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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月的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阳光明媚。

2日中午时分，国家主席习近平
乘专机抵达这里，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峰会并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亲自到机场
迎接。

在贵宾楼大厅，10余名哈萨克
斯坦少年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热情欢
迎习近平主席。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
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
今走向繁荣富强……”

宽敞明亮的大厅内，中国和哈
萨克斯坦国旗交替而立。身着白色
衣衫、点缀有红色纹饰和腰带的哈
萨克斯坦少年，围成一个半圆形，
以一曲嘹亮的 《歌唱祖国》，迎接

敬爱的习爷爷。
“越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过奔

腾的黄河长江。宽广美丽的土地，是
我们亲爱的家乡……”孩子们真挚地
歌唱，习近平主席同托卡耶夫总统颔
首微笑。

“好！”听完歌唱，习近平主席高
兴地为孩子们鼓掌。

“尊敬的习近平爷爷，您好！欢
迎您来到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今
年都是 10岁的哈萨克斯坦小姑娘塔
莉亚和小男孩阿米尔汗，用标准的中
文向习近平主席问好。“我们很荣幸
见到您，我们喜欢您！”他们边说
着，边热情地望向习爷爷。

“谢谢你们！”习近平主席动情地
对孩子们说。习近平主席还转身对曾
在中国留学、能说一口流利中文的托

卡耶夫总统说道：“他们说得很标
准。”

“在哪里学的中文？”习近平主席
亲切地询问孩子们。

“我从小开始学习中文，因为
长大后我想去中国的清华大学读
书。”塔莉亚大声向习爷爷说着自
己的梦想。阿米尔汗则不假思索地
告诉习爷爷：“我出生在阿斯塔
纳，清华大学也是我的梦。我想学
程序设计。”

习近平主席对孩子们表示赞许：
“衷心祝愿你们，今后能上好的大
学。欢迎你们到中国去上大学。”

“谢谢习爷爷！我们爱您！”
两国元首微笑着向孩子们挥手道

别。
新华社阿斯塔纳7月2日电

““ 我 们 爱 您我 们 爱 您 ！”！”
———哈萨克斯坦少年合唱—哈萨克斯坦少年合唱《《歌唱祖国歌唱祖国》》欢迎习爷爷欢迎习爷爷

新华社记者 杨依军 赵嫣

“80 多年前，中哈两位音乐
家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在阿拉木
图相识相知，结下了跨越国界的
兄弟情谊。”在赴阿斯塔纳对哈
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
家主席习近平 2 日在哈萨克斯坦
媒体发表的署名文章 《同心笃
行 续写中哈关系新篇章》 中写
道。

这段感人至深的中哈友谊佳
话，习近平主席在不同国际场合
多次提及。

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音乐
家冼星海在举目无亲的阿拉木
图，偶遇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
德让·拜卡达莫夫。语言不通的
两位音乐家惺惺相惜，成为至
交。

“父亲和冼星海的故事已成
为哈中深厚友谊的象征，也成为
两 国 人 民 之 间 友 好 往 来 的 例
证”，拜卡达莫夫的女儿巴德尔
甘·拜卡达莫娃日前在阿拉木图
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1940 年 5 月，根据中共中央
指示，冼星海从延安前往苏联，
为纪录片 《延安与八路军》 进行
后期制作。1941 年受战争影响，
影片制作陷入停顿，冼星海回国
受阻。1942 年底，冼星海辗转来
到阿拉木图，依然找不到回国的
办法。

“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
际，哈萨克音乐家拜卡达莫夫接纳
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家。”
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在哈
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
题为 《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美好
未来》 的重要演讲时，讲述了这
段感人故事。

拜卡达莫娃虽没有亲眼见证
父 亲 同 冼 星 海 相 识 相 知 的 故
事，但父亲曾一次次向她回忆
这段往事，让她对其中细节耳
熟能详。

拜卡达莫娃说，父亲将冼星
海安置在自己姐姐家中。艰难岁
月中，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食
物都是凭票供应，家里面积又不
大，但一家人给了冼星海家一样
的温暖。“家里人都叫他黄训，
父亲把他当朋友、当亲人”。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
《民族解放》《神圣之战》《满江
红》 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
萨克民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
创作出交响诗 《阿曼盖尔德》，
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
到当地人民广泛欢迎。

