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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2日，游客在“天津之心”
津塔观光厅与城市风光合影。

6月22日，位于天津环球金融
中心79层的“天津之心”津塔观光
厅正式对外开放，市民游客可在
310 米的高度，360 度全景欣赏天

津的城市魅力。
位于天津中心城区海河畔的

天津环球金融中心（即津塔写字
楼）总高度 336.9 米，2011 年投入
使用，是天津地标性的超高层建筑
之一。 新华社发

6月22日，中铁十四局建设者
在济南市黄岗路穿黄隧道内作业。

当日，山东省济南市黄岗路穿
黄隧道顺利完成黄河段掘进任务，
这一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工

程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济南市黄
岗路穿黄隧道全长约5755米，其中
盾构段长约3290米，盾构机开挖直
径17.5米，是目前在建的世界最大
直径水下盾构隧道。 新华社发

新华社北京6月22日电 外交
部发言人22日就美国打击伊朗核
设施答记者问。

有记者问：美国总统特朗普宣
布，已完成对伊朗福尔道、纳坦兹、
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打击。请问
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发言人表示，中方强烈谴责美

方袭击伊朗，攻击国际原子能机构监
管下的核设施。美方此举严重违反
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以及国际法，
加剧中东紧张局势。中方呼吁冲突
当事方尤其是以色列尽快停火，保障
平民安全，开启对话谈判。中方愿同
国际社会一道，凝聚合力、主持公道，
为恢复中东地区和平稳定作出努力。

外交部发言人就
美国打击伊朗核设施答记者问

美丽的富春江畔，郁达夫故居
静静矗立，而那位曾在这里眺望江
景的文人，早已献身民族解放事
业。一介书生，以笔为戈，最终血
染南洋，他用生命书写了中国文人
的铮铮铁骨。

今年是郁达夫殉难 80 周年，
这位被誉为“反法西斯文化战士”
的作家，在 1945 年日本宣布投降
后仍遭日本宪兵秘密杀害于印度
尼西亚苏门答腊丛林。他的名字，
不仅铭刻在中国文学史上，更镌刻
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
碑上。

1896 年 12 月 7 日，郁达夫出
生于浙江富阳的一个知识分子家
庭。1913 年，17 岁的郁达夫在日
本留学期间，在日记中庄严写下：

“……余有一大爱焉，曰爱国……
国即余命也，国亡则余命亦绝矣！”
这一誓言成为贯穿他一生的精神
主线。

作为新文学团体“创造社”的
发起人之一，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以
真率酣畅、热情明丽著称，《沉沦》

《春风沉醉的晚上》等作品奠定了
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

而当民族危亡之际，这位文人
毅然走出书斋。为表明自己的抗日
决心，郁达夫掷地有声地写下了：

“我们这一代，应该为抗战而牺牲。”
壮言背后，是惨痛的家国之

殇。1937 年末，郁达夫家乡富阳
沦陷，70 多岁的母亲因不愿伺候
日军吃喝，躲进深山最终饿死。郁
达夫悲痛写下一副挽联，“无母可
依，此仇必报”。

1938年3月，中华全国文艺界
抗敌协会宣告成立，郁达夫被选为
理事。他辗转浙东、皖南抗日前
线，以战地记者身份记录中国军民
的不屈抗争。同年末，他远赴新加
坡，担任《星洲日报》副刊《晨星》编
辑。此后郁达夫还担任了新加坡
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

1939 年至 1942 年间，郁达夫

在新加坡发表了大量支持抗日和
分析国内外形势的文章，极大鼓舞
了海外华侨抗战的士气。

1942年，新加坡沦陷，郁达夫
化名“赵廉”，流亡至苏门答腊。他
开办酒厂作为掩护，继续从事抗日
工作。

一次偶然的意外，暴露了郁达
夫的日语能力。日本占领军随即
强迫他担任翻译。在当翻译期间，
他暗中帮助和营救了不少当地人
和华侨，并获悉了日本宪兵部许多
秘密和罪行。这些情报成为战后
审判日军罪行的重要证据。

1945 年 8 月 15 日，日本宣布
无条件投降。郁达夫却不知危险
正悄然逼近。8月29日晚，他在家
中被带走，后遭到秘密杀害，终年
仅49岁。

195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革命烈
士。2014 年，郁达夫入选全国首
批 300 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
体名录。

如今在富春江畔，以郁达夫命
名的学校、码头、公园，默默传承着
这位爱国文人的精神火种。2015
年，富阳撤市设区时，市民投票将
原市心路和市心北路改名为“达夫
路”，以表达对这位故乡之子的深
切怀念。

