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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江苏省连云港市灌云县南岗乡农民
在田间忙碌。近日，我国多地小麦产区开镰收割小
麦，开启夏收农忙模式。 新华社发（吴晨光摄）

夏收忙

新华社北京 6 月 4 日电(记者谭晶晶、许可)初夏时节，青
岛蔷薇飘香，绿柳含烟。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
八次会议即将在这里举行。作为上合组织实现首次扩员、进入
发展关键期背景下举行的会议，青岛峰会具有继往开来的重要
意义，必将汇聚全球目光。

厚植团结互信的土壤，筑牢共同发展的基础，拓展携手发
展的空间……成立 17 年来，上合组织不断发展壮大，已成为
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的区域性国际组织，为维护地区繁
荣稳定、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命运与共，联合自强，协力打造命运和利益

共同体

这是一个人口占世界近一半、面积超过欧亚大陆 60% 、
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占全球 20% 以上的综合性区域组织。

这是一个各成员国深度合作、不同文明对话与交流、地区
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在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
展的“上海精神”指引下，上合组织在风云变幻中稳健成长，
团结互信不断巩固，各领域务实合作持续拓宽，朋友圈日益扩
大，日益结成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5 月 26 日清晨，山东青岛胶州的中铁集装箱青岛中心
站。伴随着响亮的笛声，满载电子产品、茶叶等货物的“青岛
号”中亚班列从这里出发， 10 多天后，它将抵达目的地———
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

自 2015 年以来，“青岛号”中亚班列已累计开行 3000 多
列，一批批“中国制造”经阿拉木图，进入中亚五国。这条海
铁联运物流大通道，是上合国家拓展务实合作，打造共商、共
建、共享的“一带一路”朋友圈的生动缩影。

“回首发展历程，‘上海精神’催生了强大凝聚力，激发了
强烈合作意愿，已成为上合组织成员国打造命运共同体、共建
和谐家园的精神纽带。”中国前驻哈萨克斯坦大使姚培生说。

去年 12 月 5 日，中国厦门，一场上合组织网络反恐联合
演习在这里上演———

某国际恐怖组织成员逃窜到上合组织成员国，通过社交
网络散布信息，招募成员实施暴恐活动。获悉情报，上合组
织成员国主管部门立即展开联合行动，及时捕获互联网上的
煽动信息，调查、研判，查明恐怖组织成员身份、活动地
点，并成功实施抓捕。

自上合组织成立之日起，共同打击境内外“三股势
力”、共同应对安全挑战始终是其合作的优先方向。上合组
织安全合作不断走稳走实，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挥了不可
替代作用。

面对风云激荡、挑战不断的世界局势，各方携手并进，
政治互信升至新高度，安全协作取得新进展，务实合作实现
新突破，人文交流收获新成果，上合组织合作踏上继往开来
的崭新起点。

正如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所说，青岛峰会将赋予
“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进一步提升成员国团结互信，
夯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发展的根基。

和谐共处，合作共赢，树立新型国际关系

的典范

17 年来，上合组织走过了不平凡的发展历程，成为具
有广泛影响的综合性区域组织，为地区各国人民带来了实实
在在的福祉。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成员国全面推进各领域
合作，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树立了相
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新鲜血液的加入，印证了上合组织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助推合作升级———
去年 6 月的阿斯塔纳峰会上，上合组织正式接收印度、

巴基斯坦为成员国，实现成立以来的首次扩容。
塔吉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中心主任霍利克纳扎尔表示，

上合组织成员国坚定遵循“上海精神”，堪称不同国力、不
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的国家和谐共处的典范，这正是上合
组织吸引印巴两国加入的原因所在。

印巴加入后，上合组织“朋友圈”进一步扩大，经济实力进
一步增强，地域范围延展至南亚。扩容后的上合组织未来不仅
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平台，而且将连接 21 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联动亚欧两大市场，打造互联互通新格局。

“在《上海合作组织宪章》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
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两份重要文件确定的宗旨和原则指引
下，新老成员有机融合，实现开放包容发展，上合大家庭凝
聚力越来越强。”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
授狄伯杰说。

扩大对外交往，构建加强全球治理的伙伴关系，促进共
同发展———

目前，上合组织有 8 个正式成员国， 4 个观察员国， 6
个对话伙伴国，国际影响力日益增强。

“上合组织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数量的不断增多，证明上合
组织有强大的生命力。”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首席研究
员康斯坦丁·瑟罗耶日金说，上合组织非常注重与其他国际和
地区组织的交流合作，体现了开放包容的方针。（下转 3 版）

