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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同道合 传承千年情谊
大漠孤烟，驼铃声声。向历史深

处回望，2100多年前，汉代使者张骞出

使西域的旅程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

交往的大门。

从历史走向未来，2013年秋天，习

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四国，在哈萨克斯坦

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唤醒古老的记忆，描绘梦想的蓝图。

10 多年来，习近平主席一次次踏

上中亚大地，同中亚国家领导人保持

密切沟通，加强双边和多边互动。中

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面

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作，

将双方关系带入崭新时代。

如今，中国同中亚五国实现了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覆盖，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全覆盖，在双边层

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全覆

盖。三个“全覆盖”，彰显中国同中亚

国家政治互信的高度、睦邻友好的深

度、务实合作的广度。

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

道合的结果。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深化中国－中亚合作，是我们这代领

导人着眼未来作出的战略抉择，顺应

世界大势，符合人民期盼。”

2020 年，中方倡导成立中国－中

亚机制，并于 7 月以视频方式举行中

国－中亚外长首次会晤，宣布建立定

期会晤机制。

2022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同中亚

五国元首举行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各方提议将中国－中

亚机制升格至元首层级。“始终相互尊

重、睦 邻 友 好、同 舟 共 济、互 利 共

赢”——习近平主席这样总结中国同

中亚五国合作的成功密码。

2023年 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在古都西安举行，习近平主席全面阐述

中国对中亚外交政策，同五国元首共同

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

共同体，正式建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

机制，设立中国－中亚机制秘书处。习

近平主席就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中亚提

出“四点主张”，就如何建设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提出“四个坚持”，得到

中亚各国元首高度赞同和热烈响应。

从《西安宣言》的出炉，到一系列

多双边文件的签署，再到重大合作共识

的达成，这一历史性峰会，在中国同中

亚国家绵延数千年的

友 好

交往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为地区

乃至世界和平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中

亚合作内涵日益丰富，全方位、多维度

的立体合作格局日益完善，机制框架

内成立的经贸、产业和投资、农业、交

通、海关、公安内务、应急管理等部级

合作机制高效运转。不久前，中国－

中亚外长第六次会晤在阿拉木图举

行，与会中亚国家外长高度评价同中

国的高水平团结互信和中国－中亚机

制重要作用，表示将深入挖掘双方合

作潜力，打造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建设新的里程碑。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

长舍拉季尔·巴克特古洛夫认为，中

国－中亚机制“年轻有为”、富有成效，

开创亚欧地区多边协作新模式，有助

于各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立场、

增强互信，在地区安全和发展问题上

达成共识。“相信即将召开的阿斯塔纳

峰会将为拓展合作视野、取得更多造

福地区人民的务实成果注入新动力。”

同声相应 携手奔赴现代化
4月 29日，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巴

德地区的群山间，机器轰鸣声打破山谷

的沉寂。中吉乌铁路位于吉境内段的

三座隧道开工建设，标志着中吉乌铁路

项目正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工阶段。

作为中吉乌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志性工程，这

条“钢铁丝路”承载着三国人民互联互

通、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吉交通和通

信部官员塔里耶尔·克尔迪别科夫认

为，中吉乌铁路将重构中亚地区的物流

网络。在乌兹别克斯坦企业家和实业

界人士运动－自由民主党副主席梅利

博耶夫看来，中吉乌铁路是中国与中亚

国家深化互信与务实合作的有力证明。

“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

2023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

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说。两

年来，伴随中国－中亚机制合作水平

不断提升，中吉乌铁路开工、中国多地

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哈萨克斯坦西

安码头投运并实现高质量发展、跨里

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持续推进……中

国与中亚国家不断深化互联互通，中

国－中亚交通走廊建设开启新篇章。

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新起

点，中国和中亚国家以前所未有的速

度和力度强化合作，共谋发展，携手奔

赴现代化。

越织越密的通道网，架起经

贸往来“直通桥”，助力中国和中亚国

家跑出互利共赢“加速度”。搭乘日夜

兼程的班列、货车和航班，中国的家

电、日用品、新能源车等产品源源不断

进入中亚，中亚的化肥、棉花、牛羊肉

等优质产品更快进入广阔的中国市

场。中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

中国与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达 948 亿美

元，较前一年增加 54 亿美元，创历史

新高。

38 岁的哈萨克斯坦农场主谢尔

盖告诉记者，他近年与中国企业合作

尝试“订单农业”种植模式，按中国市

场需求种植粮食作物，还接受中国农

业专家的技术指导和帮助，解决了“种

粮难、卖粮难”问题，收入增加了，一家

人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盼头。

从共建农业技术实训基地，到打

造信息技术产业园，从开发风电、光伏

等清洁能源项目，到开设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中国与中亚国家务实合作不断

拓展新领域，取得新成就，为中亚各国

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学者阿卜杜

加尼·马马达济莫夫说，中国－中亚机

制为地区稳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我们期待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继