由浙江省作协《江南》杂志社
和杭州市富阳区政府共同设立的
郁达夫小说奖每两年举办一届，目
前已举办了八届，逐渐成为国内颇
具影响的文学奖项。

郁家后人始终铭记先辈的精
神遗产。郁达夫烈士之孙郁峻峰
表示：“在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郁
达夫体现了那个时代的文人风
骨。作为后人，我们以有这样的先
辈为豪；这种大义、大节也必定会
在我们心里生根发芽，成为后辈精
神世界的巨大支柱。我们要让他
的精神像连绵不绝的春江潮水一
样，一直传承下去。”（据新华社）

从文人到战士：

郁达夫的笔尖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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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世界最大直径水下盾构隧道
完成黄河段掘进完成黄河段掘进

玉龙拉措位于四川省甘孜藏
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川藏公路北
线国道 317 线南侧。白雪皑皑的
雀儿山下，蓝色的湖面如同宝石，
湖光粼粼，风光醉人。

湖畔的雀儿山是甘孜州的西
北天险，最高峰海拔6168米，民间
流传着“爬上雀儿山，鞭子打着天”
的说法。1951 年雀儿山公路修
通，从此高峻险要的雀儿山不再高

不可攀，美丽的雪山湖泊玉龙拉措
也由此走入人们视线。

近年来，当地加快文旅深度融
合发展，借助川藏公路旅游热，推
进“文化+乡村”旅游，推出最美徒

步线路等，力争把玉龙拉措景区打
造成集山地户外生态观光旅游、户
外运动体验、山地文化体验为一体
的生态风景旅游胜地。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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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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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
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第二届中国—
中亚峰会并作主旨发言，宣布“中国—
中亚精神”。这一精神根植于六国在
长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理念和价值，
得到了中亚各国元首一致认同与支
持，为中国和中亚国家朝着命运共同
体目标加强合作规划了清晰路径。

6月 22 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
课题组撰写的智库报告《弘扬“中国—
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
展望》，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面
向全球发布。报告全面深入解读、阐
释了中国—中亚合作结出的丰硕成
果、双方合作的巨大机遇和广阔前景。

报告认为，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中
亚成为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
伙伴、好兄弟，在亚欧大陆开创了睦邻
安邻富邻的新局面，探索形成了“中
国—中亚精神”，共同为世界打造了区
域合作的样板和典范。

中国—中亚打造区域合作典范中国—中亚打造区域合作典范

6月 19 日，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
的爱菊健康生活体验馆再添“中亚味
道”——来自哈萨克斯坦的苹果饮料，
搭乘中欧班列抵达西安，为消费者提
供了更多“舌尖上的选择”。

2015年，看准共建“一带一路”倡
议的机遇，爱菊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开
始了“国外种地”的创业之路。经过
10年深耕，爱菊集团已在哈萨克斯坦
北哈州建立起年产百万吨的农产品经
贸园区，并把哈萨克斯坦的蜂蜜、饼
干、冰淇淋等农产品运至国内。以哈
萨克斯坦面粉为原料做成的油泼面，
受到消费者追捧。

这是中国—中亚经贸合作的一个
缩影。2023 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
举办以来，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
一路”走深走实，经贸合作潜力不断释
放，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2024
年，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达 948
亿美元，较上年增加 54 亿美元，较建
交初期的4.6亿美元增长上百倍。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
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指
出，新时代以来，中国—中亚合作在经
贸往来、基础设施、能源合作、新兴领
域、发展能力建设、文明互学互鉴、维
护和平安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互联互
通，为中国—中亚深化合作奠定基

础。中欧跨里海直达快运开通，中吉
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哈萨克斯坦西
安码头和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头
分别投运，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通中
亚班列和空中航线，使中亚各国从“陆
锁国”变成“陆联国”，中国同中亚经贸
合作更加通畅，民众往来更加便捷。
中国的减贫经验、鲁班工坊等助力中
亚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文明互学互鉴筑牢精神纽
带，为构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
能。报告指出，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
明对话不断深化，双方在医疗、旅游、
文化交流等领域增强合作，中亚国家
旅游年、文化年、艺术节在中国广受欢
迎，《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中国影
视作品走红中亚，为区域命运共同体
建设注入人文动力。如今，中亚是中
国入境旅游增长最快和最具潜力的区
域之一，中国也是中亚地区的主要客
源国。

——和平安全稳定筑牢发展基
础，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
树立典范。2024 年 9月，中国—中亚
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首次会议在连
云港启动；2024 年 11月，中哈霍尔果
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地方政府协调机
制第一次会议举行……近年来，中国
与中亚国家以共建安全共同体为目
标，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方面开展全
方位、多层次合作，共同筑牢地区安全
防护网。西北大学中亚研究院院长卢
山冰说，一个稳定团结和平的中亚正
在加速形成，为地区长治久安注入强
劲动力，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
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更加牢固。

