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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基于历史的深刻启

迪 ，也 是 开 创 未 来 的 科 学 指

引。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

行的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旨发言，

总结历史和实践经验，提出“互

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

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

国－中亚精神”，同各国元首共

同擘画合作蓝图，为构建更加

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指明前进方向、提供行动指南。

悠悠驼铃古道、漫漫丝绸

之路，中国与中亚地区两千多

年的友好往来，书写了人类文

明交流史上的华章。建交 30

多年的团结互信，拉紧了双方

合作的纽带。新时代以来的开

放共赢，让中国同中亚国家关

系进一步焕发生机活力。特别

是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召开以

来，在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

领导人的引航定向下，双方合

作之路越走越宽广，友谊之花

越开越灿烂。“中国－中亚精

神”的形成，有着深厚历史底

蕴、坚实实践基础，顺应时代潮

流，符合人民期盼，为世代友好

合作提供了重要遵循。

“互尊、互信、互利、互助”

是根本原则，揭示了中国同中

亚国家的正确相处之道。坚

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国家

不分大小一视同仁，有事大家

商量着办，协商一致作决策，

不断夯实团结合作之基；坚持

深化互信、同声相应，坚定支

持彼此维护国家独立、主权、

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不做任

何损害彼此核心利益的事，始

终通过战略沟通消弭分歧、凝

聚共识；坚持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互为优先伙伴，互予发

展机遇，兼顾各方利益，实现

多赢共生，持续拓展共同繁荣

发展之路；坚持守望相助、同

舟共济，支持彼此走符合国情

的 发 展 道 路 ，办 好 自 己 的 事

情，不断凝聚应对风险挑战合

力，共同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以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