1944 年年初，冼星海经拜卡
达莫夫推荐，前往科斯塔奈市音
乐馆担任音乐指导。1945 年，在
一次赴偏远山村的巡回演出中，
冼星海染上肺炎，后病逝于莫斯
科。

“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同哈萨
克斯坦音乐家拜卡达莫夫的感人
故事被搬上荧幕”——2022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
行国事访问前夕在 《哈萨克斯坦
真理报》 发表署名文章，再度提
到这段中哈友谊。

2019 年上映的中哈合拍电影
《音乐家》，开篇就还原了一个真
实的场景：在人头攒动的机场，
两位女士相互拥抱，泪流满面，
却说不出一句话……她们是冼星
海的女儿冼妮娜和拜卡达莫夫的
外甥女卡拉姆卡斯·阿里斯兰诺
娃，那是两人第一次见面，这段

中哈友谊得以在下一代延续。
上世纪 80 年代末，经过拜卡

达莫夫一家不懈努力，冼妮娜终
于来到阿拉木图，与异国亲人相
认。

多年来，两个家庭保持着紧
密联系。在阿里斯兰诺娃眼中，

“妮娜就是我最亲近的人，最亲
近的妹妹。我们虽然距离遥远，
但是我们的心很近。”

在阿拉木图西南部，冼星海
大街和拜卡达莫夫大街位置相
邻。在冼星海大街一端，冼星海
纪念碑巍然矗立，上面铭刻他的
生平，并用中俄哈三种语言写
着：“谨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
中哈友谊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冼星
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海大
街”。

数千公里外，在冼星海的祖
籍地中国广州番禺，有一条“冼
星海和拜卡达莫夫友谊之路”。
路边饰有红色音符，似在琴键间
飞扬舞动，一旁，拜卡达莫夫和
冼星海的半身雕像并肩而立。

时 光 不 语 ， 情 谊 长 存 。 如
今，《黄河大合唱》《阿曼盖尔
德》 的旋律仍常常在中哈两国奏
响，两位音乐家的故事口口相
传，让两国青年感叹于两国传统
友谊的深厚，立志书写更多友好
的动人篇章。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
学校长谢里克·伊尔萨利耶夫告
诉记者：“人文领域合作是两国
关系的基础，青年交流决定两国
友好的未来，这正是我们的努力
方向。”（参与记者：黄河 安晓
萌 马峥 陆佳飞 叶前）

据新华社阿斯塔纳7月2日电

这段感人至深的中哈友谊这段感人至深的中哈友谊
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述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述

新华社记者 赵 嫣 孙 浩 张继业

7月 2日，在赴阿斯塔纳对哈萨
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哈
萨克国际通讯社发表题为 《同心笃
行 续写中哈关系新篇章》的署名文
章。文章引发哈萨克斯坦各界和上合
组织成员国人士热烈反响。他们表
示，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
事访问对于两国关系发展具有里程碑
意义，相信此访将进一步推动中哈关
系提质升级，丰富两国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内涵，进一步增进
两国人民福祉。同时，习近平主席出
席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必将为开
辟上合组织新局面注入新的动力。

赓续友谊
增进中哈人民相知相亲

仲夏的伊希姆河畔阳光明媚，草
原上和煦的微风轻拂着阿斯塔纳，城
市主要街道上悬挂着中哈两国国旗。
对于习近平主席的第五次访问，哈萨
克斯坦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期待和欢
迎。

“习近平主席真诚关心两国关系
发展，他的言辞有内涵、有温度。”
刊登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的《哈萨克
斯坦真理报》总编辑萨比特·马尔德
巴耶夫感慨。他说，习近平主席关注
哈中关系发展，强调两国永久全面战
略伙伴关系的重要性，指出不仅要加
强双边经济联系，还要加强人文领域
的交往，以增进两国民众之间的了解
和友谊。

