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06 国际观察 责编：贾平凡 邮箱：guojihwb@126.com

2023年9月21日 星期四

近日，第十届中国—中亚合作论坛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为中国同中亚国家
赓续友好关系、深化互利合作注入更多信心与力量。

今年以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亮点不断。5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陕
西西安举行，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迈入新时代。2023年又是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提出10周年，中亚是“一带一路”首倡之地。10年来，中国同中亚共建“一带
一路”合作走在国际社会前列。

中国—中亚合作为何历久弥新？从历史和现实中不难找到答案。
深厚的历史渊源，为中国—中亚合作打下牢固根基。
中国与中亚国家山水相连。21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张骞自长安出发，出使

西域，打开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共同见证古
丝绸之路上驼队商旅的互惠往来，书写文明交流互鉴的动人篇章。建交30多年来，
中国同中亚各国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国家关系实现从睦
邻友好到战略伙伴，再到全面战略伙伴、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跨越。过去10年，在元
首外交引领下，中国—中亚合作提质升级。2022年，六国元首共同宣布建设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2023年，六国正式成立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事实证明，中国—
中亚合作具有超越时代和地域的生命力，中国与中亚国家是经得起考验的好邻居、好
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广泛的现实需求，为中国—中亚合作提供巨大动力。
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互补性强，经贸合作势头强劲。数据显示，中国同中亚五

国建交以来，双方货物贸易总额从 4.6亿美元增长到 2022年的 702亿美元，增幅近
152倍。2022年，中国与中亚五国双边货物贸易额较上年增长约40%，增幅再创历史
新高。这10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为中国—中亚合作写下更多生动注
脚。途经中亚的中欧班列，在中欧班列开行总量中占比近80%，中国—中亚天然气管
道、中哈原油管道、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中吉乌公路等一批基础设施落地，有力
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及民生改善。当前，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建设，中亚各国也着力加速本国发展战略，期待与中国加强合作。中国与中亚
国家不仅充分释放经贸、产能、能源、交通等传统领域合作潜力，也积极打造金融、
农业、减贫、绿色低碳、医疗卫生、数字创新等新增长点。

坚实的民意基础，为中国—中亚合作绘就友好底色。
丝路文化是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共同财富。如今，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延续千年

友好，在教育、文化、卫生、旅游、地方交往等领域合作硕果累累，构建起多元互动的
人文交流大格局。从多所孔子学院、鲁班工坊落地中亚，到中亚国家学生来华留学
规模日益扩大，从合拍电影、互译图书，到联合考古、合作修复文物……中国同中亚
国家人文交流合作不断走深走实。目前，中国和中亚国家已结成 62 对友好省州
市。朋友越走越近，邻居越走越亲。在常来常往中，中国与中亚国家人民心更
近、情更深，将继续共同描画相知相亲、互融互通的美丽画卷。

当前，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地区局势，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意义更加凸
显。中国与中亚五国同为发展中国家，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坚定支持彼
此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支持彼此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反对外来干涉。中国—中亚合作不仅树立了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的典范，也
将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今年 5月，中国—中亚峰会结束后，六国元首共同种下 6棵石榴树，既见证
中国同中亚千年友好交往，也象征中国同中亚紧密团结合作，更寄托对中国—中
亚关系美好未来的期待。有理由相信，新形势下，中国—中亚合作大有可为，也
必将大有作为。

中国—中亚合作
大有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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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叙利亚外交部发表声明称，叙
利亚已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和安理会主席，
要求结束美国军队在叙利亚领土上的非法
存在，并且责成华盛顿为掠夺的叙利亚自
然资源支付赔偿金。

专家分析指出，叙利亚提出撤军及索
赔等诉求，是出于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
整的正当理由，尽管美国不会轻易同意，
但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提出对美诉求

据今日俄罗斯电视台网站报道，叙利亚
政府日前致函联合国，要求联合国出面停止
美国及其武装部队在叙利亚领土上实施的
非法占领以及严重违反国际法原则和《联合
国宪章》规定的行为。信函称，从 2011 年到
2023 年上半年末，“美国军队及其支持的恐
怖组织实施的侵略、抢劫和破坏行为”，已经
给叙利亚石油和矿产部门造成总额达 1152
亿美元的损失。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叙利亚要求
追究相关美国官员的“盗窃”责任，要求美国
政府支付赔偿金，结束美国军队的非法存
在，并将美国占领的领土、石油、天然气以及
其他自然资源归还给叙利亚。

