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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江东新区塔市支渠入海口段-排水疏浚及水系修复工程项目-
国有土地（使用权待定）拟用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5〕427号

江东新区塔市支渠入海口段-排水疏浚及水系修复工程项目-
国有土地（使用权待定）拟用地坐落于演丰镇，共5个地块，面积总计

24188.61平方米。地块一面积 15199.14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

至空地，西至海口市桂林洋农场，北至空地；地块二面积860.68平方

米，宗地四至为：东至空地，南、西至海口市演丰镇塔市村委会青园

村民小组，北至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地块三面积

1588.19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至空地、南至海口市演丰镇塔市村

委会青园村民小组、西至空地、北至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投资有

限公司；地块四面积2603.06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至空地、南至海

口市演丰镇桃兰村民小组、西至空地、北至海口市美兰区招商建设

投资有限公司；地块五面积3937.54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至空地、

南至海口市演丰镇苍头村民小组、西至空地、北至海口市美兰区招

商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现通告上述土地确认为国有土地，凡对此存异议者，自本通告

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权源证明文件向我局美兰分局

主张权益，逾期我局将按无主地处置，纳入政府储备地入库。

特此通告

联系人：陈女士，电话：3138388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6月17日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关于征询美兰机场二期周边路网-国有土地(使用权待定)拟用地权属异议的通告
海资规美兰〔2025〕428号

美兰机场二期周边路网-国有土地（使用权待定）拟用地坐落于
演丰镇，共 13 个地块，面积总计 40765.54 平方米。地块一面积
25738.70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至空地，西至海口市美兰区演丰
镇群祥村民小组，北至演丰镇农民集体；地块二面积1809.43平方米，
宗地四至为：东、南、西、北至空地；地块三面积2757.45平方米，宗地四
至为：东、南、西、北至空地；地块四面积2134.13平方米，宗地四至为：
东、南、西、北至空地；地块五面积2024.30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
西、北至空地；地块六面积6.07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西、北至空
地；地块七面积39.99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西、北至空地；地块
八面积1189.98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西、北至空地；地块九面积
0.44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西、北至空地；地块十面积1916.53平
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西、北至空地；地块十一面积1044.15平方
米，宗地四至为：东至海口市统筹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南、西、北
至空地；地块十二面积1564.93平方米，宗地四至为：东至海口市统筹
城乡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南、西、北至空地；地块十三面积539.44平
方米，宗地四至为：东、南、西、北至空地。

现通告上述土地确认为国有土地，凡对此存异议者，自本通告
发布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携带相关权源证明文件向我局美兰分局
主张权益，逾期我局将按无主地处置，纳入政府储备地入库。

