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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互鉴、民心相通。
上合组织成员国覆盖多种文明 。

尽管文明冲突、 文明优越等论调不时
沉渣泛起， 但文明多样性是人类进步
的不竭动力， 不同文明交流互鉴是各
国人民共同愿望。

一年来， 在中国担任上合组织轮

值主席国期间， 首届上合组织妇女论
坛、首届上合组织文化艺术高峰论坛、
首届上合组织医院合作论坛……一个
个“首创”成功实践 ，推动成员国间的
互动与交往不断加深。

在青岛峰会上， 各方表示愿在相
互尊重文化多样性和社会价值观的基

础上，继续在文化、教育、科技 、环保 、

卫生、旅游、青年、媒体、体育等领域开
展富有成效的多边和双边合作； 成员
国通过了 《上合组织成员国环保合作
构想》、签署了《2019-2020 年落实<上
合组织成员国旅游合作发展纲要>联
合行动计划》 ……这些务实举措将汇
聚起促进民心相通的人文力量， 夯实
上合组织未来发展的民意基础。

来自俄罗斯的中国石油大学 （华
东）文学院外教伊娜，如今已在青岛生
活了三年多， 她和中国同事合作完成
了一本《青岛旅游俄语》。

“这次峰会的召开让更多的人了
解了青岛， 我希望让更多的俄罗斯朋
友来青岛、到中国多走一走，看一看。 ”
她说。

构建命运共同体 书写上合新篇章
———写在上海合作组织青岛峰会闭幕之际

������青岛国际会议中心外，由中、俄双
语“互信互利、合作共赢 ”大字托举起
上合组织会徽的雕塑分外醒目， 辉耀
“上海精神”的时代光芒。

１７ 年不忘初心，不懈耕耘，上合组
织铸就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
的新型国际关系典范， 锻造上合组织
命运共同体。

这是引人瞩目的时刻———
１０ 日 １３ 时 ４５ 分许，８ 个成员国领

导人走上会议台。 他们签署、见证了 23
份合作文件， 这是历届峰会成果最多
的一次。

“确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
理念”被写入青岛宣言，体现了上合组
织成员国对这一理念的认同， 成为上
合组织 8 国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和努力
目标。

放眼全球，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
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
全球化深入发展， 国与国相互依存更
加紧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增
进福祉的全球共识。

立时代之潮头， 发思想之先声，习
近平主席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行
稳致远指明方向。

“我们要继续在 ‘上海精神 ’指引
下，同舟共济，精诚合作 ，齐心协力构
建上海合作组织命运共同体， 推动建
设新型国际关系，携手迈向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 、开放包容 、清洁

美丽的世界。 ”１０ 日上午，习近平主席
发表题为《弘扬“上海精神” 构建命运
共同体》的重要讲话。

为推动构建 “上合组织命运共同
体 ”， 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务实举
措：

———中方将在上海合作组织银行

联合体框架内设立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等
值专项贷款；

———未来 ３ 年，中方愿利用中国—
上海合作组织国际司法交流合作培训

基地等平台， 为各方培训 ２０００ 名执法
人员，强化执法能力建设；

———未来 ３ 年，中方将为各成员国
提供 ３０００ 个人力资源开发培训名额；

———中方愿利用风云二号气象卫

星为各方提供气象服务；
……
“中国担当 ”促成一个个 “上合方

案 ”，破解时代难题 ，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理念的清晰实践， 体现了中国
领导人面向未来的长远眼光、 博大胸
襟和历史担当。

变革的时代， 呼唤伟大的思想；伟
大的思想，启迪人类的未来。

一年前，联合国日内瓦总部。 面对
“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 ”的时代之
问， 到访的习近平主席郑重作答：“让
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让发展的动力
源源不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是
各国人民的期待， 也是我们这一代政

治家应有的担当。 中国方案是：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实现共赢共享。 ”

从首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

到阐述“吹灭别人的灯，会烧掉自己的
胡子”等理念，从搭建“一带一路”等合
作平台到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 ，
习近平主席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擘画与推动， 在世界各地赢得越来越
多的认同。

从 ＡＰＥＣ 北京会议到 Ｇ２０ 杭州峰
会，从“一带一路 ”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到金砖国家领导人厦门会晤， 从博鳌
亚洲论坛再到上合组织青岛峰会 ，一
次次中国主场外交， 都是推动建设新
型国际关系、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的生动实践， 在世界范围内提升中
国的影响力、感召力。

一年前，在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
上，习近平主席提出 “构建平等相待 、
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
共同体”。

一年后，在青岛峰会上，习近平主
席提出五大建议：从“凝聚团结互信的
强大力量”到“筑牢和平安全的共同基
础 ”，从 “打造共同发展繁荣的强劲引
擎” 到 “拉紧人文交流合作的共同纽
带”再到“共同拓展国际合作的伙伴网
络 ”———为推动构建上合组织命运共