现代化”凝结着中国同中亚国

家的普遍共识，明确了中国中

亚合作的努力方向。当前，中

国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

亚国家也在推进各自的现代化

进程，中国和中亚国家发展目

标相似、理念契合，是现代化道

路上的同路人。从双方商定

2025 至 2026 年为“中国中亚合

作高质量发展年”，到内容丰富

的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果

清单，无不彰显中国同中亚国

家携手推进现代化的决心和诚

意，也展现了互利合作的巨大

潜力和广阔前景。

当 前 ，百 年 变 局 加 速 演

进，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

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

开。从 3 年前习近平主席同中

亚五国元首共同宣布构建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到此次

峰会六国元首一致决定弘扬

“中国－中亚精神”，坚持永久

睦邻友好，携手推动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

成就……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作

用不断彰显，推动务实合作的

实践不断深化。坚守彼此信

赖、相互支持的团结初心；优化

务实高效、深度融合的合作布

局；打造和平安宁、休戚与共的

安全格局；拉紧同心同德、相知

相亲的人文纽带；维护公正合

理、平等有序的国际秩序。在

主旨发言中，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五方面倡议贯穿着“中国－

中亚精神”的核心要义，进一步

筑牢了中国－中亚机制的四梁

八柱。中国和中亚各国将以更

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

措加强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为各国人民带

来实实在在的福祉，为维护地

区和平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

执大象，天下往。发自内

心的信任与认同，总能激发团

结奋进的力量。习近平主席出

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期

间，同中亚五国元首举行会谈

会见，谋合作、促发展等成为各

方共同关注的话题。构建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宏大叙

事中，有国之相交的顶层设计，

也有民之相亲的涓滴成流——

来到中国求学的土库曼斯坦

“姐妹花”，在中哈合作风电项

目中独当一面的哈萨克斯坦青

年，在吉尔吉斯斯坦鲁班工坊

中操作无人机的学生，研习针

灸推拿的塔吉克斯坦医生，合

力探索咸海生态危机解决之道

的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科学

家……当无数人秉持共同的信

念，向着共同的方向努力，“中

国－中亚精神”就有了源源不

竭的生命力，在时代的发展中

薪火相传、发扬光大。

峰会召开之际，正值草木

繁盛的6月，一如中国中亚合作

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蓬勃态

势。大力弘扬“中国－中亚精

神”，将六国元首共同擘画的合

作蓝图转化为施工图、实景图，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的航船必

将乘风破浪、行稳致远，为六国

发展振兴增添新助力，更好造

福各国人民，共同驶向中国－

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光明未来。

以“中国—中亚精神”引领合作新航程
新华社评论员

仲 夏 时 节 ，滇 池 畔 繁 花 盛

开，昆明再次迎来南亚、东南亚

等 地 区 的 老 朋 友 、新 客 商 。 以

“团结协作、共谋发展”为主题的

第 9 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南博

会）将于 19 日至 24 日举行，吸引

各国客商共赴“东方之约”。

中国和南亚国家山海相连、命

运相系。南博会“朋友圈”持续扩

大、展会氛围一年比一年热烈。近

年来，中国和南亚国家深化各领域

务实合作，经贸往来保持良好发展

势头，成果惠及各国人民。

2024年中国和南亚国家贸易

额接近 2000 亿美元，十年间实现

翻番，年均增长率约 6.3％。羊绒

制品、青金石、茶叶香料等南亚商

品广受中国消费者好评，中国庞

大消费市场为南亚国家带来巨大

发展机遇。与巴基斯坦开展提升

出口能力联合研究，实施马尔代

夫海产品出口促进项目，与孟加

拉国、斯里兰卡成立贸易畅通工

作组等取得积极成效，中方从能

力建设和机制创新方面推进贸易

合作不断开花结果。

不仅贸易“蛋糕”持续做大，

中国与南亚国家投资合作也保持

良好增长势头。中巴经济走廊

“升级版”建设有序推进，斯里兰

卡汉班托塔港、孟加拉国帕亚拉

电站、尼泊尔三金考拉水电站等

投资合作项目陆续落地，为区域

经济增长注入强劲动能。与此同

时，中国与南亚国家加快拓展新

能源、光伏、电动汽车、数字技

术、跨境电商等新兴领域合作，

取得积极进展。

中国与南亚国家开放合作

逐步扩大。中国—马尔代夫自贸

协定于今年初正式生效，中国与

孟加拉国正在启动投资协定升级

谈判，为双方贸易投资自由化、

便利化提供制度保障。中国给予

多个南亚最不发达国家 100％税

目输华产品零关税待遇，帮助南

亚国家扩大对华出口和共享中国

大市场机遇。

中国与南亚国家及更广大地

区合作愈加紧密，南博会正是这

一合作的缩影。从 2013 年至今，

从“南亚国家商品展”到如今的南

博会，云南与南亚东南亚等地区

周边国家的贸易往来愈发密切，

合作领域持续拓展，为周边命运

共同体建设作出云南贡献。

本届南博会充分发挥云南作

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市场双循环

连接枢纽的独特优势，无论从规

模上还是内容上都有显著提升。

主办方重点突出绿色贸易、数字贸

易、服务贸易和展示新质生产力成

果，促进经贸合作走深走实，引领

消费新趋势。展会还专门设置制

造业馆、绿色能源馆、咖啡产业馆、

中药材产业馆等 11 个专业馆，集

中展示中国与南亚东南亚国家有

经贸合作潜力的先进制造、清洁能

源、现代农业等。

云南具有独特的区位条件，

是中国通往南亚的陆上枢纽。在

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背景

下，云南积极建设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地理优势正转化为

发展动能。近年来，云南积极打

造中老铁路“硬联通”，推进区域

互联互通，打造中老铁路沿线共

享发展样板；持续推出贸易、物流

便利措施，全面推行澜湄签证，打

造与周边国家开放发展样板；有

效实施“小而美”民生项目，打造

沿边睦邻、安邻、富邻样板。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遭遇逆

流，国际贸易中保护主义盛行，

全球治理中单边主义加剧，全球

供应链出现被动断裂和主动脱钩

迹象。包括南亚国家在内的广大

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面临新的风

险和挑战，急需加强合作、做大

做强发展的“蛋糕”。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坚持以

开放求发展，坚持“拉手”而不是

“松手”，坚持“拆墙”而不是“筑

墙”，坚决反对保护主义、单边主

义。进博会、链博会、消博会、广

交会、服贸会……一系列国家级

展会“矩阵”搭建互利共赢的合作

平台，推动形成集国际采购、投资

促进、人文交流、开放合作于一体

的经济生态圈；中国—中东欧国

家博览会、中国—非洲经贸博览

会 、中 国 — 阿 拉 伯 国 家 博 览

会……一系列国家级、国际性经

贸会展活动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连接起中国与相关地区经济

体的贸易投资联系，让中国开放

的大门越开越大。

“ 川 广 者 鱼 大 ，山 高 者 木

修。”本届南博会是合作共赢的

平台，见证各国凝聚团结协作、

共谋发展的共识，不断打造新的

合作增长点，以开放之钥启动区

域繁荣引擎，共同开创更加繁荣

美好的未来。

“南博之约”以开放之钥启动区域繁荣引擎
新华社记者 宿亮 王长山

随着年中大促“618”

到来，各大网络平台纷纷

推出促销活动，“大数据

杀熟”又成为令消费者头

疼的问题。近日，国家市

场监管总局向各类电商

平台企业发布“618”网络

集中促销合规提示，要求

平台规范促销经营行为，

杜绝“大数据杀熟”等违

法行为，传递出持续整治

相关乱象的坚定决心。

从 机 票 、酒 店 价 格

“越搜索越贵”，到某些电

商平台给老客户的消费

券越发越少，如今在一些

直播间，老用户下单价格

比新用户还高。“大数据

杀熟”花样频出、领域不

断扩展，更有一些平台和

商家被处罚后沉寂几日，

便 又 和 监 管 打 起“ 游 击

战”。

“大数据杀熟”缘何

难禁绝、甚至部分平台和

商家顶风作案？背后还

是高额利润驱使。平台

有足够的动力不断更新

算法以回避监管、让“杀

熟”的手段更加隐蔽；不

少商家急于捞笔快钱，认

为忠诚度越高的用户溢

价空间越大，把消费者当

韭菜、把投诉当耳旁风。

面 对“ 大 数 据 杀

熟”，一些消费者不得已

试图“用魔法打败魔法”，

对平台“哭穷”或注销账

号假装新用户来“反向驯

化”大数据，但这些做法

的实际效果可能有限。

整 治“ 大 数 据 杀

熟”，不应

靠消费者

自 救 ，更

不能满足

于冒了头

再打。平

台要严格

落实信息

公 示 义

务 ，加 强

算法合规

管 理 ，提

升线上经

营行为透

明度和公

平性。相

关部门也

应主动作

为 ，创 新

工作方式

方 法 ，搭

建相关案

例 库 ，并

据此完善

政 策 法

规 ，建 立

有效整治

“ 大 数 据

杀 熟 ”的

长 效 机

制 ，保 持

监督利剑

高悬。

平台和企业也应该

明白，技术应被用于提高

服务水平、提供新的消费

体 验 ，而 不 是 算 计 消 费

者，“多赚一单是一单”的

侥幸心理不能要。不耍

“ 小 聪 明 ”、不 玩“ 小 算

计”，真正尊重消费者的

企业，才能走得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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