国高层包括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
有力推动和地方政府的积极配合起到重
要作用；其三，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也为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人文交流合作
结硕果提供助力。”

“人文交流在促进成员国之间相互理
解、信任和持久关系方面已经发挥并将
继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巴基斯坦
观察家报》 网站文章指出，这种交流的
成功源于共同的文化历史、地区传统，
源于一个由贸易合作、共同经验、文化
协同联系在一起的群体的共同愿景。

更加美好前景

经过 20 多年的发展，上合组织已经
成为当今世界覆盖面积最广、人口最多
的区域性国际组织。文明交流与互鉴是
上合组织行稳致远的必然选择。

“人文交流是上合组织发展的‘三驾
马车’之一。中国提出的平等、互鉴、对话、
包容的文明观，契合上合组织成员国人民
的共同愿望，奠定了成员国进一步合作的
思想理念基础。人文交流合作实践筑牢了
上合组织合作的民意基础和社会基础，有
力推动该组织在安全、经贸、人文和医疗
卫生等领域的有效合作。”卢山冰说。

中国是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始终
把上合组织作为外交优先方向。中方担

任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将在政治、
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主办 100 多场
会议和活动，致力于主办一届友好、团
结、成果丰硕的上合组织峰会，为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上合力量”。

卢山冰指出，目前，上合组织人文
交流合作呈现三个趋势：一是与共建

“一带一路”“五通”中的民心相通紧密
融合、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二是紧密
融入和有效促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的发展；三是“上海精神”被越来越多
国家和地区的民众接受。“2025 年，中国
将充分发挥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
委员会等民间机构作用，继续办好传统
医学论坛、民间友好论坛、青年交流营、
青年发展论坛等品牌活动，在‘2024—
2025 上合组织旅游和文化之都’青岛举
办各类活动，并积极落实未来 5 年向上
合组织国家提供 1000 个青年赴华交流名
额，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人民相知相
亲。”卢山冰说。

《巴基斯坦观察家报》 网站文章指
出，上合组织通过在文化交流、学术研
究和旅游领域的合作，为建立一个不仅
由经济协议维系的地区共同体奠定了基
础。这个地区共同体拥有共同价值观、
共同目标以及共同的和平与繁荣愿景。

图①：2024 年 12 月 18 日，第三届上
合组织国家职工技能大赛在青岛市开幕。
图为来自埃及的易卜拉欣·穆西·赫尔
米·穆西 （前右） 与穆斯塔法·霍斯
尼·穆斯塔法·梅特瓦利 （前左） 在工
业机器人操作调整工项目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摄  
图②： 2024 年 4 月 15 日 ， 2024 年

“汉语桥”上海合作组织国家青年学生春
令营开营仪式在新疆师范大学举行。来
自 8 个上合组织国家的近 500 名青年学生
参加了此次春令营。图为参加春令营的
来华青年学生在新疆师范大学学生 （左）
的指导下学习茶艺。

新华社记者  王  菲摄  

上合组织文化合作领域不断拓展——

2025，开启人文交流新篇章
本报记者  张  红

加强交流互鉴，促进民心相通，是上合组织的
温暖底色。成立20多年来，上合组织的人文合作取
得了丰硕成果。2024年 7月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
上，中国正式接任上合组织2024年至2025年轮值主
席国。过去几个月来，上合组织人文交流活动越发
精彩纷呈。新的一年，上合组织框架内，来自不同
民族、拥有不同文化的人们必将在进一步的交流中
越走越近。

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
坦铁路项目启动仪式 2024 年 12 月 27 日在
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德市举行。这条连通
三国的铁路项目由设想付诸实施，从蓝图走
向现实，向着建成通车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
承载着中国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区域发展的
愿景，连接着中亚国家对地区发展繁荣的
渴望，中吉乌铁路必将为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力。

