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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7月 2日
至6日出席在阿斯塔纳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
四次会议，并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
总统托卡耶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
总统拉赫蒙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
问。哈各界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在
此访期间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
夫共同为哈中两国关系发展锚定航
向，推动两国合作在政治、经济、人
文等领域再结硕果，并期待习近平
主席此行为上合组织进一步发展指
引方向，推动上合组织各国秉持“上
海精神”继续为地区和平、发展、稳
定注入动力。

政治互信持续加深

“哈方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到
访，相信元首会晤将造福两国人民，
所达成的协议将有力促进两国关系
发展，推动开启哈中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新篇章。”哈萨克斯坦总统
托卡耶夫在习近平主席访哈前夕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这样说。

“每每忆及与尊敬的习近平主
席的会晤，我都感觉很暖心。”托卡
耶夫说，“我们在开放信任的气氛中
讨论热点问题和两国永久全面战略
伙伴关系的前景，并就国际局势交
换意见。”

习近平主席2013年以来已4次
访哈，托卡耶夫总统2019年以来已
5次来华。两位领导人在多边场合
多次会晤，此外，还多次通电话。密
切的高层交往，是两国之间友好关
系的写照。

中哈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平
等相待的好朋友、志同道合的好伙
伴。建交三十多年来，两国关系经
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内涵不
断丰富，水平持续提升，成果更加丰
硕。两国率先解决边界问题，率先
铺设跨境油气管道，率先开展国际
产能合作……创造了多项“第一”。

在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
亲自关心和直接推动下，中哈两国
本着同舟共济、互利共赢精神结为
永久全面战略伙伴，在此基础上又
顺应时代潮流，决定构建中哈命运
共同体，为双边关系树立了新的标
杆，开辟了新的前景，提供了新的动
力。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与共

已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古丽娜尔·沙伊梅尔格诺娃表示，哈
萨克斯坦高度重视发展同中国的永
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期待习近平
主席此次访问继续推动哈中共建

“一带一路”等多领域务实合作。
“我们总是期待习主席的来

访。”哈萨克斯坦研究机构“中国中
心”主任阿季尔·卡乌肯诺夫说，哈
中两国间从企业到民众都有着友好
关系，两国合作卓有成效，哈萨克斯
坦民众期待习近平主席的再次到访
为两国合作注入新动力。

中哈均主张以相互尊重、公平
正义、合作共赢、平等参与全球治
理、照顾彼此利益为基础发展国际
关系，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中国-中
亚机制等多边机制框架内的协作不
断深化。去年10月，习近平主席会
见来华出席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
合作高峰论坛的托卡耶夫总统时表
示，支持哈萨克斯坦做好上海合作
组织轮值主席国工作，推动本组织
合作迈上新台阶。

“我期待聆听习近平主席此次
对上合组织在当前国际背景下如何
发展提出新的建议。”哈萨克斯坦外
交部对外政策研究所所长、上合组
织前秘书长博拉特·努尔加利耶夫
说，上合组织在政治、经济、文化、人
文等诸多领域得以快速发展，离不
开中方的关心和支持。

务实合作全面推进

“希望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进
一步推动哈中两国在交通运输、互
联互通方面的合作，希望更多中欧
班列往来于两国之间，提升哈萨克
斯坦作为过境枢纽国的作用。”在位
于中哈边境的哈萨克斯坦小城扎尔
肯特，已在“霍尔果斯-东大门”无水
港工作近 10 年的生产部经理穆拉
特·苏莱曼诺夫对习近平主席的访
问充满期待。

“霍尔果斯-东大门”无水港是
中欧班列跨里海运输路线的重要站
点，货物要在这里从中国的标轨铁路
换装到哈萨克斯坦的宽轨铁路。这
条线路从中哈（连云港）物流合作基
地出发，在新疆霍尔果斯出境，经哈
萨克斯坦西部阿克套港跨越里海，最

