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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杜尚别 9 月 11 日电 （记者 王峰 孟
娜）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抵达杜尚别，应塔吉克斯
坦总统拉赫蒙邀请，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
理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并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
问。

当地时间中午12时30分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
达杜尚别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塔吉克
斯坦总理拉苏尔佐达、副总理贾博丽、外长阿斯洛夫等
热情迎接。身穿民族服装的当地青年向习近平和彭丽
媛献花。塔方礼兵沿红地毯两侧列队行注目礼。

习近平向塔吉克斯坦人民转达中国人民的诚
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第一次踏上塔吉
克斯坦这片古老的土地，我感到十分愉快。中塔山
水相连，两国人民友谊源远流长，如同巍峨的帕米
尔高原历久弥坚。2013 年 5 月，我和拉赫蒙总统共
同决定建立中塔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全面
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展示出巨大的发展潜力。我们
要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及时推动中塔睦邻友好和互
利合作向更高层次跨越。我这次访问是友谊之旅、
合作之旅，我将同我的老朋友拉赫蒙总统进行深入
交流，共同规划中塔关系发展美好蓝图。

习近平强调，我期待在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同
各方一道，就本组织重大问题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和
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规划组织未来发展，全面
推动各领域合作。我相信，这次峰会将为各国携手
应对威胁挑战、促进共同繁荣发展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指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我衷心希望
这次访问能够取得丰硕成果，造福中塔两国以及本
地区各国人民。

拉苏尔佐达表示，今天杜尚别阳光明媚，热情
好客的塔吉克斯坦人民以喜悦的心情，热烈欢迎习
近平主席的到来，相信习近平主席对塔吉克斯坦进
行的首次国事访问必将取得圆满成功。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范先荣也到机场迎接。
塔吉克斯坦是习近平这次访问的第一站。之后，习近平还将对马尔代

夫、斯里兰卡、印度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抵访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合组织元首理事会

新华社杜尚别9月11日电（记者
李斌 孟娜）9月11日，国家主席习近
平在杜尚别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习近平指出，近期，我们在上海
和巴西福塔莱萨两次会晤，达成一
系列重要合作共识，两国政府各部
门和各地方正在积极落实，中俄关
系和各领域合作势头强劲。本月
初，你亲自出席中俄东线天然气管
道俄罗斯境内段开工仪式，体现了
你对两国能源合作的重视，对深化
双方各领域务实合作起到了带动和
示范作用。目前双方正在积极探讨
高铁合作，卫星导航系统合作已经
启动，联合研制远程宽体客机和重
型直升机等大项目合作又取得新进
展。我愿意继续同你保持密切沟
通，推动双方加大相互支持，扩大相

互开放，相互给力借力，共同抵御外
部风险和挑战，实现各自发展振兴。

关于两国务实合作，习近平强
调，双方要继续促进两国战略性大
项目合作，特别是尽早启动中俄西
线天然气管道项目，推动两国能源
合作迈上新台阶。双方还要扩大金
融合作，推动双边本币互换，共同建
设好金砖国家开发银行。

普京表示，当前，俄中关系发展
势头良好，各领域合作正在按照我
们达成的共识和协议顺利向前推
进。我同习近平主席在出席本次上
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再次会晤，就
重大问题和两国合作进行沟通，对
推动俄中关系下一步发展非常重
要。我对当前两国经贸合作表示满
意，希望双方继续着力推进油气、核

能、航空、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等领
域重大项目。俄中西线天然气管道
项目是互利共赢的，我本人高度重
视，要加快建设。我们还要充分发
挥两国间 100 多对友好省州、城市
关系的作用，促进地方合作和人文
交流。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不稳
定、不确定因素增多，俄中要加强在
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和协作。

两国元首还就即将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杜尚别峰会交换了意见，
认为当前形势下，本组织成员国要
加强团结、互信、合作，推动安全和
经济两个轮子同步发展，坚决打击

