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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 6 月
21 日电 记者廖伟径报道：6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布哈
拉，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
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
十六次会议。

当 地 时 间 下 午 4 时 40 分 许 ，
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布哈拉国际
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乌
兹别克斯坦总理米尔济约耶夫和布
哈拉州州长埃萨诺夫等热情迎接。
礼兵分列红地毯两侧。

习近平向乌兹别克斯坦人民致
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

出，中国和乌兹别克斯坦传统友谊
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两国
人民就共同开辟了伟大的丝绸之
路，开启了中乌友好交往、互学互
鉴的历史。目前，中乌双方在共建

“一带一路”框架内全面深化合
作，取得丰硕成果。我期待着同卡
里莫夫总统就提高中乌关系水平、
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交换意见，共
同规划中乌关系美好蓝图，携手打
造两国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同时，我期待着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成立 15 周年峰会，同各方一道回
顾本组织发展历程，总结合作成
果，弘扬“上海精神”，规划本组

织未来。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等陪

同人员同机抵达。
中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孙立

杰也到机场迎接。
布哈拉是乌兹别克斯坦第三大

城市，始建于公元前 1 世纪，自古
以来是中亚地区古丝绸之路上商
业、宗教、建筑、科学、文学艺术
中心之一。

习近平是在结束对波兰国事访
问后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离开波
兰时，波兰副总理兼发展部长莫拉
维茨基、总统府办公厅主任杜尔斯
卡等到机场送行。

结束对波兰国事访问后抵达布哈拉

习近平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并 出 席 在 塔 什 干 举 行 的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成 员 国 元 首 理 事 会 第 十 六 次 会 议

本报华沙 6 月 20 日电 记者王满 王宝

锟 王志远报道：20 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
出席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王宫举行的盛大欢迎
晚宴。

夜色下的华沙王宫，灯光璀璨，鲜花绽放。
当地时间晚 7 时 45 分许，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
抵达王宫，杜达和夫人阿加塔热情迎接。两国
元首夫妇同出席欢迎宴会的中外嘉宾握手并亲
切交谈。

宴会开始时，军乐队奏响中波两国国歌。
随后，两国元首分别致辞。

习近平在致辞中强调，波兰文化丰富灿烂，
人民热情好客，国家蓬勃发展。中波两国人民
友谊源远流长。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波
兰功勋飞行员乌尔班诺维奇将军曾在中国参加
抗战，傅拉都医生不远万里远赴中国支持我们
的抗日战争。波兰是首批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
的国家之一，为新中国恢复建设提供了大量帮
助和支持，中国人民对此铭记在心。当前，中波

两国政治互信更加牢固，互利合作蓬勃发展，各
领域交往日益密切，为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
实实在在的利益。中波关系已经发展到新的历
史阶段，也面临着新的历史机遇。中方愿同波
方以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契机，在相互尊
重、平等互利基础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加强
战略对接，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辟中波关系更
加美好的未来。

杜达表示，波兰和中国虽然相距遥远，但友
好往来历史悠久。21 世纪的今天，中方提出的

“一带一路”倡议再次拉近了波中之间的距离。
波方愿把国家可持续发展规划同中方的“一带
一路”倡议对接，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波中合
作也将拉近欧洲和亚洲的距离。

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了肖邦钢琴曲演奏
音乐会。青年艺术家的演奏引人入胜，肖邦钢
琴曲的悠扬旋律让人久久回味。

王沪宁、栗战书、杨洁篪，波兰总理希德沃
等参加上述活动。

习近平出席波兰总统杜达举行的欢迎晚宴

6月 2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波兰总统杜达在华沙王宫举行的盛大欢迎晚宴。

新华社记者 刘卫兵摄

新华社北京 6 月 21 日电 6 月 21 日，在对乌兹别克
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
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前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乌兹别克
斯坦《人民言论报》和“扎洪”通讯社网站发表题为《谱写中
乌友好新华章》的署名文章。文章如下：

谱 写 中 乌 友 好 新 华 章
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习近平

“绿野草铺茵，空山雪积银。”这是 600 多年前明代中
国官员出使中亚后写下的诗句。乌兹别克斯坦的壮美景
色自古为中国人所熟知和向往。2013 年 9 月，我第一次
访问美丽的乌兹别克斯坦，这里独具特色的自然风光、积
淀千年的历史文化、勤劳智慧的人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在这草木葱茏的时节，应卡里莫夫总统邀请，我将再
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
我对此行充满期待。

中乌两国人民勤劳勇敢、诚实守诺、重情重义，对家国
天下有着相似的理解。2000 多年前，古老的丝绸之路将
中乌两国和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拉开了双方互通有无、
互学互鉴的友谊大幕。中国西汉张骞、大唐玄奘、明代陈
诚曾经出使或途经乌兹别克斯坦，纳沃伊、兀鲁伯、花拉子
米等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文化名人的作品和思想在中国流
传。中西文化在中亚彼此交融，乌兹别克斯坦从中发挥了
重要桥梁作用。千百年来，中国同乌兹别克斯坦保持密切
联系，形成相互交好的优良传统，为今天中乌睦邻友好关
系打下了坚实基础。

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大国，中国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
远角度看待中乌关系。在乌兹别克斯坦独立之初，中国率
先同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外交关系。24 年来，中乌关系经
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势

头。双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持，各领
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