2011 年，叙利亚危机爆发。2014 年，
美国以打击极端组织为由出兵叙利亚。至

今，美军仍非法控制叙利亚北部和东北部
代尔祖尔省、哈塞克省和拉卡省。叙利亚
国家通讯社日前援引叙利亚铁路总局的话
称，美军和美国所支持的“叙利亚民主军”
继续在叙利亚东部代尔祖尔省和东北部哈
塞克省抢夺基础设施和机械，包括机车和卡
车。此外，据叙利亚官方统计数据，仅在今年
6 月上半月，美国在叙非法驻军就已经累计
使用超过114辆次油罐车，盗采叙利亚石油。

维护正当利益

“长期以来，美国非法占领叙利亚部分
领土，在这些领土上盗取石油、粮食及其他
自然资源，以反恐之名行掠夺之实。”中国社
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研究员余国庆接
受采访时指出，叙利亚通过联合国对美国提
出撤军及索赔等诉求，是希望借此提醒国际
社会叙利亚主权和领土仍然受到侵害这一
事实，表明叙利亚维护本国主权和领土完整
的正当立场，使自己在国际社会重启的叙
利亚问题和谈中处于正当、有利的地位。

近来，在中国等国际积极力量的推动
下，曾被视为“世界火药桶”的中东迎来和解
浪潮：沙特与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也门和平
进程出现积极进展、卡塔尔和巴林决定恢复
外交关系……在此背景下，叙利亚与中东
国家的关系也得到了改善：叙利亚与突尼

斯、沙特恢复外交关系，并且成功重返阿拉
伯国家联盟。

余国庆表示，“和解潮”的出现表明中
东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叙利亚在
当前这一时间节点提出撤军及索赔等诉
求，也是因为关注到了这一客观形势，希
望“和解潮”的势头和中东国家的支持能
够帮助叙利亚更好维护其国家利益。

具有重要意义

余国庆认为，美国不会轻易同意撤
军、赔偿等要求，而是会寻求各种理由予
以拒绝。

“自叙利亚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和叙利
亚一直处于断交状态，在双方没有就分歧达
成一致之前，美叙直接就撤军、赔偿等问题
进行谈判的可能性不大。”余国庆说。

“不过，叙利亚此举仍然具有重要意
义。”余国庆指出，一方面，叙利亚提出撤军
及索赔等诉求，能使国际社会认识到叙利亚
问题仍然是中东地区不稳定的根源之一，在
中东地区进行正当的调整和治理，推动国际
社会形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
序。另一方面，叙利亚的谴责与抗议行为，也
对其他主权和领土受到侵犯的国家起到示
范作用，鼓舞这些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
政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叙利亚致函联合国向美国索赔
贾平凡 史珺涵

本报电 （记者林子涵） 为庆祝中
国和西班牙建交 50 周年及中国上海与
西班牙巴塞罗那缔结友好城市22周年，
日前，上海和巴塞罗那同步举行“庆祝
中西建交五十周年——琴音间的对话”
活动。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对外文化交流
协会主办，上海市对外教育交流中心、
巴塞罗那中国学生学者联席会承办。

活动以中西两国非遗乐器“古琴”
和“巴洛克吉他”为主角，邀请艺术家进
行展示。上海会场和巴塞罗那会场之间
进行了现场直播。

古琴艺术家杨岚演奏了 《流水》
《乌夜啼》 等曲目，西班牙艺术家尼古
拉斯·埃斯科瓦尔用巴洛克吉他演奏了
西班牙名曲《Folías》《Compasillo》。

现场，中方艺术家还演奏了《西班
牙组曲·探戈》，西班牙艺术家也用巴洛
克吉他演奏了中国名曲《茉莉花》。此
外，现场还表演了中国民族舞《海棠依
旧》和西班牙弗拉门戈舞蹈。

1973 年，中国和西班牙正式建立
外交关系。2001 年，上海市和巴塞罗
那市正式成为友好城市。

庆祝中西建交50周年音乐活动举行

环 球 掠 影

鸟儿献声
泰国那拉提瓦府

近日，泰国南部的那拉提瓦府举行一
年一度的鸟鸣比赛。约 2000 只来自泰国、
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鸟儿为比赛献声。图
为鸟鸣比赛现场。 新华社/法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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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世界银行数据，乌干达
农业贡献了 25%的国内生产总
值，为全国 70%的人口提供生
计。近年来，乌干达政府将发展
有机农业作为实现自力更生和
《消除贫困行动计划》目标的关
键。为此，该国制定了支持有机农
业发展的相关战略和政策，不断
提高农业生产力和农业附加值。
本报记者近日在乌干达走访，实
地了解当地有机农业发展情况和
中国与乌干达农业合作成果。