凝聚团结互信新力量
迎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系列述评之一

“三夏”时节，河南省周口市的黄泛区农场麦
收“会战”进入高峰。麦田里，机声隆隆，烟尘飞扬，
一派丰收景象。 新华社记者李安摄

战三夏

▲青岛市城阳区机场迎宾大道上的花卉景观
。 新华社记者李紫恒摄

炎炎夏日悄然而
至，消暑解渴的哈密
瓜即将上市。随着农
业科技的不断创新，
如今哈密瓜的种植已
遍布全国各地，但来
自原产地甜蜜爽口、
绿色有机的哈密瓜仍
是人们心中的珍馐美
馔。在哈密瓜的“老
家”新疆吐哈盆地，
就有一位种瓜“倔”

老头和一群青年瓜农
各自以坚守或变通的
方式，维护着哈密瓜
的甜蜜形象。

五月底的吐哈盆
地，戈壁绿洲大大小
小的瓜田里，已生长
一个月的哈密瓜苗正
开枝散叶，吐露花蕊，
结出拇指大小的“瓜
蛋子”。在哈密市伊州
区花园乡的一块瓜田
里，年过八旬的瓜农
卡德尔·诺肉孜精神
矍铄地挥舞着坎土曼
(锄头)，给瓜田放水、
松土。在他的瓜田里，
除了为每槽水沟铺的
防渗膜，找不到大多
数瓜田普遍使用的大
棚、地膜和滴灌带。他说：“我一直坚持用祖祖辈辈传下来的
‘土法’种瓜，要不是为了节水，我连防渗膜都不会用。”

卡德尔介绍，“土法”种瓜与用现代农业技术种瓜，

都要经过犁地、耙地、抹地、打瓜沟、浇地、播种、定
苗、打瓜杈、定瓜 9 道程序，但最大的区别是，“土法”

种瓜只用牛、羊和鸡粪等有机肥，不用任何化肥、农药。

最关键的是“土法”种瓜在哈密瓜苗生长 1 个月的时候，

要把当地田间生长的一种叫“苦豆子”的野草埋在瓜苗根
部附近，有利于土壤保持水分，瓜秧除虫和增加营养，这
是祖辈瓜农流传下来的宝贵经验。

老头还有一“倔”，就是只种老品种，不种新品种。“哈密
瓜在清朝的时候是贡瓜。当时只有加格达、黄皮可口奇这些
老品种，不像现在都有 200 多个品种了，很多新品种都是样
子好看，完全没有了哈密瓜作为贡瓜本该有的口感。我只种
哈密瓜的‘爷爷辈’，种子也只用自己家的。”

卡德尔和他的“爷爷瓜”是幸运的。近年来在随着兰
新高铁、哈密与内地城市航线的开通以及在河南对口支援
的带动下，作为新疆“东大门”的哈密吸引了越来越多国
内外游客观光游览，哈密贡瓜的甜蜜形象受到旅游消费者
的热情追捧。去年，卡德尔只种了 2 亩老品种哈密瓜，在
当地 7 月举办哈密瓜节的短短几天时间里，他收获的两吨
瓜被抢购一空，净收入 1 万多元。今年，卡德尔老当益
壮，一口气种了 4 亩。

隔着防风林，距离卡德尔瓜田不远的地方，就是 80
后瓜农伊不拉音·尼亚孜和亚力坤·尼亚孜的瓜田。不同
于“倔老头”单打独斗，年轻瓜农们更倾向以合作社为平
台，采取订单农业的模式，规模化种瓜卖瓜。伊不拉音·
尼亚孜今年带领 6 户瓜农种了 150 亩哈密瓜，在他的瓜田
里有新老品种 20 多个。他说，花园乡是哈密瓜原产地核
心区之一，近年来北京、上海、广州的大型超市和农贸企
业纷纷来下订单，每亩瓜出价 5000 元，除去种植成本，
每亩净收入可达 2000 多元，成为当地农民致富奔小康的
重要保障。

“老品种口感纯正、瓜香扑鼻，但晚熟且不耐储藏和
运输；新品种口感各异，但成熟早、产量高，储藏运输保
质期长。我们主要根据客户的订单需求，种不同品种的
瓜。”伊不拉音说。他心里清楚，无论新老品种，哈密瓜
的品质才是市场的王牌，为此合作社的瓜田除采用地膜、
滴灌带等节水材料外，只用畜粪作肥料，坚决禁用化肥和
农药。