“三股势力”，大力推动各领域务实
合作，使本组织成为成员国稳定和
发展的可靠保障。中俄双方要加强
沟通协调，加大投入，引导上海合作

组织始终朝着服务本地区国家共同
利益的方向发展。习近平表示，中
方支持俄方接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
国并办好明年乌法峰会。

普京介绍了俄方对当前乌克兰
危机的看法和立场。习近平强调，
有关方要追根溯源，从根本上去理
顺和解决矛盾。中方主张政治解决
乌克兰危机，呼吁乌克兰方面尽早
开启包容性对话，达成全面解决危
机的政治方案。

普京表示，俄方重视和赞赏中
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
愿同中方保持沟通。

两国元首还就阿富汗、西亚北
非形势等交换了看法。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参加
会见。

习近平会见普京时提出

中俄共御外部风险挑战
习近平会见普京时提出

中俄共御外部风险挑战

新华社杜尚别9月11日电 （记
者 陈贽 李斌） 国家主席习近平
11 日在杜尚别同俄罗斯总统普京、
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举行中
俄蒙元首会晤。

习近平强调，中俄蒙三国是好
邻居、好伙伴。在当前复杂多变的
国际和地区形势下，三国元首首次
举行会晤，就彼此关切的合作问题
进行沟通，可以增进三方互信，促进
互利共赢合作，实现优势互补，共同
发展，推动东北亚区域合作进程，很
有必要，也具有重要意义。良好的
开始是成功的一半。相信这次会晤
将为今后三方更加紧密的关系发展
打下良好基础。

习近平指出，中俄蒙三国发展

战略高度契合。中方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倡议，获得俄方和蒙方
积极响应。我们可以把丝绸之路经
济带同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
国草原之路倡议进行对接，打造中
蒙俄经济走廊，加强铁路、公路等互
联互通建设，推进通关和运输便利
化，促进过境运输合作，研究三方跨
境输电网建设，开展旅游、智库、媒
体、环保、减灾救灾等领域务实合
作。三方可以深化在上海合作组织
框架内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安全，实
现共同发展。三方还要加强国际合
作，共同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共
同倡导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
安全观，共同推动以和平方式，通过
对话谈判，政治解决国际争端和热

点问题。中方支持蒙方积极参与地
区事务。明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也是联合国成立 70 周年。中俄将
举办一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我们
欢迎蒙方参加有关活动。

普京表示，俄中蒙三国地理相邻，
要加强交往、对话、协调。中方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为三国合作提供
了新的重要机遇。三方要把各自发展
计划结合起来，在能矿、交通基础设施
建设等领域建立长期稳定合作关系。
三国都主张世界多极化，应该共同努
力，维护地区安全稳定。

额勒贝格道尔吉表示，蒙古国
从战略高度重视同中国和俄罗斯发
展更加紧密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

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分
别访问蒙古国，推动了蒙中、蒙俄关
系发展。蒙方希望加强同中、俄的
合作，拉动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
和跨境运输。蒙方希望加强同亚太
经合组织等机制的合作，积极参与
地区事务。

三国元首认为，这次会晤非常
有益，将分别责成各自有关部门落
实三国元首达成的共识，研究有关
合作建议，及时向三国元首汇报。
建立三国副外长级磋商机制，统筹
推进三国合作。

三国元首同意，今后将根据需
要继续举行三国元首会晤。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参加会
晤。

习近平出席中俄蒙三国元首会晤时提出

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

新华社北京 9 月 11 日电 塔吉
克斯坦共和国位于中亚东南部，东
部与中国毗邻，南与阿富汗接壤，西
邻乌兹别克斯坦，北接吉尔吉斯共
和国。塔境内多山，山地面积约占
国土面积的93％，有“高山国”之称。

塔吉克斯坦国土面积为14.31万
平方公里，人口约798.48万，首都为
杜尚别。主要民族有塔吉克族、乌兹
别克族和俄罗斯族等。塔吉克语为
国语，俄语为族际交流语言。居民多
信奉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