续深化双方合作，不断完善基础设施

和物流项目，在各个行业和领域形成

合力，推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相知相亲 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5月 31日，车身绘有大雁塔、古城

墙等西安地标建筑的首趟中国－中亚

国际人文旅游专列（西安－阿拉木图

段）缓缓驶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火

车站。中哈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由此拉

开序幕。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宣布推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旅

游专列等一系列合作倡议。从丝路起

点到中亚腹地，飞驰的专列为民心相

通架设新的桥梁。哈萨克斯坦国家铁

路公司董事会副总裁阿努阿尔·艾哈

迈德扎诺夫说，希望专列的开通能够

促进中国和中亚国家民众之间的交

流，增进相互理解。

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分别实施互免签证政策。今年

是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也是中

国“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年”。越来越多

的中国游客前往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丝

路古城感受中亚风情，“到中国去”也

成为不少中亚国家游客的共同选择。

在中国和亚欧大陆的

中心地带之间，千年丝路人畅其行、物

畅其流，带来的是民心相通和文化交

融。从教育合作到地方交往，从治国理

政交流到减贫合作，深入而持久的文明

对话与互鉴，让这份友谊更加醇厚。

职业教育合作为中亚青年打开通

向未来的机遇之门。在塔吉克斯坦，中

亚地区首个鲁班工坊运行超过两年，为

当地培养城市热能应用技术和工程测

量技术人才；在哈萨克斯坦东哈萨克斯

坦州，鲁班工坊专注培养汽车专业人

才；在阿斯塔纳，哈第二个鲁班工坊正

紧锣密鼓地筹备；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

别克斯坦鲁班工坊去年揭牌，土库曼斯

坦鲁班工坊建设持续推进。

“中文热”“中国热”在中亚国家

不断升温。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设文化

中心加快推进，13所孔子学院“桃李满

天下”，赴华留学成为越来越多中亚年

轻人的选择。如今，中国和中亚国家

已结成近百对友好省州市，丰富多彩

的交流合作项目涉及青年、文旅、经

贸、媒体等多个领域。

共同修复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

城，联合考古发掘哈萨克斯坦拉哈特

遗址，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同保护传承

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国和中亚

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让更

多丝路瑰宝重绽光华，为中亚文明的

传承发展书写崭新篇章。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观察家沙罗菲

丁·图拉加诺夫说，中国－中亚机制成

为推动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的重

要平台，为深化彼此理解和信任提供

重要支撑，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注

入更多人文力量。

在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部

科学委员会哲学、政治与宗教研究所

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艾达尔·阿姆列巴

耶夫看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将

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亚各国团结合

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为地区繁荣发展和完善

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从千年风华的西安到充满活力的

阿斯塔纳，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蓬勃浪潮中，在携手奔赴现代化的

崭新征程上，在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话

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必将传承世代友

好、继续守望相助，为维护世界和平发

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6月13日电

传承千年情谊 续写时代新篇
——写在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之际

新华社记者 韩梁 张代蕾 赵嫣

6月，石榴花开，伊希姆河蜿蜒流淌，“草原之国”哈萨克斯坦处处生机盎然。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16日至18日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的辉煌，书写了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华章。深厚的历史渊源、坚实的

民意基础、广泛的现实需求，让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两年前，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西安成功举行，开启中国同中亚关系新时代。两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

果。如今，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如约而至，推动六国迈向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新征程。
从西安到阿斯塔纳，合作的画卷更加精细，行动的路标更加清晰，前行的脚步更加有力。习近平主席将同中亚五国元首一道，擘画中国中

亚合作新蓝图，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开拓新机遇，为动荡变革世界注入宝贵确定性，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描绘更光明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