习近平主席还在署名文章中提到
广受中国患者尊敬和爱戴的眼科专家
卡培拉别科夫、有着“熊猫侠”美誉
的献血志愿者鲁斯兰等新时代中哈友
好的使者。

得知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中提及
自己的工作，卡培拉别科夫感到“十
分振奋、很受鼓舞”。他已经在中国
工作了 25 年，医治了 20 多万名患
者，如今在黑龙江省大庆眼科医院工
作，早就把中国当作了“第二故
乡”。“这不仅是对我工作的肯定，更
折射出哈中两国人民间的深厚友
谊。”卡培拉别科夫说，“为中国眼病
患者解除病痛让我充满成就感。只要
身体条件允许，我还会在这片热爱的
土地上继续工作，为哈中友谊贡献自
己的力量。”

互利共赢
推动中哈关系行稳致远

去年，中哈双边贸易额达到创纪
录的 410亿美元。札纳塔斯风电站、
图尔古孙水电站、奇姆肯特炼厂现代
化改造等重大战略项目顺利建成投
产，中哈原油管道、天然气管道安全
稳定运营，农产品快速通关“绿色通
道”实现全覆盖，越来越多的哈萨克
斯坦优质绿色农产品走进中国千家万

户……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提到的

一张张中哈合作“名片”，哈方人士
如数家珍。“哈中两国从国家元首到
企业、游客等各个层面都呈现信任、
合作和互动的氛围。”哈萨克斯坦研
究机构“中国中心”主任阿季尔·卡
乌肯诺夫说，习近平主席曾多次访问
哈萨克斯坦并在到访时提出重要主
张，例如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我们总是期待他的来访。”他
说，哈萨克斯坦民众期待习近平主席
此访实现两国关系新突破，并提出两
国合作新构想。

11年前，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

坦首次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
议，得到哈萨克斯坦社会各界积极回
应。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校
长谢里克·伊尔萨利耶夫回忆起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
表的重要演讲。他说，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促进了许多国家经济和社会
生活等方面的发展，哈萨克斯坦积极
参与倡议项目的实施。“习近平主席
的署名文章清晰阐述了他对中哈关系
的发展愿景，表明中方愿在世代友
好、高度互信的基础上与哈方加深经
贸、人文等各领域合作。”

并肩前行
开辟区域合作新局面

习近平主席在署名文章中指出，
展望未来，中哈合作大有可为，且必
将大有作为。我希望通过这次访问，
同托卡耶夫总统一道，赓续传统友
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就中哈关系未
来作出新部署新规划，推动中哈永久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习近平主席署名文章对续写中哈友好
新篇章作出的重要展望，让哈方人士
充满期待。

年过八旬的哈萨克斯坦知名东方
学家克拉拉·哈菲佐娃表示，习近平
主席的署名文章为推动哈中关系进一
步发展指明了方向。“哈中三十多年
合作成果斐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形
势下，双方合作需要提升至新高
度”。她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引起哈萨克斯坦
学者的重视，“人类的命运紧紧维系
在一起，所有问题都应当通过对话来
解决”。

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的另一
项重要日程是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署
名文章对哈萨克斯坦担任上海合作组
织轮值主席国以来所做大量卓有成效
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并期待阿斯塔
纳峰会进一步凝聚上海合作组织大家
庭，开辟组织合作新局面。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沙
伊梅尔格诺娃认为，习近平主席此访
彰显中国对区域合作的承诺以及对建
立一个更加互联互通和繁荣地区的愿
景，将加强上合组织的团结和有效
性。上合组织将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
和发展的推动力，促进成员间深化贸
易联系、加强互联互通并释放新的投
资机遇。“阿斯塔纳峰会将助力该组
织进一步发展，推动该地区的长期和
平、稳定和经济繁荣”。

“‘上海精神’与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相辅相成。正是凭借对

‘上海精神’的共识，上合组织成员
国才能结为‘命运共同体’。”哈萨克
斯坦外交部国际关系委员会成员阿姆
列巴耶夫说，上合组织将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多贡献。（执笔记
者：杜鹃 孙丁）

据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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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阿斯塔纳7月2日电 由中
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 《平

“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三季（哈萨克语版）落播仪式 7月
2日在阿斯塔纳举行。即日起，节目
在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总局旗下