后抵达阿塞拜疆巴库港。今年以
来，这条线路已实现常态化运营。

近年来，中哈就加强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与哈“光明之路”新经济
政策战略对接开展深度合作，全面
加强互联互通，扎实推进产能合作，
推动一批重大战略项目在哈落地实
施，促进经贸合作提质升级。两国
开通多对常年对开公路口岸和2条
跨境铁路干线。2023年，通过霍尔
果斯、阿拉山口口岸过境哈萨克斯
坦的中欧班列数量分别为 7762 列
和 6635列，同比增长9.8%和 6.8%。
截至今年5月，中哈确立的45个产
能合作项目中已经完工26个，涉及
冶金矿产、能源资源、机械制造、建
材化工、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2023年，中国成为哈第一大贸易伙
伴国，两国贸易额达410亿美元，同
比增长32%。

“期待习近平主席的到访为哈
中经贸领域合作注入新的动力。”阿
斯塔纳汽车公司商业发展总经理阿
克尔别克·阿纳尔巴耶夫对新华社
记者说。这家公司正在哈萨克斯坦
最大城市阿拉木图工业区建设多品
牌汽车工厂，按协议生产奇瑞、长安
等中国品牌汽车，计划 2025 年投
产。阿纳尔巴耶夫说，希望未来能
有更多中国汽车品牌进入哈萨克斯
坦，满足当地用户对优质汽车日益
增长的需求。

在位于哈萨克斯坦北部阿克莫
拉州的广袤草原上，一台台白色涡
轮发电机巍然屹立，叶片在风中缓
缓转动。这是中国企业建设的阿克
莫拉州205兆瓦风电项目。哈萨克
斯坦青年叶尔博拉特·埃迪尔告诉
新华社记者，在这里工作让他很有
成就感。“期待习近平主席来访继续
促进哈中新能源领域合作，给哈萨
克斯坦人民带来更多实惠。”

人文交流拉近民心

“相信习近平主席的访问将进
一步促进哈中两国文化交流。”哈
萨克斯坦青年鲁斯兰在接受新华
社记者采访时道出自己的期待。
鲁斯兰曾就读于海南大学，自2009
年起多次捐献“熊猫血”救助中国
病患。习近平主席 2013 年 9 月访
哈期间在演讲中特意介绍了他的

故事。如今，他成为海南国际经济发
展局的全球新闻官。

作为受到习近平主席称赞的中哈
友谊使者，鲁斯兰特别关注两国人文
交流。他说：“今年是中国‘哈萨克斯
坦旅游年’，我希望能有更多影视作
品、博物馆合作等文化交流，让两国
民众互相了解、增进友谊。”

中哈两国在人文领域合作成果丰
硕，最近更是好消息不断：2023年 10
月12日，中国西北工业大学与“阿里·
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合作设立的
西北工业大学哈萨克斯坦分校正式
启用，该校首批硕士研究生近期来华
开启毕业课题研究；2023年 11月 10
日，中哈互免签证协定生效；2023年
11 月 27 日，两国签署关于互设文化
中心的协定；2023年落户哈萨克斯坦
的中国职业教育金字招牌“鲁班工
坊”，现已启动扩建……人文交流让
两国民心相亲，友谊不断深化。截至
2024年 3月，双方缔结友好省州市已
达到26对。

教育是中哈人文合作的一大亮
点。目前共有超过1万名哈萨克斯坦
留学生在华学习，哈萨克斯坦大学也
吸引了上千名中国年轻人前来深造。
哈萨克斯坦设立了5所孔子学院，中国
有5所院校开设哈萨克语专业。

2023 年来到西北大学留学的哈
萨克斯坦青年塔亚是一名中国文化
的爱好者。“中国的历史文化十分悠
久，现代中国也非常开放且富有活
力，相信在这里我能找到理想中的未
来，”塔亚说，“我希望让我们国家的
人们更了解中国。我想传播的不仅
是已经享誉世界的‘中国制造’或者

