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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 6月12日，在
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五次
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人民
报》、“霍瓦尔”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携手共
铸中塔友好新辉煌》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携手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到处野芳红胜锦，满川新涨碧于银”。
在这个生机盎然的仲夏时节，应拉赫蒙总统
邀请，我即将对友好的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5年前，我第一次访问塔吉克斯坦，这
里壮美多姿的山川、悠久绚烂的文化、热情
淳朴的人民给我留下美好而深刻的印象。即
将再次踏上这片古老的土地，见到热情好客
的塔吉克斯坦朋友，我充满期待。

中国和塔吉克斯坦山水相连，两国人
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2000多年前，中国西
汉张骞凿空西域之旅，开辟了伟大的丝绸
之路，在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留下了华美乐
章。两国先民互通有无，互学互鉴。在中亚
这片广袤土地上，大唐玄奘、明朝陈诚都留
下了友好足迹，索莫尼、鲁达基等塔吉克斯
坦历史文化名人的故事也在中华大地传
颂，粟特人多姿的身影成为唐三彩骆驼载
乐俑的主角。历经千百年积淀，两国人民友
谊如同巍峨屹立的帕米尔高原，不因风云
变幻而动摇，不随时代变迁而改变。

27年前，中国率先承认塔吉克斯坦独
立，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中塔人民友好焕发
出新的勃勃生机。27年来，中塔两国始终相
互信任、彼此尊重，在各领域开展了互利合
作，在国际社会树立了不同制度、不同文
明、不同规模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

——平等互信使中塔友好稳如磐石。
中国古人说，“与朋友交，言而有信”。互信
是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基石。正是基
于互信，中塔成功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
题，495公里的共同边界成为连接中塔人民
友谊的桥梁和纽带。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中塔已成为山水相连的好邻居、真诚互

信的好朋友、合作共赢的好伙伴、彼此扶持
的好兄弟。

——互利共赢使中塔友好充满活力。中
塔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走在前列。塔吉克斯
坦第一个同中国签署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合作备忘录，成立合作委员会，双方共同实
施了一系列具有标志性的大型合作项目。亚
湾－瓦赫达特铁路桥隧道的贯通，使塔吉克
斯坦南北相隔的铁路变成通途；杜尚别热电
厂的建成，让塔吉克斯坦首都冬季缺电成为
了历史；中央直辖区500千伏输变电线的竣
工，提升了塔吉克斯坦北部电网稳定性和安
全性。水泥厂、炼油厂、农业纺织产业园、矿
业冶炼工业园等项目顺利实施，成为塔吉克
斯坦工业化的加速器。中国已成为塔吉克斯
坦最大投资来源国和主要贸易伙伴。未来几
年，中塔贸易额将突破 30 亿美元。实践表
明，中塔两国已携手走出一条优势互补、共
谋发展、共享繁荣的道路。

——民心相通使中塔友好世代相传。
“汉语热”、“塔吉克斯坦热”已在两国蔚然
成风。中国多所大学开设了塔吉克语专业
和塔吉克斯坦研究中心，两所孔子学院和
两所孔子课堂在塔吉克斯坦开展汉语教
学工作。不久前，拉赫蒙总统所著《历史倒
影中的塔吉克民族》中文版在华出版发
行，为中国人民了解塔吉克斯坦提供了新
视角。上个月，“塔吉克斯坦文化节”在北
京和西安两地成功举行，让中国人民再次
领略了塔吉克斯坦文化的魅力。两国人民
像走亲戚一样常来常往，世代友好更加深
入人心。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保护主
义、单边主义肆意横行，地区形势中的不
确定因素增多。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
展既面临难得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前所未
有的复杂挑战。中方愿同塔方携手合作，
把好机遇，共迎挑战。

我们要深化政策沟通，从战略高度和
长远角度对中塔关系发展作好顶层设计。
密切高层交往，加强政府、议会、政党、地方
各级别合作，继续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
重大关切问题上相互给予坚定支持，夯实

中塔关系行稳致远的政治基础。
我们要绘制共建“一带一路”的工笔

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拓展合作空间，以
战略性大项目为重点，优先发展能源、交
通、农业、工业等领域合作，持续扩大贸易
投资，欢迎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等平
台扩大对华出口，构建内容丰富、成效显
著、惠泽民众的务实合作格局。

我们要推进民心相通，深化语言教学、
名著互译、考古发掘、文物保护、影视制作
等方面合作，让中塔两个悠久文明在交流
融汇中更加多彩。我们要在青少年心中播
撒友谊种子，培养两国友好事业接班人，让
中塔友好薪火相传。

我们要全力深化打击“三股势力”和跨
国有组织犯罪、禁毒、网络安全等领域合
作，更好维护两国和本地区安全稳定。

我们要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战略协
作，深化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
多边平台的协调配合，维护多边主义和自
由贸易体制，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
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变革作出
不懈努力。