丝路电视台、阿塔梅肯电视台等主流
媒体播出。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
的典故》 第三季 （哈萨克语版） 聚
焦共同富裕、生态保护、文化传承
等主题，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

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
国古籍和经典名句，精彩呈现了
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
的人文情怀以及广博的大历史观和
世界观，向受众展示中国式现代化
的文化根基。

《《平平““语语””近人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习近平喜欢的典故》》
第三季第三季（（哈萨克语版哈萨克语版））在哈萨克斯坦开播在哈萨克斯坦开播

（上接第一版） 合作社负责人告诉记
者，他们新引进的穴盘育苗技术，采
用精量播种，1穴1粒集中育苗，种子
分播均匀，既减少了种苗间病虫害的
传播，也能使根系充分发育，有效提
高了成苗率，苗龄也比常规苗缩短了
10至20天。

种苗是发展高品质蔬菜的基础。
我市以河北大禹种业有限公司、肃宁
县绿苑蔬菜专业合作社等龙头企业为
引领，积极打造全国领先的蔬菜育苗
基地和杂交菠菜育种基地。目前，总
投资1.3亿元的肃宁绿苑蔬菜种苗繁育
基地项目已开工建设，建成后年育苗
能力10亿株，将成为全国最大的育苗
企业。

为了促进蔬菜产业转型升级，我
市不断引进先进技术，仅2024年上半
年就邀请60多位国家级、省级蔬菜行
业知名专家学者来沧指导培训。目
前，全市引进蔬菜种植新技术 20余
项，30家蔬菜育种企业在农业农村部
登记，并审定大白菜、辣椒等各类新
品种83个。2023年以来，共打造精品
果蔬驿站 14个，引进蔬菜新品种 233
个。

有了好品种，更要保证种植效
果。在青县司马庄绿豪农业专业合
作社，观赏南瓜、樱桃番茄等特色

新品让人耳目一新，蔬菜的种植管
理也尽显“科技范儿”。合作社理事
长李志彬介绍，目前园区在中度盐
碱地棚室种植了耐盐碱辣椒等蔬菜
新品种，正在通过施用功能有机肥
及微生物菌剂改良土壤，喷施海藻
素促根壮秧，研发盐碱地棚室蔬菜
优质高效配套栽培技术。“今年，我
们还引进蔬菜种植机械设备。起垄
机半个小时就能一次性完成棚内 1.6
亩土地的起垄、铺设滴灌管道和覆
膜工作。起好垄后，自动移栽机仅
用 40分钟就完成了棚内菜苗移栽。”
李志彬说。

为了提升蔬菜标准化种植水平，
我市建立了质量监管体系，制定完成
青县羊角脆、肃宁圆茄、献县甜瓜等
5个单品高品质蔬菜指标体系、标准
化管理技术模式图和生产工序；“两品
一标”（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和农产
品地理标志）认证数量达到41个，发
布省级蔬菜地方标准 1项、市级地方
标准 36项，4个合作社成为全国蔬菜
质量标准中心标准化基地。

对接京津打造优质品牌
在肃宁县邵庄乡王家佐村的韭菜

地里，农户们正忙着采收、打捆、包
装。“我们种植的韭苔亩产达到四五千

斤，每斤收购价 3块到 4块，收益很
高。”肃宁县大众蔬菜种植合作社负责
人张志杰说。

近年来，肃宁县立足本地资源，
抢抓高品质蔬菜产业示范区创建机
遇，做大做强蔬菜产业，打造了“肃
宁韭菜”“窝北圆茄”等品牌，蔬菜产
业由传统种植业驶入高效现代农业发
展的“快车道”。

在献县陌南镇宋房子村的大棚种
植区，西红柿、甜瓜、芹菜、茄子等
蔬菜绿意盎然。“我们的大棚改变了过
去单一的种植模式，反季节种植的果
蔬产品品质优、产量高、效益好。如
今种植户一年四季都有果蔬种植，实
现了‘一地多用、一年多收’。”宋房
子村党支部书记王海增说，这些果蔬
产品通过采购商销售到京津及周边地
区的各大菜市场、超市，在促进农业
现代化发展的同时，也鼓起了农民的