‘中国品牌’，还有其背后的先进理念
和方法。”

叶尔克·托克塔尔别科娃目前就
读于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孔子学院，
已学习汉语 4 年，曾两次参加“汉语
桥”比赛并获奖。她计划今后到中国
高校继续深造，亲眼看一看中国的美
丽风光和发展成就，感受中华文化的
厚重底蕴。她对习近平主席再次到
访哈萨克斯坦充满期待：“相信此次
访问将促进两国经济合作更密切、人
文交流更丰富，为两国青年一代提供
更多机会。”（参与记者：吴宝澍、安晓
萌、钟群、王军锋、张瑜、林凯、夏鹏）

（新华社阿斯塔纳7月1日电）

澳大利亚政府 7月 1日进一步
收紧留学政策，宣布上调国际学生
签证费。

依据新规，7月 1日起，国际学
生签证费由 710 澳元（1 澳元约合
0.67 美元）上调至 1600 澳元。另
外，访客签证和临时研究生签证持
有者不得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学生
签证。

澳内政部长克莱尔·奥尼尔说，
新举措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公平、更
能服务于澳大利亚的移民体系”。

依据政府说法，先前签证规定
存在漏洞，外国学生可以多次延长
在澳停留时间。2022 年至 2023 年
间，续签至少一次的学生人数超过
15万，增幅逾30%。

新冠疫情暴发后，澳大利亚曾
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政府 2022
年逐步放宽限制，移民数量迅速增
加。政府今年 3 月发布的数据显

示，在截至 2023 年 9 月 30 日的一年
内，净移民人数为54.88万，创历史新
高，一年间增幅达到60%。

2023年年底以来，澳大利亚政府
采取多项措施收紧学生签证政策。今
年3月，政府提高对留学生英语语言
能力的要求；5月，国际学生为获得签
证所需存款下限由2.4万余澳元上调
至2.9万余澳元，这是澳政府7个月内
第二次上调存款限额。

澳大利亚大学联盟首席执行官卢
克·希伊认为，政府在国际学生政策
上不断施压，将导致澳大利亚在国际
教育产业上的优势地位面临风险。

“无论对我们的经济还是大学，这都
不是好事”，因为两者均“严重依赖”
国际学生缴纳的费用。

国际教育产业是澳大利亚主要出
口产业之一。据路透社报道，这一产业
在2022至2023财年给澳大利亚带来
364亿澳元收入。 （新华社微特稿）

据两名知情人士 6 月 30 日披
露，美国司法部将以欺诈罪对波音
公司提起刑事诉讼，波音要么接受
认罪协议，要么出庭受审。面对重
重风波，波音7月1日宣布，将以47
亿美元收购其关键部件供应商势必
锐航空系统公司。

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
道，美国司法部计划当天晚些时候正
式向波音提出一份认罪协议，要求波
音承认在2018年和 2019年的两起
空难中密谋欺诈美国联邦航空局，并
对波音处以约4.87亿美元罚款。

依据认罪协议，美司法部将要
求一家独立监督机构对波音的安全
和合规行为进行为期 3年的审计。
波音还可能被要求向遇难者家属支
付赔偿，具体金额由法官酌情决定。

按照知情人士说法，司法部的

这份认罪协议“没有商量的余地”，
波音需在本周末之前作出回应。波
音如果拒绝认罪，则将面临庭审。

波音和美国司法部拒绝就上述
报道置评。

路透社分析，美司法部作出这
一决定将使波音所陷危机进一步加
深，使其承受更沉重的经济压力和
更严格的政府监管。如果波音认
罪，其后续获取政府合同的机会也
将受到影响。

知情人士说，司法部官员 6 月
30日已向遇难者家属致电透露刑诉
决定。不过，遗属代表律师之一埃
琳·艾普尔鲍姆说，遗属对司法部提
出的认罪协议条款强烈不满，认为
对波音的处罚力度不够。部分遗属
先前要求对波音处以 247.8 亿美元
罚款，并对空难时在任的波音高层