亚信成立 27 年来，顺应时代发展潮
流，致力于增进各国互信和协作，维护地
区安全稳定，为促进亚洲和平与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在亚信 2014 年上海峰会上，我
提出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
全观，倡议探索符合亚洲特点和各国共同
利益的安全和发展道路，得到各方积极响
应。5 年来，我们着力丰富亚信合作理念，
充实亚信合作内涵，成立亚信非政府论
坛、青年委员会、实业家委员会，加深同联
合国、上海合作组织等多边机制合作，显
著提升了亚信国际影响力。

塔吉克斯坦接任亚信主席国以来，为
推动亚信发展作出积极贡献。中方愿同塔
方及其他成员国一道，以杜尚别峰会为新
起点，推动亚信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为促
进亚洲和世界安全和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的先哲曰：“事虽小，不为不成”。
塔吉克斯坦谚语讲：“有志气的蚂蚁也能把
大山搬走”。中方愿同塔方携手努力，以持
之以恒的勤勉精神，共铸中塔友好新辉煌。

习近平在塔吉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刘

欢 查文晔）国台办发言人安峰山12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应询指出，两
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骨肉兄弟和命运
共同体，我们愿意尽最大努力，以最大
诚意来追求争取和平统一前景，同时
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决心
和意志也是坚定不移的，绝不容忍“台
独”分裂势力分裂国家。

有记者问：日前国务委员兼国防
部长魏凤和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
示，如果有人胆敢把台湾从中国分裂
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必将不
惜一切代价，坚决维护祖国统一。请问
这是否意味着大陆已做好“武统”准
备？安峰山作了上述回应。

他指出，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
凤和上将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的讲话
明确表达了我们坚决维护祖国统一的
立场。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这
是七十载两岸关系发展历程的一个历
史定论，也是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必然要求。

安峰山指出，我们保留采取一切
必要措施的选项，针对的是外部势力
的干涉和极少数“台独”分裂势力的分
裂活动，绝不是针对台湾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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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山林间，漫步
在离广西南丹县城不远的白裤瑶易地扶贫
搬迁安置点，一幢幢别具风格的“小别墅”
展现在记者眼前。“‘十三五’白裤瑶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有2.3万多人，占全县贫困人口
近一半。”南丹县委常委、副县长梁彩艳说，
新一轮脱贫攻坚战打响，全县通过大力实
施易地扶贫搬迁和产业扶贫等，现在绝大
部分白裤瑶贫困群众已脱贫。

“挪穷窝”搬出大山

作为瑶族的一个支系，白裤瑶因男子
穿着及膝的白裤而得名，是由原始社会形
态直接跨入现代社会形态的族群。白裤瑶
总人口近5万人，其中4.2万人聚居南丹县。
因民族文化保存完整，白裤瑶被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称为“人类文明的活化石”。

新中国成立后，白裤瑶群众生活逐渐
得到改善，但由于居住和民俗习惯，绝大多
数群众不愿离开“故土”，生活在交通不便
的大山深处。改革开放后尤其近年来，通过
实施农村危房改造、茅草树皮房改造等，一
些白裤瑶群众住房条件得到改善。

2017年4月，广西确定南丹县为全区6
个预脱贫县之一，并要求在8个月内实现整
县脱贫摘帽，而白裤瑶脱贫是全县最难啃
的“硬骨头”。要让白裤瑶彻底摆脱贫困，搬
出大山、挪出“穷窝”是关键一步。

2017年6月，南丹县启动总投资13.7亿
元的“千家瑶寨·万户瑶乡”项目，规划了里
湖王尚、八圩社区、八圩瑶寨3个集中安置
点，6000多人的施工队伍日夜奋战，当年12
月 2471 套 34 万平方米安置房全部“交钥
匙”。2018年春节前后，白裤瑶群众陆续搬
进新居。

记者在移民安置区看到，崭新的安置
房颇具民族特色，水泥路通到各家门口，自
来水也用上了，公共文化设施配套齐全。

“整个项目安置白裤瑶群众2471户、约1.35
万人。”南丹县扶贫办副主任卢顺江说。

“拔穷根”正在路上

“能住上这么好的房子，真是做梦也想
不到！”安置区脱贫户谢桂群说，去年搬迁到
这里，她和爱人在家门口开起了小卖铺，一
年收入1万多元，做零工挣了5000元，还有
低保补助4400元，现在生活比过去好很多。

挪出“穷窝”的白裤瑶群众在政府引
导、组织培训和能人带动下，目前，部分移
民到广东及周边省市务工，还有不少群众
留在“家门口”就业，护林、开小铺、开网店、
经营农家乐……里湖王尚安置点贫困户何
桂仁和妻子在附近做护林工作，一个月两
人有3000多元收入。帮扶联系人南丹县住
建局干部韦胜溢说：“搬出大山只是第一
步，接下来就是千方百计让移民就业，早日
实现‘拔穷根’。”

“‘千家瑶寨·万户瑶乡’安置项目已带动
全县近60%的白裤瑶贫困人口脱贫。”卢顺江
说，以里湖王尚安置点为例，去年960户搬迁
户年人均纯收入7278元，是2016年的1.8倍。

为加强脱贫的产业支撑，南丹县在八
圩社区安置点建设了占地2000亩的扶贫产
业园，目前已吸引5家电子、制衣等企业落
户，可为搬迁户提供1500个就业岗位；在八
圩瑶寨安置点将实施“微田园工程”、创建
扶贫产业园试验区。