“钱袋子”。
近年来，我市坚持规模扩大与

单品品质提升统筹推进，以高品质
特色单品形成沧州蔬菜影响力。青
县的羊角脆、黄瓜、羊肚菌，肃宁
的圆茄、韭菜，献县的甜瓜、口感
番茄，盐山的银耳，海兴的多刀茴
香等特色品种，颇受京津市场欢
迎。

为了加快蔬菜产业发展，我市
将蔬菜产业招商引资列入市、县招
商重点，分年度筛选一批支撑作用
强、投资强度大、建设周期短的项
目列入重点项目建设清单，实行一
个项目、一个专班，推动项目的落
地落实。市、县相关部门围绕蔬菜
产业对接上级部门，积极争取农业
设施、现代农业园区、水利、科
技、生态建设、批发市场、交通物
流、文化旅游等项目落户沧州，筑
牢产业发展基础。围绕蔬菜产业发
展需要，全方位做好项目包装，充
分利用各类博览会、贸易洽谈会等
平台，全面推介产业项目，吸引头
部企业到我市投资。

“去年以来，我们持续推动新发地
市场及‘果蔬大王’来沧考察对接，
助力青县与北京新发地签订战略合
作框架协议，‘沧州时蔬’北京新发
地直销中心完成新发地市场企业备
案，即将开业。利用在第六届京津
冀蔬菜产业发展大会、中国农产品
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中国国际
预制菜产业大会、河北省农产品加
工业大会、河北品牌农产品‘六进
行动’等平台，开展宣传推介招商活
动 14次。”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
说。

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条
“清晨青县棚中菜，中午京津盘中

餐。”在青县蔬菜市场，流行着这样一
句话。6月3日，青县“河北净菜”进
京暨蔬菜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在北京
新发地举行，“青县蔬菜”区域公用品
牌正式发布。

拇指黄瓜、迷你菜瓜、冰菜、芝
麻菜……活动现场，百余种特色叶
菜、果菜经过筛选、清洗，摆上餐
桌，配备秘制的黄豆酱，备受嘉宾好
评。

“河北净菜”进京，是我省贯彻落
实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
措。净菜，就是经过切分、洗涤、消
毒、真空包装等流程的蔬菜。随着生
活节奏的加快和生活品质的提升，这
种经过初加工的蔬菜，受到越来越多
居民的追捧。在“河北净菜”成为

“北京好菜”的实践中，青县探索出了
成功经验——聚焦蔬菜育种、蔬菜育
苗、高品质瓜类生产、羊肚菌生产、
高品质叶菜生产五大特色板块，优化
全链条产业布局，提高“青县蔬菜”
区域公用品牌专业化、标准化水平，
目前与新发地、首农、物美、华联等
大型批发市场、连锁超市深入合作，
供应高端果蔬品种 30余个。2023年，

青县蔬菜供应京津总量达到120万吨。
“打造‘青县蔬菜’区域公用品

牌、扩大净菜市场，有利于提升品牌
效应，提高果蔬产品附加值。”青县农
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说，这不仅让京
津居民餐桌上的蔬菜更加新鲜可口，
还为本地农民增加了蔬菜销路，实现

“两端”受益。
目前，全市共有青县司马庄绿

豪农业专业合作社、献县清新食用
菌有限公司、肃宁县大众蔬菜种植
专业合作社等多家净菜生产企业。
为了扩大净菜市场，我市还先后举
办了黄骅旱碱麦·沧州时蔬区域公用
品牌发布暨产销对接会、青县甜瓜
节等活动；充分利用北京南站候车
室、公交站牌等媒介，宣传推介

“沧州时蔬”区域公用品牌；在我市
与中国农科院合作建立的沧州农产
品加工与营养健康 （沧州） 研究
院，科研人员积极开发蔬菜产后初
加工技术，为推进净菜、预制菜等
领域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从育苗到种植，再到加工、运
输，一条完整的高品质蔬菜产业链条
在我市与京津市场之间高速运转。这
条产业链，连接着京津冀三地居民的
民生幸福，也连接着现代农业发展的
新希望。

从 沧 州从 沧 州““ 菜 园 子菜 园 子 ””到 京 津到 京 津““ 菜 篮 子菜 篮 子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