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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刚刚参加完高考的17岁男孩
阿尔努尔挎上背包打算“去哈萨克斯坦看一看”，这是他
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在吉尔吉斯斯坦，50岁的伊戈
尔爽快购入一架“中国智造”无人机，“买给儿子作生日
礼物”；在浙江温州，电气设备运营商李卫臣正在规划去
哈萨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察行程，“那里年轻人多、
发展潜力大，值得投资”……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求，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挡。”2023年7月，
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样说。自2013年以来，习近平主
席每一年都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同与会
各国领导人共同为上合组织发展擘画蓝图。

民齐者强。上合组织将自身发展同人民福祉紧密
相连，写就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展、民众受惠的“上合故
事”，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汇聚澎湃
的时代力量。

“我们要促进各国民众特别是青年一
代心灵相通，使睦邻友好合作事业永葆活
力。”习近平主席一直关心关怀上合组织
框架下的青年交往。在2023年7月举行的
上合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
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宣布“未来 3年，中方
将向本组织国家提供 1000个国际中文教
师奖学金名额和 3000个‘汉语桥’夏令营
名额，邀请 100名青年科学家来华参加科
研交流”。

今年 4月，2024年“汉语桥”上合组织
国家青年学生春令营在新疆开营，来自俄
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
组织国家的近500名青年学生参加。乌兹
别克斯坦学生阿罗法特也是其中一员。

阿罗法特和小伙伴们到访新疆、北京
和东北地区，爬长城、游图们江，访问博物
馆。令她最难忘的是，大家一起在长城脚
下植树，将写有自己中文名字的卡片挂在
树上，“青年人的友谊很真诚，我们愿意相
互理解、彼此支持”。

“上海合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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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在交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
步”……习近平主席对“上合大家庭”的殷
殷寄语，为上合组织人文交流的深入发展
提供思想指引。

举办上合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成
立传统医药产业联盟、举办上合组织国家
扶贫培训班、多所鲁班工坊落地中亚、为

本组织国家的民众免费实施白内障手术、
成立上合组织国际博物馆联盟……上合
组织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扶贫等领
域打造一个又一个接地气、聚人心的项
目，推动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不断加深各
国民众的获得感和认同感。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大二学生阿赫
罗尔在学校孔子学院学到一口流利中
文。今年，他报名成为塔吉克斯坦“健康
快车国际光明行”的翻译志愿者。能协助
中国医生医治本国的患者，这让小伙子

“很有成就感”。今年 9月，他就要到浙江
大学留学了。“我想了解书本和视频里那
个多姿多彩的中国，努力学习，做好塔中
友谊的桥梁。”他对新生活充满期待。

在6月20日举办的“2024·上合组织国
家文明对话”上，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
索海尔·汗表示，“上合组织始终致力于促
进各国人民间相互理解，发展并丰富文
化、文明内涵”。

“上合组织已是文明包容和对话的重
要平台。这符合广大欧亚国家的共同利
益。”俄罗斯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
所所长基里尔·巴巴耶夫说。

谋稳定、求发展、促民生、担道义，上
合组织正凝聚团结合作的磅礴力量，为推
动地区国家现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作出具有重要意义的探索和实践，未
来将书写更多互信互利、共同发展、文明
融合的动人故事。 （图文均据新华社）

“文明包容和对话的重要平台”

22岁的哈萨克斯坦姑娘艾格丽姆从
大学毕业后，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找到一份“超出想象的工作”——
跨境直播带货。经过一年多努力，她在社
交平台TikTok上的账号粉丝数已超 3万
人，月销售额突破百万元，月收入近万元
人民币。

“中国产品质量过硬、价格实惠，在哈
萨克斯坦很受欢迎。”艾格丽姆告诉新华
社记者，她希望攒下学费去上海或广州继
续深造，“中国有很多新颖的产品和商业
模式，蕴藏很多机会，我想走得更近、学习
更多。”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
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区域合作示范区。
在合作中心5.6平方公里的全封闭区域内，
中哈两国和第三国公民无需签证即可凭
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出入，每人每日有
8000元人民币免税购物额。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都处在发展关键
阶段，应该发挥山水相邻、利益交融的独
特优势，坚持开放合作导向，相互成就发
展振兴的美好愿景。”在 2021年上海合作
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
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持续推进贸易和
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障人员、货物、资