中国—中亚合作蕴含巨大机遇中国—中亚合作蕴含巨大机遇

回望历史，早在 2100 多年前，汉
代使者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同
中亚友好交往的大门。如今，随着中
国同中亚合作全方位提速升级，绵延
千年的丝路情谊焕发更多新活力。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
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认
为，中国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开放以及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给中国—
中亚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双方正加快
丰富多元的新领域合作，不仅增进地
区福祉，也将为亚欧大陆繁荣注入新
动能。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新
机遇新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
展中国家，也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
贡献率最高的国家。中国在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

中，与中亚国家共同做大互利互惠蛋
糕，双方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上的互补
性，为产供链协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目前，中哈、中乌实现互免签证，
去年仅中哈人员往来就超过120万人
次。随着签证互免等政策红利释放与
市场需求不断升级，中国与中亚国家
文旅合作将进入新的机遇期。

——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作蕴
含巨大潜力。中亚国家可再生资源丰
富，有着绿色低碳转型的内在需求，中
国可为中亚提供所需的投资与技术，
深化清洁能源产业链上下游全方位合
作。伴随中欧班列数字化升级、海外
仓储和物流网络不断扩展，中国与中
亚国家在加快数字基础设施与物流配
套网络建设、提升数字营商环境等方
面具有广阔合作前景。绿色产业、数
字经济、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成为双方
合作新的增长点，跨境电商、在线教育
等新模式新业态惠及中国和中亚国家
广大人民。

——区域合作带来更广阔地缘经
济优势。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十字路
口，历史上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与
文化交流。新时代以来，中国和中亚
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物流网络的
升级，显著提升了中亚作为亚欧大陆
交通枢纽的地位。随着中国—中亚合
作进一步辐射亚欧大陆，中亚国家将
拥有更突出的地缘经济优势，经济韧
性与国际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强。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
校长洛塔认为，中亚国家和中国在历
史、科技、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合作机
会广泛，期待中亚国家和中国通过相
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共同为地
区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弘扬弘扬““中国—中亚中国—中亚””精神精神
推进共同现代化推进共同现代化

报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弘
扬“中国—中亚精神”，锚定命运共同
体目标，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
实的举措加强合作，共同书写区域繁
荣的新篇章，推进区域命运共同体稳
步前行。

——守望相助，筑牢区域命运共
同体。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
与中亚国家在涉及主权、安全、发展利
益等核心问题上要继续坚定给予彼此
明确、有力支持。报告呼吁，中国与中
亚国家应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加
强中国共产党与中亚各国主流政党的
交流，积极搭建完善各层级合作平台，
加速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各国

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元首峰会成果落
实落地，助力中国—中亚机制进一步
向实体化迈进。

——共同发展，共创区域繁荣新
篇章。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持
续向“绿”向“新”发展。从共建研发中
心、联合实验室、农业产业创新园，到
推广农业机器人、农业遥感、农业大数
据应用，中国与中亚国家可进一步创
新农业合作新路径，推动农产品进出
口贸易发展。下一步，中国与中亚国
家需加强气候治理与绿色能源合作，
加快绿色经济转型，培育发展新质生
产力，强化科技创新赋能，助力传统合
作项目实现数字化、智能化，朝着更广
范围拓展互联互通。

——普遍安全，共建安危与共新
屏障。中国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唇
齿相依，地缘因素使得中国与中亚国
家在安全领域有着广泛的共同诉求和
利益汇合点。面对全球各种传统与非
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中国与中亚
国家需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加
大去极端化合作，支持各自维护自身
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共同打击贩毒、
非法移民、洗钱、武器弹药爆炸物走
私、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等跨国犯罪，
共同应对气候、网络、生物、金融、粮
食、能源、数字、新兴科技领域等非传
统安全领域挑战。

——世代友好，共谱民心相通新
乐章。“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
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千百年来，中国
同中亚各族人民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
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明交流交融、
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报告认
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应持续推动教育、
旅游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通过教
师互聘、互派留学生、完善丰富旅游线
路等方式，增进民众相互兴趣和相互
了解，推动中国文明和中亚文明互学
互鉴、交相辉映。

阅读报告后，《中立土库曼斯坦
报》总编辑布洛娃说，中亚国家和中国
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在“中国—中亚
精神”的指引下，中亚和中国的关系也
会继续向高水平发展。

山水相连，心手相牵。无论是穿
越天山的铁路、点亮中亚的绿色能源，
还是流淌在民间的文化交融，都成为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生动注脚。
站在历史新高点，中国与中亚国家正
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共同书写区域
繁荣的新篇章，为人类迈向更美好的
未来点亮希望之光，为动荡的世界注
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据新华社）

共筑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解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