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 13日，在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莺歌海段，莺歌海镇工作人员在清理被台
风吹倒的树木。

6 月 13 日 11 时，海南省气象台持续发布台风三级预警，今年第 1 号台风
“蝴蝶”（强热带风暴级），13 日 10 时中心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近海海面
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 10 级（28 米/秒）。 预计到 13 日 20 时，海南岛北部将有
暴雨，中部、东部、西部大暴雨，南部特大暴雨。 新华社记者 杨冠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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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代理公司公开选聘公告
������项城市教育体育局拟对项城市学校大宗食品采购公开选聘招标代
理机构，欢迎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工程招标代理资质，近三年内承担
过类似项目，招标代理业绩、信誉良好，无违法违规记录的企业持有效的
营业执照前来报名参与。

报名时间：2025年 6月 16日至 6月 17 日（工作日 9时至 17 时）
报名地点：项城市教育体育局 3019室
联系人：赵升华
联系电话：0394-4319007

2025 年 6 月 14 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周口监管分局公告

������下列金融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周口监管分局核准更址，换发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城市秣陵镇营业所
原机构住所：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秣陵镇西街
现机构住所： 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秣陵镇莲溪商城 36 幢楼 101-106

铺

电话号码：0394-6055065
批准成立日期：2008 年 2 月 29 日
邮政编码：466232
机构编码：B0018A341160107
流水号：01136893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银行卡（借

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电子银行业务（含自助银行业务、短
信服务）；基于邮储银行系统的代收付业务；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提供
个人存款证明服务；代理销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并由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日期：2025 年 6 月 13 日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周口监管分局
邮政编码：466000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周口监管分局公告

������下列金融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周口监管分局核准更址，换发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项城市付集镇营业所
原机构住所：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付集镇东大街中段路南
现机构住所：河南省周口市项城市付集镇 216 省道与 017 乡道交叉口

西 320 米
电话号码：0394-6055872
批准成立日期：2000 年 10 月 27 日
邮政编码：466225
机构编码：B0018A341160081
流水号：01136892
业务范围：吸收本外币储蓄存款；办理国内汇兑业务；从事银行卡（借

记卡）业务；受理信用卡还款业务；受理电子银行业务（含自助银行业务、短
信服务）；基于邮储银行系统的代收付业务；代理发行、兑付政府债券；提供
个人存款证明服务；代理销售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产品；经银行保险监督管
理机构批准并由邮储银行委托的其他商业银行业务。

发证日期：2025 年 6 月 13 日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周口监管分局
邮政编码：466000

遗失声明
������●黄成玉不慎将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东城街道东环路西侧志
远小区 2 幢 403 室的房屋所有权证丢失，证号：201800004436，声明
作废。

2025 年 6 月 14 日
●倪卡不慎将人民警察证丢失 ，证号 ： 171281 ，声明作

废 。
2025 年 6 月 14 日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
周口监管分局公告

������下列金融机构经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周口监管分局核准更址，换发
《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机构名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扶沟县支行
原机构住所：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鸿昌大道 6号
现机构住所：河南省周口市扶沟县桐丘南路黑豹科技总部港 S-2# 楼
电话号码：0394-6201839
批准成立日期：2007 年 12 月 28 日
邮政编码：461300
机构编码：B0018S341160002
流水号：01136895
业务范围：经国务院银行保险监督管理机构批准并经上级行授权的业

务。
发证日期：2025 年 6 月 13 日
发证机关：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周口监管分局
邮政编码：466000

招标公告
������周口市第一高级中学出租 2层至 3 层营业房。 营业房位于周口
市川汇区六一路与育新街交叉口向南 50 米路西， 面积共 1200 平方
米，房屋通水电。

开标时间：2025 年 6 月 26 日 9 时 20 分。 具体事宜详看周口市
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招标公告。 联系人： 苑振伟。 联系方式：
15896762568。

2025 年 6 月 14 日

———写在习近平主席赴哈萨克斯坦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之际

传承千年情谊 续写时代新篇

□新华社记者 韩梁 张代蕾 赵嫣

6月，石榴花开，伊希姆河蜿蜒流
淌，“草原之国”哈萨克斯坦处处生机
盎然。

应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

耶夫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6 月
16 日至 18 日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
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人民互通
有无、互学互鉴，创造了古丝绸之路
的辉煌，书写了人类文明交流史上的
华章。 深厚的历史渊源、坚实的民意
基础、广泛的现实需求，让中国同中
亚国家关系在新时代焕发出勃勃生