中吉乌铁路是三国共建“一带一路”
合作的标志性工程，也是中国同中亚互
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近年来，在三国
元首亲自关心推动下，项目持续取得新
进展。中吉乌三国政府间协定签署以来，
三国政府部门和企业积极推进项目前期
工作，取得一系列阶段性成果。今天的
启动仪式，标志着该项目前期工作取得
重大进展，为项目早日开工建设奠定了
坚实基础。铁路全线建成后，将成为惠
及三国和三国人民、助力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的战略通道，对促进沿线各国基础
设 施 互 联 互 通 和 经 贸 往 来 、 推 动 共 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中吉乌铁路起自新疆喀什，经吉尔

吉斯斯坦进入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未来
可向西亚、南亚延伸，建成后将极大促
进三国互联互通，不仅有助于三国发掘
各自的交通运输潜力，中亚区域内的交
通整合和整个区域的对外联通都将从中
受益。铁路建成后，将完善新亚欧大陆
桥南部通路，形成东亚、东南亚通往中
亚、西亚和北非、南欧的便捷运输通道，
并将拓宽新亚欧大陆桥的运输范围，提
高新亚欧大陆桥在国际运输中的地位。
正如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所说，
这条铁路将成为东西方之间的“战略桥
梁”，为贸易、旅游和工业开辟新机遇。

人畅其行、物畅其流，区域经济增长
和社会发展也将因此迎来更多机遇。建成
后的铁路，将成为从中国运输货物到欧洲
和中东的最短路线，货运路程缩短，物流
成本降低，而且有利于共建国充分发掘交
通运输和过境物流的潜力，带动运输业、旅游业发展，
提升产品出口速度，促进国家经济发展。基础设施的
联通，还将有效降低共建国家参与国际贸易的成本，
提升其与世界经济接轨的能力，激发更强发展动力。
亚洲开发银行研究表明，内陆国家基础设施贸易成本
每降低 10%，其出口将增加 20%。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
尔济约耶夫认为，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是落实三
国元首共识、促进互利合作、推进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举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该铁路有助于推动地
区贸易和一体化，促进人员往来和人文联系，搭建起
文明互鉴的重要桥梁，造福地区国家和人民。

中吉乌铁路项目是中国—中亚务实合作的生动
缩影，更是中国以互联互通推动区域协同发展的真
实写照。中吉乌有各自的产业比较优势，在加强基
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基础上，未来各方在新能源、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跨境电商、5G、绿色矿产等
新兴产业合作前景可期。不仅是在中亚地区，近年
来，中国参与并推动的周边地区合作涌现蓬勃动力，
地区互联互通迎来加速发展的势头。中欧跨里海直
达快运开通，“天府号”跨境公路班车中亚线发车，
中越边境铁路、中蒙跨境铁路、中新陆海新通道、
马来西亚东海岸铁路等重点项目取得重要进展。地
区国家对互联互通的需求以及迈向区域一体化的共
同心愿，成为越来越多新项目开花结果的关键动力。

中吉乌铁路，是基础设施的联通之路，是符合
地区人民共同利益的发展之路、友谊之路、幸福之
路，更是中国为区域发展开辟的合作大道。未来，
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内，更多项目将串起
各国民众对发展和繁荣的企盼，为全球经济注入全
新活力，为更多国家和人民创造更多福祉。

（据新华社电  记者樊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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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沙漠中的“非洲第一高楼”，到红海之滨的经贸合作
区；从 540 余口在沙漠里钻出的水井，到持续升温的“中文
热”……过去一年，中埃协力将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
埃及“2030 愿景”建设进一步对接，双方务实合作硕果累累。

埃及首都开罗以东 50 公里处的大漠之中，一座现代化新
城拔地而起。这便是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工程——
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 385.8 米的

“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
记者日前走访时看到，该项目全部建筑主体结构和外装

已经完工，部分写字楼开始竣工验收，草坪和树木点缀其间。
“我们近期正忙着对机电进行调测，内装和消防也在分批验
收。”项目机电工程管理部经理任珂说。

埃及总理马德布利表示，埃及新行政首都中央商务区是
中国企业在埃及实施的最大项目，反映了埃中两国卓越的合
作关系，是双方合作的重大成果。

在埃及红海之滨，始建于 2008 年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
贸合作区 （泰达合作区） 蓬勃发展、招商火热，逐渐成为对
接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和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
的示范项目。