种有 100 亩哈密瓜田的亚力坤·尼亚孜算了笔账：
“化肥种瓜一亩地可以种 1500 株瓜苗，农家肥种瓜最多
1100 株，尽管产量下去了，瓜的甜度和哈密瓜原产地的
美誉度却得到了保证，乡亲们靠种哈密瓜致富的路才能一
直走下去。” (记者刘兵、杜刚)新华社乌鲁木齐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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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西宁 6 月 4 日电(记者魏玉坤、陈与唐得)发展乡村
旅游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青海人从绿水青山中找
寻“致富密码”，走上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乡村旅游致
富路。

驱行于海东市乐都区高庙镇新庄村的路上，沿途草木葱
茏。 5 年前，这里只有光秃秃的山，沟壑纵横，人迹罕至，当
地人多在外务工，靠山吃山行不通。

“没有绿水青山，何来金山银山！”。 2013 年至今，在
现任村党支部书记李连和的努力下，累计投资 1000 多万元，

绿化了新庄村周边的 2000 亩荒山。

山变绿了，新庄村也变美了。 2015 年，李连和投身到美
丽乡村建设中，在新庄村打造集休闲、观光、农家乐为一体的
卯寨景区，带动了上百人在家门口就业，人均年收入突破 3 万
元。

“今日的新庄村再也不是那个面黄肌瘦的‘穷小子’，而
是摇身一变成了位‘绿富美’的‘俏姑娘’。”李连和说，如今

一喊村民绿化种树都愿意来，这就是他们眼中的金山银山。
在青海省贫困山区，生态问题往往与贫困伴生。摆脱贫

困，实现乡村振兴，绿色发展是必由之路。
西宁市湟中县的卡阳村，平均海拔约 2700 米，农民广

种薄收，水土流失严重。
2015 年，驻村第一书记鲍武章依托当地的原始林区，

带领村民发展乡村旅游。荒坡变花海、乡村变景区，卡阳村
变靠天吃饭为靠山吃饭。

如今这个省定贫困村的年人均收入从 2015 年的 3000 元
左右，增长至万元以上，稳步实现了脱贫目标。吃上“生态
饭”的卡阳村民也自愿做起了生态护林员，守着这里的绿水
青山，水土流失也成了过往。

“绿色是乡村旅游的底色，只要能坚守住绿色发展的理
念，就一定能实现生态引客、环境聚财。”鲍武章说。

为升级乡村旅游的产业模式，鲍武章千方百计想办法，向
生态要动力。2017 年至今，经鲍武章的努力和各级政府支持，

累计投资千万余元，在卡阳村的荒山种上了 3400 亩山杏。
“这 3400 亩山杏既绿化了荒山，还能供游客采摘，丰

富游客体验。”鲍武章感慨颇深，只有坚守生态安全底线，

践行绿色发展，才能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群众的致富靠山。
在青海省，大多数贫困人口居住在东部干旱山区和青南

高寒牧区，生态脆弱、气候恶劣，农民收入单一，产业基础
薄弱。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型经济业态，在青海遍地开花，
已成为乡村振兴中的重要引擎。

“生态文明是乡村旅游发展的根本。”青海省旅游发展
委员会规划建设处副处长李旭辉说，青海省当前许多景区与
生态功能区重叠，为了落实保护优先原则，正在委托中科院
编制《青海省生态旅游发展规划》，用制度打实生态“底
子”，铺实乡村振兴路。

据了解，青海省去年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2 . 6 亿元，实
施了 52 个乡村旅游扶贫项目，惠及建档立卡贫困户 3906
户、 14195 人。

青海：绿色发展铺实乡村旅游致富路

近年来，浙江省安吉县余村积极建设“美丽乡村”，努力将
当地“绿水青山”的环境优势转化为建设“金山银山”的现实生
产力。目前，余村已建成具有生态旅游区、美丽宜居区和田园
观光区的国家 3A 级景区，并荣获全国生态文化村和浙江省

首批全面小康建设示范村等称号。2017 年，余村接待海内外
游客约 40 万人次。

图 1：6 月 2 日，安吉县余村村民胡领珠在擦拭自家民宿
客房的窗框。今年 66 岁的胡领珠和家人于 2017 年 5 月将自

家农房改造成民宿，1 年多来接待游客 1 万多人次。

图 2：6 月 3 日，安吉县余村农家女导游潘春连（左一）
向游客介绍当地“美丽乡村”景色。

图 3：安吉县余村风貌。 新华社记者谭进摄影报道

浙江安吉余村 :“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生动实践

 



这个极度石漠化县

为何盛产“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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