机和旺盛活力。
两年前，首届中国—中亚峰会在

中国西安成功举行，开启中国同中亚
关系新时代。 两年来，中国与中亚国
家合作取得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果。
如今，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如约而
至，推动六国迈向中国—中亚命运共
同体建设新征程。

从西安到阿斯塔纳， 合作的画卷
更加精细，行动的路标更加清晰，前行
的脚步更加有力。 习近平主席将同中
亚五国元首一道，擘画中国中亚合作新
蓝图， 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开拓新机遇，
为动荡变革世界注入宝贵确定性，为人
类文明发展进步描绘更光明前景。

志同道合传承千年情谊

大漠孤烟，驼铃声声。 向历史深
处回望，2100 多年前， 汉代使者张骞
出使西域的旅程打开了中国同中亚

友好交往的大门。
从历史走向未来 ，2013 年秋天 ，

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四国，在哈萨克
斯坦首次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
带”倡议，唤醒古老的记忆，描绘梦想
的蓝图。

10 多年来，习近平主席一次次踏
上中亚大地，同中亚国家领导人保持
密切沟通，加强双边和多边互动。 中
国同中亚国家携手推动丝绸之路全

面复兴，倾力打造面向未来的深度合
作，将双方关系带入崭新时代。

如今，中国同中亚五国实现了全
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全覆盖，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签署全覆盖，在双
边层面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

全覆盖。 三个“全覆盖”，彰显中国同
中亚国家政治互信的高度、睦邻友好
的深度、务实合作的广度。

友谊不是偶然的选择，而是志同
道合的结果。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
“深化中国—中亚合作， 是我们这代
领导人着眼未来作出的战略抉择，顺
应世界大势，符合人民期盼。 ”

2020 年，中方倡导成立中国—中
亚机制，并于 7 月以视频方式举行中
国—中亚外长首次会晤，宣布建立定
期会晤机制。

2022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同中亚
五国元首举行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各方提议将中国—
中亚机制升格至元首层级。 “始终相
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
赢”———习近平主席这样总结中国同

中亚五国合作的成功密码。
2023 年 5 月，首届中国—中亚峰

会在古都西安举行，习近平主席全面
阐述中国对中亚外交政策，同五国元
首共同决定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
中亚命运共同体，正式建立中国—中
亚元首会晤机制，设立中国—中亚机
制秘书处。 习近平主席就建设一个什
么样的中亚提出“四点主张”，就如何
建设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出“四
个坚持”， 得到中亚各国元首高度赞
同和热烈响应。

从《西安宣言》的出炉，到一系列
多双边文件的签署，再到重大合作共
识的达成，这一历史性峰会，在中国
同中亚国家绵延数千年的友好交往

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篇章，为地区乃
至世界和平稳定注入强大正能量。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中国中
亚合作内涵日益丰富，全方位、多维
度的立体合作格局日益完善，机制框
架内成立的经贸、产业和投资、农业、
交通、海关、公安内务、应急管理等部
级合作机制高效运转 。 不久前 ，中
国—中亚外长第六次会晤在阿拉木
图举行，与会中亚国家外长高度评价
同中国的高水平团结互信和中国—
中亚机制重要作用，表示将深入挖掘
双方合作潜力，打造中国—中亚命运
共同体建设新的里程碑。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

所长舍拉季尔·巴克特古洛夫认为，
中国—中亚机制“年轻有为”、富有成
效， 开创亚欧地区多边协作新模式，
有助于各方在重大国际问题上协调

立场、增强互信，在地区安全和发展
问题上达成共识。 “相信即将召开的
阿斯塔纳峰会将为拓展合作视野、取
得更多造福地区人民的务实成果注

入新动力。 ”
同声相应携手奔赴现代化

4 月 29 日，吉尔吉斯斯坦贾拉拉
巴德地区的群山间，机器轰鸣声打破
山谷的沉寂。 中吉乌铁路位于吉境内
段的三座隧道开工建设，标志着中吉
乌铁路项目正线工程进入实质性施