最近两个月，中国玻璃控股有限公司埃及新能源玻璃项
目和中国光伏企业无锡博达新能科技有限公司埃及项目先后
在泰达合作区内举行开工奠基仪式。前者建成投产后，预计
70% 以上的产品将出口到北非、欧盟等地区，将带动当地近
千人就业。而后者的投产则标志着中国企业在埃及首个光伏
电池和组件工厂正式进入建设阶段。

埃及泰达投资公司执行董事徐琪峰说，2024 年以来，泰
达合作区迎来多个重大项目落地，招商势头喜人，各类考察
团更是络绎不绝。截至目前，泰达合作区吸引约 180 家企业入
驻，吸引投资超 30 亿美元，产业带动就业 7 万余人，不仅成
为当地新的“经济增长极”，而且填补了埃及多个产业空白，
为埃及培养输出了一批专业的技术工人和企业管理人员。

“以前这里是干旱的沙漠，如今在井水浇灌下，小麦等农
作物茁壮成长，充满生机和希望。”中曼埃及公司阿斯旺水井
项目副经理艾哈迈德·萨达尼对记者说，“每次见到清澈的地下

水喷涌而出，我和同事们都非常激动。”
埃及气候干燥，人口激增进一步加剧了水资源短缺。为缓

解粮食进口压力，埃及政府 2015 年提出开垦沙漠新增耕地的
“百万费丹”计划，计划在沙漠中打几千口水井。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下，中曼集团积极把握机
遇，于 2016 年 10 月成立中曼埃及公司，先后在明亚省、马特
鲁省、阿斯旺省等地累计钻探 540 余口沙漠水井，助力埃及实
现沙漠变绿洲的梦想。

“我们做的是民生工程，为中埃共建‘一带一路’贡献绵
薄之力。看到井水让当地民众获益，我们由衷高兴。”中曼埃
及公司总经理赵吴涛说。

除了开垦沙漠发展农业外，埃及近年来还在沙漠中大力
开发光伏产业，将充沛的光照资源转化为清洁能源。2024 年
12 月 14 日，由中国能源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承建的阿斯旺康翁
波光伏电站投入运营。该电站装机容量 500 兆瓦，投入运营后
预计将为 25.6万户埃及家庭提供电力。

埃及前总理埃萨姆·谢拉夫表示，共建“一带一路”不
仅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硬联通”，还促进了不同国家和
民族之间的“心联通”。

在埃及，“中国文化热”“中文热”持续升温。中文已经正式
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目前埃及已有近 30 所高校开设中文系
或中文课程，超过 20 所中学开设中文选修课，陆续建成 3 所孔
子学院、2个孔子课堂以及 2个鲁班工坊。

今年是“中埃伙伴年”。中国驻埃及大使廖力强说，人文交
往是“向心力”，今年中埃双方举办了“欢乐春节”“茶和天下”

“中国电影周”以及中埃丝路文化遗产国际交流等丰富多彩的
中国文化活动，受到各界关注和喜爱。“金字塔之巅：古埃及
文明大展”在中国上海博物馆成功举行，中国空军运-20 与歼
-10 表演机编队飞越金字塔上空，为中埃友谊留下历史见证。当
前，中埃人员往来日益频密，每周直航航班数量达 32 班次，全年
中国访埃游客预计达 30万人次。

“下阶段，中埃双方将以‘中埃伙伴年’为新起点，深化
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廖力强说。

（据新华社电  记者姚兵、董修竹、张健）   

中埃共建“一带一路”结硕果

近日，尼泊尔博克拉举行
国际热气球节。

上图：热气球在尼泊尔博
克拉升空。
    左图：飞行员为热气球升
空做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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