图为乌干达一家果园的负责人展示有机牛油果。

特色农业释放发展潜力

在乌干达东部金贾市郊区，年近五旬的坎尼斯正
在收香蕉。今年坎尼斯种植的农作物收成不错，他的
脸上一直挂着微笑。

坎尼斯是乌干达较早进行有机农业生产的农民。
“以往我们使用化肥维持土壤肥力，用化学农药防治病
虫害，但这给环境带来了不良影响。后来，政府派来的
技术人员来村里推广有机种植，我对这一种植方法产
生了兴趣。”坎尼斯告诉记者，他报名参加有机农业培
训班后，开始转向有机农业生产，收入比以前高多了。

乌干达气候温和、雨量充沛，超过八成的土地是
优质耕地，农业资源得天独厚。乌干达政府制定的国
家 5 年发展计划和 2040 年远景规划，都将农业确定为
重点发展领域。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为提升农业生产力，乌干达
农业部门根据不同地区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划定不同农
作物种植区域。例如，该国东部地区是木薯、甘薯、玉
米、水稻和小米的最大产地，西部地区是饭蕉和豆类的
主产区，北部地区是花生、高粱、芝麻的主产区等。乌干
达农业部门官员介绍，政府通过细化的种植指引，让农
民能因地制宜选择农作物种类，提高产量。

乌干达政府十分重视发展有机农业，计划将其打
造为农业领域的一张名片。“全球有机产品的消费量保
持高速增长，为乌干达发展成为全球重要的有机产品
供应国提供了机遇。政府通过制定促进有机农业发展
的政策，带动对整个有机农业价值链进行投资，为乌
干达经济、社会、环境等方面带来巨大收益。”乌干达
农牧渔业部农业国务部长齐亚库拉加·弗雷德·布温罗
表示。

农业科技弥补发展短板

近年来，乌干达政府更加重视应用农业科技，以
弥补农业基础设施薄弱的短板。乌干达企业“乌干达
轻资本金融”打造的农业信息服务应用平台汇聚了 50
多名农业专家，为农民提供增产增收和产业化经营相
关技术和知识。“农民通过这一平台不但可以了解土壤
状况、粮食供应等信息，还能更便利地开展金融服
务。”公司负责人介绍，该平台自2019年推出后，已让
两万多名农民受益。

无人机等新装备也为提高农业生产力提供助力。
记者在采访中看到，一些农户在技术人员帮助下，能

熟练使用无人机进行田间管理。坎尼斯说：“新技术、
新装备的使用，让我们有更多精力打理更多土地，生
产效率提高了，收入也增加了。”

为鼓励农民积极采用有机农业技术，乌干达政府
出台一系列发展有机农业的政策和措施，从资金、技
术、市场渠道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早在 2004 年，
乌干达就制定了有机农业政策，并通过 《乌干达有机
产品标准》。今年 2月，乌干达还公布了有机肥料的标
准和使用规范等，规定了相关抽样和试验方法，确保
市场上的有机肥料得到精准检测，促进优质有机肥料
的生产和运用。

当前，乌干达有机农业已取得阶段性成果。该国
生产的菠萝、苹果、香蕉、芒果、木瓜、红薯等有机
农产品受到国际市场欢迎，有机农产品出口额每年达3
亿多美元，约占该国农业出口额的20%。

中乌合作推动农业转型

站在丰收的稻田里，45岁的罗伯特满心欢喜。“我
种了 20多年水稻，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高产的水稻。我
相信中国杂交水稻，相信中国派来的农业技术专家。”
罗伯特告诉记者，中国农业技术专家手把手地教他种
植水稻，并尝试使用有机种植方法。如今，罗伯特已
从一个普通农民成长为当地的杂交水稻种植专家。

中国政府、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乌干达政府联合开
展的南南合作项目第三期正在实施，共有约 60名中国
农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先后来到乌干达帮助当地发展农
业。中国农业专家组组长张小强告诉记者，在与乌干
达的农业合作中，有机农业是重要内容。一方面，通
过引进试验中国节水抗旱杂交水稻新品种，兼顾高产
性和抗病性，减少农药施用量；另一方面，推广中国
的稻田养鱼技术，稻鱼共生，既保证农业资源的高效
利用，又促进产品生态有机发展。

2022 年，南南合作项目设立了南南合作农业技术
创新中心。该中心在水稻、水产、畜牧三大领域开展
合作，建立水稻高产示范区、水产价值链研发中心和
畜牧业产业升级可持续循环系统，切实提高当地粮食
安全和农业保障能力，促进当地农业绿色转型、绿色
发展。

借助南南合作项目的平台，中国为当地农业官
员、技术人员及农民提供各类培训，传授包括有机农
业、生态农业在内的实用技术和管理经验，为乌干达
培养了一大批现代农业人才。乌干达农牧渔业部畜牧
国务部长布赖特表示：“在中国农业专家的帮助下，我
们正在实现从自给性农业向商业化农业的战略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