工阶段。
作为中吉乌三国元首亲自推动

的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志性工程，
这条“钢铁丝路”承载着三国人民互
联互通、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望。 吉交
通和通信部官员塔里耶尔·克尔迪别
科夫认为，中吉乌铁路将重构中亚地
区的物流网络。 在乌兹别克斯坦企业
家和实业界人士运动—自由民主党
副主席梅利博耶夫看来，中吉乌铁路

是中国与中亚国家深化互信与务实

合作的有力证明。
“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 。 ”

2023 年 5 月， 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
国—中亚峰会上的主旨讲话中说 。
两年来 ， 伴随中国—中亚机制合作
水平不断提升 ， 中吉乌铁路开工 、
中国多地常态化开行中亚班列 、 哈
萨克斯坦西安码头投运并实现高质

量发展、 跨里海国际运输走廊建设
持续推进……中国与中亚国家不断
深化互联互通，中国—中亚交通走廊
建设开启新篇章。

以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 ”为新
起点，中国和中亚国家以前所未有的
速度和力度强化合作， 共谋发展，携
手奔赴现代化。

越织越密的通道网，架起经贸往
来“直通桥”，助力中国和中亚国家跑
出互利共赢“加速度”。 搭乘日夜兼程
的班列、货车和航班，中国的家电、日
用品、新能源车等产品源源不断进入
中亚，中亚的化肥、棉花、牛羊肉等优
质产品更快进入广阔的中国市场。 中
国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24 年中国与
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达 948 亿美元，较
前一年增加 54 亿美元，创历史新高。

38岁的哈萨克斯坦农场主谢尔盖
告诉记者， 他近年与中国企业合作尝
试“订单农业”种植模式，按中国市场
需求种植粮食作物， 还接受中国农业
专家的技术指导和帮助，解决了“种粮
难、卖粮难”问题，收入增加了，一家人
对未来的好日子更有盼头。

从共建农业技术实训基地， 到打
造信息技术产业园，从开发风电、光伏
等清洁能源项目，到开设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中国与中亚国家务实合作不断
拓展新领域，取得新成就，为中亚各国
产业升级、民生改善提供有力支撑。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学者阿卜

杜加尼·马马达济莫夫说， 中国—中
亚机制为地区稳定发展作出了突出

贡献。 “我们期待第二届中国－中亚峰
会继续深化双方合作，不断完善基础
设施和物流项目，在各个行业和领域
形成合力，推进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相知相亲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5 月 31 日， 车身绘有大雁塔、古
城墙等西安地标建筑的首趟中国—
中亚国际人文旅游专列（西安—阿拉
木图段）缓缓驶入哈萨克斯坦阿拉木
图火车站。 中哈系列文化交流活动由
此拉开序幕。

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习近平
主席宣布推动开行面向中亚的人文

旅游专列等一系列合作倡议。 从丝路
起点到中亚腹地，飞驰的专列为民心
相通架设新的桥梁。 哈萨克斯坦国家
铁路公司董事会副总裁阿努阿尔·艾
哈迈德扎诺夫说，希望专列的开通能
够促进中国和中亚国家民众之间的

交流，增进相互理解。
当前，中国与哈萨克斯坦、乌兹别

克斯坦分别实施互免签证政策。 今年
是哈萨克斯坦“中国旅游年”，也是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旅游年”。越来越多的中
国游客前往撒马尔罕、布哈拉等丝路古
城感受中亚风情，“到中国去”也成为不
少中亚国家游客的共同选择。

在中国和亚欧大陆的中心地带

之间，千年丝路人畅其行、物畅其流，
带来的是民心相通和文化交融。 从教
育合作到地方交往，从治国理政交流
到减贫合作，深入而持久的文明对话
与互鉴，让这份友谊更加醇厚。

职业教育合作为中亚青年打开

通向未来的机遇之门。 在塔吉克斯
坦，中亚地区首个鲁班工坊运行超过
两年，为当地培养城市热能应用技术
和工程测量技术人才；在哈萨克斯坦
东哈萨克斯坦州，鲁班工坊专注培养
汽车专业人才；在阿斯塔纳，哈第二
个鲁班工坊正紧锣密鼓地筹备；吉尔
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鲁班工坊

去年揭牌，土库曼斯坦鲁班工坊建设
持续推进。

“中文热”“中国热” 在中亚国家
不断升温。 中国与中亚国家互设文化
中心加快推进，13 所孔子学院 “桃李
满天下”， 赴华留学成为越来越多中
亚年轻人的选择。 如今，中国和中亚
国家已结成近百对友好省州市，丰富
多彩的交流合作项目涉及青年 、文
旅、经贸、媒体等多个领域。