提起刑事诉讼。
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印

度尼西亚狮子航空公司和埃塞俄比
亚航空公司航班先后发生空难，总
计 346 人遇难，失事飞机均为波音
737MAX8 型客机。2021 年 1 月，
美国司法部对波音公司提起刑事诉
讼，并与其达成为期3年的暂缓起诉
协议。波音同意支付超过25亿美元
的罚款和赔偿，并承诺充分合作，按
要求实施合规和改进计划。暂缓起
诉协议有效期至今年1月7日。

然而在1月5日，即暂缓起诉协
议 到 期 前 两 天 ，一 架 波 音 737
MAX9型客机在飞行途中发生门塞
脱落事故。这起事故虽未造成人员
伤亡，但暴露波音在质量控制方面
持续存在问题，导致美国国家运输
安全委员会和联邦航空局介入调

查，也被司法部列为调查“波音是否
违反协议”的依据。

门塞脱落事故后，向波音供应门
塞、机身及其他关键部件的势必锐也受
到美国监管部门严格审查。势必锐曾
为波音下属企业，2005年从波音剥离。

波音7月1日宣布，已就收购势必
锐达成“最终协议”。据波音声明，此
次收购为全股票交易，每股 37.25 美
元，股权总值约47亿美元。算上势必
锐的净债务，交易总值约83亿美元。

同一天，欧洲空中客车集团也宣
布与势必锐达成一项协议，将接手后
者“与空客相关的主要业务”。法新
社援引协议内容报道，空客将支付1
美元的象征性费用接管与空客飞机零
部件生产相关的势必锐设施，同时将
从势必锐获得 5.59 亿美元的赔偿
金。 （新华社专特稿）

30 多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顺应潮流、讲信修睦，使 3300
多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友好、互信、合作的纽带，走出了一条
睦邻友好、合作共赢的新路，成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7 月 2 日至 6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阿斯塔纳举行
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并应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拉赫
蒙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此次访问将是中国与中亚国
家元首的又一次亲密互动，彰显双方携手共谋发展的坚定信
念和继续深化睦邻友好关系的决心。

30 多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政治互信持续深化，推动友
好交往继往开来。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与中亚伙
伴始终相互尊重、彼此信赖。中国已同中亚五国实现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和双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全覆
盖。2023 年 5 月，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中国成功举行，对
中国－中亚机制进行了立柱架梁和全面布局，中国－中亚元
首会晤机制正式成立，充分发挥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
加强对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发展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
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
多边机制内，中国同中亚国家密切协调合作。双方共同捍卫
多边主义，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关键
时刻挺身而出为对方仗义执言，维护彼此正当权益和战略利
益，促进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
理的方向发展。

30 多年来，双方互利合作稳步前行，促进区域经济高质
量发展。近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发挥互补优势、深化战略
对接，多领域务实合作结出累累硕果。中国同中亚国家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走在国际社会前列。在共建“一带一路”框
架下，中国同哈萨克斯坦积极开展产能和投资合作，阿拉木
图光伏电站、奇姆肯特炼油厂现代化改造工程等涉及基建、
农业和能源等领域的诸多重大合作项目落地开花。在塔吉
克斯坦，杜尚别热电厂等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大型合作项目
为塔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提供了推动力。近日，中国－吉尔吉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铁路项目三国政府间协定签字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吉乌铁路是
中国同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建成后将极大促进三国互联互通，带动地
区经济社会实现更快发展。

30 多年来，双方休戚与共、安危共担，有力维护了共同安全利益和地区和
平稳定。中国与中亚五国是唇齿相依的近邻，更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和
平稳定是共同期盼。中国倡导各国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得
到中亚国家普遍认同，也在合作中得到积极践行。从联手打击“三股势力”和
跨国有组织犯罪、贩毒，到坚决反对外部干涉和策动“颜色革命”，中国与中亚
国家安全合作不断深化。面对不断涌现的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六国共同
为地区百姓安居乐业筑起安全屏障。借助双边和多边安全合作机制，中国与
中亚国家共同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就化解地区冲突发挥建设性作用，为维护世
界和平与稳定贡献力量。