南丹县委书记韦永山介绍：“南丹县还
利用白裤瑶丰富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和毗
邻贵州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的地缘优势，正
在规划建设白裤瑶乡旅游景区，将吸引安
置区群众以各种要素入股分红、参与民俗
表演等，并计划建设100套特色民宿，预计
到2020年景区可带动超过1万白裤瑶贫困
人口实现小康。”

“生活会越来越好”

搬下山还要“稳得住”，就学就医等配

套设施也要跟得上。南丹县卫生健康局副
局长陆春业说，通过实施“先诊疗后付费”、
在县乡医院住院报销比例达90%等政策，现
在白裤瑶贫困户生病都实现了医院诊治。

在就学和托幼方面，目前安置点大部分
随迁子女均分流到乡中心小学就读，能容纳
近2000名学生的里湖王尚安置点小学将于
今年9月建成并投入使用；八圩瑶寨和八圩
社区安置点幼儿园也已完成主体工程。

南丹县委统战部、36岁的白裤瑶干部
韦丽珍说：“搬迁后白裤瑶民俗文化也得到
了很好的保护和传承，一些学校还专门开
设了打陀螺、敲铜鼓等白裤瑶传统文化课
程，民俗文化非遗展演队还走出国门，赴巴
黎等地演出。”

在白裤瑶聚居区，逢年过节或迎接宾
客等都要敲铜鼓。2018年2月，建档立卡贫
困户黎仁才搬迁到里湖王尚安置点，在政
府引导下，他重新“捡”起手艺，制作专用于
铜鼓配音和扩音的风桶，销路不错，去年他
陆续卖了70多只风桶，“没想到年底一算账
还赚了近 2 万元，今年到现在已卖了 50 只
风桶，还有20只订单正在做。”黎仁才说。

里湖乡文化站站长黎政军说，在新中
国成立前漫长的历史时期，拥有铜鼓是财
富和权势的象征。现在，尽管一面铜鼓要一
两万元，但越来越多的白裤瑶家庭买了铜
鼓，仅里湖乡目前就有700多面铜鼓，“这也
象征着白裤瑶群众的生活会越来越好！”

（新华社南宁电）

从深山茅草屋到景区“小别墅”
——走出大山的“人类文明活化石”白裤瑶

新华社记者 何 伟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丁静）12日上午，京张
高铁最后一根钢轨在中铁三局WZ-500型无砟轨道铺
轨机牵引下准确落在清华园隧道的枕木上，精调之后，轨
距误差在正负1毫米之内。铺轨历时7个月后，被誉为中
国铁路发展“集大成者”、智能高铁示范工程的京张高铁
实现全线轨道贯通。

京张高铁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础工程，是
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重要交通保障设施。线路全程174
公里，起点位于北京北站，终点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另
一举办地张家口。

作为我国智能高铁的示范工程，京张高铁智能化“基
因”深藏在其建设、使用全过程。为解决铺轨工期紧、交
叉作业面多等挑战，中铁三局引进、研发各种先进的设备
和技术，实现了指挥中枢信息化和智能化，质量追溯全生
命周期智能化等，为工程建设提供了科技支撑。

在八达岭长城站房建设中，中铁五局八达岭长城站
房项目科技部长杨才鑫，利用BIM+AR技术将施工方法
以二维码的方式粘贴在施工地点，工人通过手机扫码，就
可以直观看到如何进行操作，施工返工率极低。

基于北斗卫星和GIS技术，京张高铁部署了一张“定
位”大网，能够为建设、运营、调度、维护、应急全流程提供
智能化服务。线路实时“体检”系统，可以将全线每一个
桥梁、车站，每一处钢轨通过传感器连接至电脑。零件是
否老化，路基是否沉降，照明是否损坏，都能一目了然。

“未来，京张高铁10个车站将有同一个‘大脑’。”中
铁设计京张高铁智能工程化设计总体负责人李红侠说，
通过这个“大脑”，工作人员在控制室就可以实现客站灯
光、温度、湿度等设备管理、应急指挥等。

列车的自动驾驶系统基本能达到和地铁一样，不同
的是速度。“这是世界首次，在350公里的时速下模拟一
个最好的司机，用算法开出一条安全、节能、高效的列
车。”中铁设计京张高铁信号设计负责人王东方说。

此外，通过电子客票、刷脸进站等可简化乘车流程；
站内导航与站外导航融合，乘客从家出发输入车次即可
导航至检票口或候车厅。

“我们是站在中国铁路、装备制造、综合国力飞速发
展的‘肩膀’上，谋划中国高铁的又一次飞跃。”中铁设计
京张高铁总体设计师王洪雨说，团队300余名设计师，前
期工作用了7年时间，力求打造中国铁路精品工程。

2018年底，我国高铁营业里程已超2.9万公里，居世
界之首。依托京张高铁建设，我国将进一步构建智能高
铁技术标准体系，成为引领世界的智能高铁应用国家。

我国首条智能高铁
京张高铁全线轨道贯通

图为6月12日拍摄的铺轨完成后的京张高铁清华园
隧道。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