共同修复乌兹别克斯坦希瓦古

城，联合考古发掘哈萨克斯坦拉哈特
遗址，与吉尔吉斯斯坦共同保护传承
长篇英雄史诗《玛纳斯》，中国和中亚
国家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合作让

更多丝路瑰宝重绽光华，为中亚文明
的传承发展书写崭新篇章。

乌兹别克斯坦政治观察家沙罗

菲丁·图拉加诺夫说， 中国—中亚机
制成为推动文明互鉴、增进民心相通
的重要平台，为深化彼此理解和信任
提供重要支撑，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
定注入更多人文力量。

在哈萨克斯坦科学与高等教育

部科学委员会哲学、政治与宗教研究
所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艾达尔·阿姆列
巴耶夫看来，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将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中亚各国团结

合作，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为地区繁荣发展和完
善全球治理贡献力量。

从千年风华的西安到充满活力

的阿斯塔纳，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的蓬勃浪潮中，在携手奔赴现代
化的崭新征程上，在跨越时空的文明
对话中，中国与中亚国家必将传承世
代友好、继续守望相助，为维护世界
和平发展、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作出新
的贡献。 （新华社北京 6月 13 日电）

全国夏播粮食已近五成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者
古一平） 记者 13 日从农业农村部获

悉，截至 6 月 13 日，全国已夏播粮食
2.4 亿亩，进度近五成。

分作物看，中稻播栽近五成，玉米
播种过五成，夏大豆近三成。 分省看，

河南过八成半，陕西近八成，安徽、山
西过半，山东近五成，江苏近两成。

外交部发言人就习近平主席将出席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答记者问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应哈

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托卡耶夫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 6 月 16 日至
18 日赴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出席第
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外交部发言
人林剑 13 日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有
关情况。

有记者问：中方发布了习近平主
席将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的
消息，能否介绍此访的主要安排及中
方期待？

林剑说，成立中国—中亚机制是
中国同中亚五国的一致决定，符合各
方对维护地区稳定、实现高质量发展
的共同期待。 2023年 5月，习近平主
席在西安成功主持召开首届中国—
中亚峰会，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迈入
了新时代，双方合作持续走深走实，为

地区发展源源不断注入新动力， 给各
国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便利和好处。

他说，此次，中国—中亚峰会将
首次在中亚国家举办。 习近平主席
将出席峰会并发表主旨讲话，同与会
中亚国家领导人围绕中国—中亚机
制发展成就、框架内互利合作以及国
际和地区热点问题等交换意见，并共
同出席相关活动。 峰会期间，习近平
主席还将分别同中亚国家领导人举

行会晤，对中国同中亚五国关系发展
做出顶层设计。

“我们相信，通过本次峰会，中国
同中亚五国将进一步夯实互信基础，
凝聚合作共识，深化战略对接，推动
各领域合作提质升级，为构建更加紧
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更
多正能量。 ”林剑说。

台风“蝴蝶”给海南带来强风雨

全国夏粮小麦收购量超 1700万吨
������新华社北京 6 月 13 日电 （记者
古一平） 记者 13 日从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获悉，全国夏粮小麦收购工
作开局良好，截至目前已累计收购夏
粮小麦超 1700 万吨，进展顺利。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

备司副司长向玉旭告诉记者，近期对
部分产区新季小麦开展的质量监测

结果显示，今年新季小麦质量整体好
于常年，目前购销比较活跃，加工企
业开库收粮， 储备企业有序轮入，贸
易企业积极参与收购，小麦收购进度
快于上年同期， 市场运行比较平稳，
优粮优价特征明显。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数据中心

研究员曹雨然表示， 在政策利好、品
质良好、进口减少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下，经营主体心态好转。 当前小麦市
场价格底部明确，部分中间商已经开
始考虑建立库存头寸。由于新麦品质
好， 储备库轮入采购也在加快推进。
此外，今年以来谷物进口同比减少较
多，对国内小麦市场形成有力支撑。

下一步，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将会同有关部门持续加强市场监测

和形势分析研判，多措并举激发市场
购销活力，全力抓好收储调控措施落
实，确保收购工作顺利推进，守住农
民“种粮卖得出”的底线，维护市场平
稳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