30 多年来，双方人文交流亮点纷呈，厚植世代友好民意基础。中国与中亚
民间交往历史悠久，丝路情谊赓续千年、传承至今。秉持平等、互鉴、对话、包容
的文明观，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文合作成为民心相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鲁班工
坊为当地发展提供重要人才支撑；哈萨克斯坦驻西安总领事馆去年正式开馆，
为增进中国与中亚各国相互了解提供新的窗口；中哈互免签证协定正式生效，
极大便利两国人员往来……目前，中国同中亚五国已结成约70对友好省州市，
10多所孔子学院在中亚落地，民众之间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双方在旅游、文
化、考古和体育等领域开展大量交流合作。“中国热”“中文热”持续升温，中国已
成为中亚国家学生留学的主要目的地之一。随着各层级人文交流持续深入，双
方民众将更加相知相亲，为中国－中亚关系行稳致远注入不竭动力。

中国同中亚五国是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中国与
中亚国家睦邻友好、互利合作新的“黄金三十年”已经启幕。面向未来，中国与
中亚国家合作大有可为、前景可期。秉持着“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
互利共赢”的交往理念，双方将共同谱写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更加美好的明
天，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新华社阿斯塔纳7月1日电）

韩国实习和住院医生因反对医
学院扩招计划而发起“辞职潮”已经
4个多月，韩国高丽大学三家附属医
院的医学教授7月1日宣布，将于本
月12日开始无限期罢工，以声援辞
职医生并敦促政府与医疗界对话。

此次医生“辞职潮”导火索是韩
国政府2月初发布医科大学扩招计
划，内容包括从 2025 学年起，将招
生规模从目前的 3058 人增至 5058
人，到 2035 年将新增 1 万名医生。
医疗界强烈反对这一计划，约1.2万
名实习和住院医生递交辞呈、罢诊
离岗，造成诊疗混乱。

高丽大学三家附属医院医学教
授组成的紧急对策委员会 1 日宣
布，将从 12日起无限期罢工，以敦
促政府停止向医学生和实习医生施
压，并与医疗界对话。罢工期间，急

诊室和重症监护室将照常运行。
这一委员会在声明中说：“医疗界

尝试通过提供解决方案和作出妥协来
展开对话，但政府完全无视，滥用行
政命令。”

此前，延世大学旗下三家大型医
院的医学教授已于 6月 27日起开始
无限期罢工。首尔峨山医院的资深医
生预计将从7月4日起罢工一周。

医生“辞职潮”导致的医疗空缺引
发患者及家属不满。韩国患者团体联
合会等组织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行集
会，敦促离职医生返岗。这将是医生

“辞职潮”风波开始以来，患者团体首
次举行大规模集会。

面对医疗界反对，韩国政府坚持推
进医学院扩招计划。教育部门已于5
月敲定扩招计划，2025学年将扩招约
1500名医学生。 （新华社微特稿）

续丝路情谊 谋合作新篇
——哈萨克斯坦各界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对哈进行国事访问

新华社记者 赵嫣 张继业 刘赞

美司法部刑诉在即 波音为缓危机收购势必锐

希腊目前处于形势严峻的野火
季。据希腊消防部门统计，6 月 29
日黎明以来，希腊各地至少发生 40
场野火。

这是 6 月 30 日，一名消防员在
希腊凯拉泰阿进行灭火作业。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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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医生“辞职潮”持续
部分医学教授拟无限期罢工

澳大利亚上调留学生签证费

开
辟
中
国
－
中
亚
关
系
崭
新
未
来

新
华
社
记
者

安
晓
萌

张
继
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