同体标注出清晰“路线图”。
开放包容，方能开创光明未来；
命运共同，方能汇聚前行动力。

在上合青岛峰会新闻中心，展台上
摆放一批介绍中国和上合组织发展的

书籍、音像资料。 其中，中、英、俄文版
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备受各
国记者欢迎。

“习近平主席倡议的人类命运共同
体理念和‘一带一路 ’建设 ，表明中国
领导人胸怀天下， 把全世界看成一个
大家庭， 愿与其他国家分享中国发展
经验。 ”首次来华报道的巴基斯坦国家
电视台记者祖白鲁丁说。

从青岛出发，上合组织将再次扬帆
起航，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以上合组织青岛峰会为里程碑，视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己任的中国特

色大国外交继续向前铺展———
９ 月，以“一带一路”建设为主旋律

的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 将为中非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新动力。

１１ 月，高举“市场开放”旗帜的首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将欢迎世界
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

“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
天下。 ”

登高望远，把握世界大势和时代潮
流， 中国将继续与各国携手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世界和平 、稳定 、
繁荣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记者 余孝忠 张旭东 熊争艳 侯
丽军 荣启涵 罗博 席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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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高望远，扬帆起航———贡献中国理念，展现责任担当，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知行合一 上合有“力”
■新华社记者 郑汉根

自少齐埋于小草， 而今渐却出蓬
蒿。 １７ 年风雨兼程，１７ 年携手共进，上
海合作组织如今已成长为具有重要国

际影响力的区域组织。 刚刚落下帷幕
的上合青岛峰会进一步表明， 合乎大
道的理念，深入笃实的行动，让上合组
织持续发展壮大， 展现出令世人刮目
相看的行动力、影响力、感召力。

上合组织的行动力有目共睹。最初
的合作以解决边界和安全问题为主题，
如今已形成政治、经济、安全、人文、对
外交往、机制建设六大领域合作齐头并
进的新局面。各领域合作的日益深入务
实，成为上合行动力的最好注脚。

上合组织合作日益走深走实。青岛
峰会通过了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
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 ５ 年实施纲
要， 共同发表了体现广泛共识的青岛

宣言。 成员国领导人关于贸易便利化、
共同应对流行病威胁等声明， 有关部
门签署的促进旅游合作、 中小微企业
合作等文件， 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惠及民生。

上合组织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走过
１７ 年不平凡的历程， 如今的上合组织
已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 人口最多的
综合性区域合作组织， 成员国的经济
和人口总量分别约占全球的 ２０％和
４０％，成为当代国际关系体系中极具影
响力的参与者。 德国《新德意志报》网
站发表评论文章认为， 如今的上合组
织已“拥有全球影响力”。

上合组织的影响力，更体现在它日
益成为当今国际秩序正能量的提供

者，维护地区安全 、促进共同发展 、完
善全球治理的重要力量。 印度尼赫鲁
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教授狄伯

杰认为，上合组织已成为区域安全、经

济合作、 跨国互联等领域的优秀多边
机制。

上合理念的感召力更加强大。 １７
年来， 上合组织能经受住国际风云变
幻的严峻考验， 保持稳健发展壮大态
势，正是因为始终坚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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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精神”超越
了文明冲突、零和博弈等旧思维，创新
了国际合作的新模式。 巴基斯坦总统
侯赛因说， 当今世界一些大国内向性
和孤立性越发明显， 上合组织则为成
员国提供了多维度和多领域的合作机

会，在“上海精神”的指引下，上合组织
将成为国际合作的新样板。

青岛峰会上，中国领导人提出了构
建上合组织命运共同体的五项建议 ，
系统阐述了发展观 、安全观 、合作观 、
文明观、全球治理观等“五大观念”，赋
予“上海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必将促

进上合组织更加茁壮成长。
从上合组织诞生起， 从理念到行

动， 中国始终为上合组织的成长贡献
自己的心力。 担任轮值主席国一年来，
中国成功举办政治、安全、经济等领域
２００ 余项活动，上合组织发展取得新的
显著成果， 中方工作得到成员国领导
人普遍高度评价。

中方提出在上合组织银行联合体

框架内设立 ３００ 亿元人民币等值专项
贷款、建设中国－上合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 为各方培训数千名人员等
一系列举措， 体现了中国致力于上合
大家庭共同成长的拳拳之心。

风好正是扬帆时。青岛峰会为上合
组织发展描绘了新蓝图、 注入了新动
力。 我们相信，有着共同的信念，付诸
扎实的行动，知行合一的上合组织，必
将迎来更加美好的前景， 为全球和平
繁荣的福祉作出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