2013 年以来，我同卡里莫夫总统以会晤、通话、互致
信函等多种方式保持密切交往，建立起良好的工作关系和
深厚的个人友谊。双方签署了《中乌友好合作条约》、《中
乌 2014 年至 2018 年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等重要文
件，双边关系的政治和法律基础更加牢固。双方共建“一
带一路”，加紧国家战略对接，创新合作驱动，加强国际协
作和安全合作。中乌合作领域越来越宽，合作质量越来越
高，双边关系已经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当前，共建“一带一路”是中乌合作的亮点和主线。政
策沟通方面，中乌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正在
研究编制中乌合作规划纲要。中方赞赏乌方率先成为亚
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创始成员国。

2015 年，中乌双边贸易额 35 亿美元，是建交初期的
70 多倍，中国连续 3 年成为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大投资来
源国和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4 条管
线全部过境乌兹别克斯坦。双方今年 2 月建成了中亚第
一长隧道“安格连—帕普”铁路隧道，成为连接中国和中
亚交通走廊的新枢纽。双方都支持修建中吉乌铁路，愿
同有关国家共同推动商谈工作。双方共同实施了轮胎
厂、聚氯乙烯厂、碱厂项目，开展了棉花加工合作，落户
中乌工业园的瓷砖、智能手机、制革、制鞋项目已经初具
规模。可以说，双方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已经取得重要
早期收获。

中乌都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人文交往一直是
中乌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双方在互派留学生、
汉语教学、地方交往、联合考古、互译文学作品方面合作取
得新进展，两国民众友好感情日益深厚。人文合作成为凝
聚两国人民情感的纽带。双方合作办学的塔什干孔子学
院是中亚第一所孔子学院，11 年来培养了 3000 多名中乌
友好使者。 （下转第二版）

习近平在乌兹别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谱 写 中 乌 友 好 新 华 章

本报北京 6 月 21 日讯 记者
乔金亮报道：今年全国“三夏”小麦
跨区机收大会战自 5 月 26 日从江
淮、黄淮主产区启动，由南向北梯次
推进，总体进展顺利。截至 6 月 19
日，湖北、安徽、河南、江苏、陕西、山
东、河北、山西等小麦主产区相继告
捷，全国已收获冬小麦 3.2 亿亩，超
过应收面积 95%，标志着全国大规
模“三夏”小麦跨区机收基本结束。

据初步统计，今年全国投入麦
收 的 联 合 收 割 机 总 量 达 到 60 万
台，同比增加 4 万台。今年新增的
稻麦联合收割机多以喂入量 7 公
斤/秒以上为主，机收作业效率得
到提升。目前全国小麦机收水平
达到 93%，其中黄淮海主产区小麦
机收水平达到 98%，同比增加近 1
个百分点；全国投入玉米播种机
152 万台，已完成夏玉米机播面积

1.4 亿亩，机播水平接近 80%，其中
黄淮海主产区夏玉米机播水平达
到 93%，同比增加近 3 个百分点。

“三夏”期间，各地大力推广机收
机播“一条龙”作业模式，实现了收播
同步、压茬进行。江苏、安徽等省地
方财政拿出专项资金，对机械化秸秆
粉碎还田给予每亩 10 至 25 元的作
业补贴，有效地减少了秸秆焚烧现
象。山东、河北等地推广秸秆捡拾打
捆利用技术，探索将秸秆作为饲料、
燃料、造纸原料等，将秸秆变废为宝，
既促进秸秆禁烧，又实现了农民增
收。据统计，黄淮海地区小麦秸秆综
合利用水平超过80%以上。

全国“三夏”小麦跨区机收基本结束

据新华社南京6月21日电 （记

者朱婉君 凌军辉） 记者从南京理
工大学2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该校陈光教授团队研制出高温
PST钛铝单晶，这种新型发动机材料
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相关成果于20日
在线发表在《自然材料》期刊上。

航空发动机被誉为飞机的心脏，
其核心部件叶片的承温能力直接决

定着发动机的性能。
陈 光 在 发 布 会 上 介 绍 ，高 温

PST 钛铝单晶能大幅提升材料性
能，室温拉伸塑性和屈服强度高达
6.9%和 708 兆帕，抗拉强度达 978
兆帕，实现了高强高塑的优异结
合。此外，该合金在 900℃时的拉
伸屈服强度为 637 兆帕，核心性能
和持久寿命均优于“4822合金”。

“这种新材料具有创新性、突破
性、引领性和基础性。”北京航空材
料研究院曹春晓院士介绍，一般情
况下，目前我国发动机叶片主要材
料是镍基单晶高温合金，其承温能
力每提升 25℃-30℃，即为一代新
合金。陈光教授团队发明的钛铝单
晶合金，一下将承温能力提升了
150℃-250℃以上，属于发动机材
料方面的重大突破。

“这项关键材料技术对我国的
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价
值，有助于中国飞机拥有一颗更强
的‘中国心’。”曹春晓说。

我国新型发动机材料达世界领先水平

中 乌 经 贸 合 作 结 出 累 累 硕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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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励社会参与投资交通物流融合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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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三板创新层出路仍在于“创新”
8 版

6 月 21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布哈拉，开始对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在塔什干举行的上海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六次会议。这是在布哈拉国际机场，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受到乌兹别克斯坦总理

米尔济约耶夫和布哈拉州州长埃萨诺夫等热情迎接。 新华社记者 兰红光摄

（（详见第九版详见第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