金、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经济、绿
色能源、现代农业合作增长点。

2018年6月上合青岛峰会期间，中国宣
布支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示范区（上合示范区）。6年来，
上合示范区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依托

“海陆空铁”多个渠道，打造东联日韩、西接
欧亚、北达蒙俄、南至东盟的国际物流格
局，开通中欧班列线路32条、累计开行3200
多列，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累计213.4亿
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达到70％。

在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不
同上合组织国家展馆展示着本国特色产
品。俄罗斯展馆里，伏特加、蜂蜜、巧克
力、面粉以及套娃、围巾等产品琳琅满
目。协助运营展馆的俄罗斯客商斯韦特
兰娜说，上合示范区的开放理念、数字化
管理和高效运营“为经贸合作创造新红
利”。

“上合组织国家正开辟经济一体化和
国家现代化的新途径。”巴基斯坦“一带一
路”问题专家凯瑟·纳瓦卜认为，中国提出
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
同上合组织的发展目标紧密衔接，有效促
进地区间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科技要素
的流动，激发地区发展潜力。

“相互成就发展振兴的美好愿景”

阿富汗东部帕克蒂亚省山丘连绵，松
林茂密。这里出产的松子颗粒饱满、香味
醇厚，是阿富汗重要出口商品。

“从前为补贴家用，冬天村民会砍下松
枝，到城里卖柴，好几座山都被砍秃了。”村
民钦·穆罕默德对新华社记者说，当地老百
姓以前都靠放牧和种植糊口，如今运往中
国的“松子包机”改变了人们的生活。

“销路打开后，赶上丰收的年份，村民
们都来打松塔，最多能有 600多人。”他说，

“我们每人每年能挣 800到 1000美元，收入
增长了二三十倍，孩子们现在都能吃饱穿
暖了。”

阿富汗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解决好
经济发展问题。小小松子成为合力解题的
一个“金点子”。在中阿双方共同推动下，
2018年中国开设从阿富汗直飞进口的“松
子航线”，每年超过千吨的松子直接运到中
国，为阿富汗农户创收以千万美元计。

2022年 11月，通过中国—上海合作组
织地方经贸合作综合服务平台，首批阿富
汗松子完成一站式报关等业务。阿富汗松
子加工商人古尔·拉赫曼说，这一平台为阿
富汗商品进入更广阔市场打通渠道，有力
带动了当地就业，“我的工厂雇佣了 180多
人”。

上合组织有9个成员国、3个观察员国、
14个对话伙伴。2012年，阿富汗成为上合
组织观察员国。多年来，上合组织高度关
注阿富汗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多次谈
及阿富汗问题——“我们要应对好阿富汗

局势，加强同阿富汗安全合作”“愿在上海
合作组织框架内，同其他成员国为促进阿
富汗民族和解和经济重建作出努力”“我们
要继续发挥‘上海合作组织－阿富汗联络
组’、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平台作
用”……

“将安全问题同发展问题统筹考虑，是
中国和上合组织安全观念的独到之处。”阿
富汗卡丹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贾拉勒·巴兹
万说，中国在上合组织框架内积极践行全
球安全倡议，为包括阿富汗等地区热点问
题的解决带来新的思路。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从倡议制
定《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
作条约》未来5年实施纲要，到推动签署《上
海合作组织反极端主义公约》，从加强同联
合国、亚信会议等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的
沟通协调，到在巴以问题、叙利亚问题等热
点问题上积极发声，上合组织秉持“上海精
神”，持续深化“上合大家庭”成员之间互信
和互利合作，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宁
作出积极贡献。

“上合合作始于安全领域，如今已涵盖
政治互信、经济发展、人文交往等方面，形
成彼此补充和支撑的整体。”上合组织前秘
书长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说，“习近平主
席引领中国在上合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
得到各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我们会继续照看好眼前这片松林。”35
岁的阿富汗村民米纳·古勒还未走出过大
山，但已感受到，周边国家实实在在的支持

“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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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霍尔果斯公路口岸办理出境手续（6月10日摄）。

◀在 中 哈 霍
尔果斯国际边境
合作中心一处电
商基地，22 岁的哈
萨克斯坦姑娘艾
格丽姆（左）在进
行网络直播（6 月
10日摄）。

▶游客行走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哈方一侧（6月10日摄）。

▲一 位 来 自
吉尔吉斯斯坦的
顾客在中哈霍尔
果斯国际边境合
作中心里挑选无
人 机（6 月 10 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