塔吉克斯坦经济基础薄弱，结

构单一。苏联解体后的政治经济
危机以及多年内战使塔国民经济
遭受严重破坏。1995年，塔政府确
立了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国家经
济政策，并推行私有化改制。2003
年，塔政府制定国家工业发展政
策，有效利用国家资源优势，加大
生产技术革新力度，逐步提高产品
加工水平和产品竞争力。

塔吉克斯坦水力资源丰富，储
藏量居世界第八位，人均拥有量居
世界第一位，但开发量不足实际的
10％。塔境内铅、锌、钨、金、银、锡、

铜等贵金属以及石油、天然气、石
盐、硼、煤等矿产储量丰富。位于塔

东部的大卡尼曼苏尔银矿是世界上
最大的银矿之一。

“高山国”塔吉克斯坦“高山国”塔吉克斯坦

9月11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拍摄的塔吉克斯坦女子。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 链接

素有“高山之国”之称的塔吉克
斯坦位于中亚东南部，与中国依帕
米尔高原毗邻，近年来双方在政治、
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的合作日益
增多，一阵阵“中国风”越过高原山
地，为这个古老的民族带来浓浓的
中国味、中国情。

漫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
的街头，记者时常遇到素不相识的
当地人用“你好”打招呼，如果多聊
两句就会发现，你面前的塔国朋友
可能专门学过汉语，甚至可以用汉
语聊个海阔天空。

在一家中国企业工作的塔吉克
小伙子穆志龙说，他在新疆师范大
学学习了 4 年商务汉语，随后报考
中国政法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现在
已经修完所有课程，因此先找家中
国企业边工作边写论文。他希望毕
业以后能够进入塔国外交部工作，
为塔中两国友谊增砖添瓦。

在莲花酒店工作的服务员阿里
说，他在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的汉
语专业已经学习了 3 年多汉语，想
去中国读研究生。“如果顺利的话明
年一定要去北京看看天安门，到三
亚去看看海”，阿里说，学成之后要
回到塔吉克斯坦找家中国企业做自
己喜欢的市场营销工作。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孔子学院
中方校长邓新告诉记者，近些年希
望学习汉语并想去中国深造的塔吉
克斯坦学生成几何倍数增长，现在

孔子学院一年四季开设课程，但因
名额有限，有些没能进入学院学习
的学生甚至苦苦哀求老师说愿意自
己准备桌椅旁听。

“欢迎光临，请问您想吃点什么，
中国能吃得到的美食，我们这里基本
上都有”。在杜尚别的一家餐厅，塔
国小伙子巴赫操着一口流利的中国
话帮中国客人点菜。在杜尚别，大大
小小的中餐馆有十几家。周末时，中
餐馆里常常门庭若市，一座难求。

与中国味道和汉语热潮一并风靡
塔吉克斯坦的，还有“中国制造”这块
金字招牌。除了手机、电视、日用消费
品等中国产品，中国企业近年来广泛
参与塔吉克斯坦的基础设施建设，沙
尔－沙尔隧道、锡尔河大桥、国家图书
馆、塔吉克斯坦外交部大楼等都有一
个共同的名字——“中国制造”。

2012 年，来自中国路桥工程有
限 责 任 公 司 的 建 设 者 在 海 拔 近
3000 米、地质情况极为复杂的情况
下，历经 6 年，最终建成了中亚第一
隧道——沙赫里斯坦隧道。当地老
百姓称这条隧道是“中国朋友送来
的最好礼物”。这也是目前中国公
司在海外建设的单体最长隧道。

在通车仪式上，塔总统拉赫蒙
说：“中国帮助我们修建的隧道将打
通目前被高山阻隔的南北地区，对
我们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战略
意义。”

（据新华社）

塔吉克斯坦劲吹“中国风”

9月11日在塔吉克斯坦首都杜尚别拍摄的上合峰会宣传牌。 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