特此通告
联系人：陈女士，电话：31383889。

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2025年6月17日

当地时间6月17日，第二届中国－

中亚峰会在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举行。

面对加速演进的百年变局，着眼地区各

国发展和人民福祉，国家主席习近平同

中亚五国元首达成一系列新的重要共

识。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并深刻阐

述了“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

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的“中国－中亚精

神”。这一精神，深刻总结了双方友好交

往的合作密码，为双方世代友好提供了

根本遵循，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

亚命运共同体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中国－中亚精神”根植于中国与

中亚国家两千多年的友好往来，巩固于

建交 30多年的团结互信，发展于新时

代以来的开放共赢。两年前，首届中

国－中亚峰会擘画“西安愿景”，开启了

中国－中亚关系的新时代。两年来，合

作机制的“四梁八柱”基本成型，互联互

通的“大动脉”不断延伸，文明互鉴的火

花持续闪耀……伴随着首届中国－中

亚峰会共识全面落地，合作之路越走越

宽广，友谊之花越开越灿烂。

“我们一起栽下的 6棵石榴树，已

经花满枝头，象征着六国合作欣欣向

荣。”阿斯塔纳峰会上，习近平主席主旨

发言开篇的这句生动比喻，形象描绘了

中国－中亚合作的累累硕果。站在阿

斯塔纳峰会的历史新起点，以“中国－

中亚精神”为引领，中国与中亚国家将

锚定命运共同体目标，以更加进取的姿

态，共同擘画合作发展的新蓝图，推动

中国中亚合作不断取得新成就。

立柱架梁，筑牢合作机制之基

中亚，这片横亘于亚欧大陆心脏地带

的古老土地，与中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

建交30余载，中国同中亚五国实现

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签署共建“一

带一路”合作文件以及在双边层面践行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三个“全覆盖”。这

份互信，根植于30多年来双方在涉及主

权、独立、民族尊严、长远发展等核心利

益问题上的彼此支持。合作成功的密

码，在于双方对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

舟共济、互利共赢四项原则的共同坚持。

2013年秋，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

坦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中亚五国积极响应，中国中亚合作

自此驶入快车道。2020年，中国倡导成

立中国－中亚机制。2023年 5月西安

峰会上，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正式

建立，为中国－中亚合作提供了长期稳

定的制度保障。两年来，中国－中亚机

制建立起 13个部级合作平台，秘书处

全面运行，四梁八柱基本成型。

从元首会晤到部长级会议，从常设

机构到各类论坛，中国同中亚构建起全

方位、多维度、立体化的交流合作机制，

不仅深化政治互信，也推动经贸、人文、

安全等领域深度合作，中国－中亚关系

进入新时代。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在深化机制

建设方面迈出新步伐。《阿斯塔纳宣言》指

出，在全面总结中国中亚合作成功经验

基础上形成以“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

高质量发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为基本内

容的“中国－中亚精神”。应大力弘扬这

一精神，使之成为机制成员国发展友好

关系、推进互利合作的基础。六国元首

还共同签署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

法律形式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下来。

这是六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也是中

国周边外交的创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携手合作，共赴现代化发展之路

合作机制如同织机框架，具体项目

则是穿梭其间的金线银纬，织就互利共

赢的壮美画卷。两年来，中国－中亚共

同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世界需要一个联通的中亚。”习近

平主席在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话

语，道出了中亚作为“亚欧大陆中心”对

于全球互联互通的枢纽价值。在中国

和中亚五国的共同推动下，这一愿景正

在成为现实。

2024年 12月 27日，吉尔吉斯斯坦

贾拉拉巴德市，一场各方盼望已久的铁

路项目启动仪式终成现实，首届中国－

中亚峰会关于推进中吉乌铁路加快落

地建设的共识如期落实。

中吉乌铁路是中国、吉尔吉斯斯

坦、乌兹别克斯坦三国元首亲自推动的

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标志性工程，是中

国同中亚互联互通的战略性项目。这

条起自中国新疆喀什、终至乌兹别克斯

坦东部城市安集延的铁路建成后，将进

一步提高跨境物流效率，（下转07版）

山水相连 心手相牵
——中国中亚共绘丝路新画卷

仲夏时节，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汇聚着世界的目光。

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成功举行，

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元首共同擘画中

国中亚合作新蓝图，奏响千年丝路的新

时代乐章。

驼铃悠悠，穿过广袤大漠，连接起长

安的城阙与撒马尔罕的金顶。张骞凿空

的足迹、玄奘负笈的背影、粟特商队卷起

的尘烟，仿佛仍在眼前。万里丝路，中国

同中亚结下相知相亲、互学互鉴的绵长

情谊。万里新程，中国中亚合作乘着时

代劲风，从历史走向未来。

一种精神，指引携手前行的方向。

“我们的合作根植于两千多年的友

好往来，巩固于建交 30 多年的团结互

信，发展于新时代以来的开放共赢。”此

次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回顾中国中亚

合作的发展历程，感慨系之。

互尊、互信、互利、互助，以高质量发

展推进共同现代化——习近平主席总结

了中国同中亚国家在长期实践中探索形

成的“中国－中亚精神”，深入阐释其丰

富内涵，深刻揭示其时代价值，为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提供精

神指引。

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坚持深化

互信、同声相应，坚持互利共赢、共同发

展，坚持守望相助、同舟共济。“中国－中

亚精神”，与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交相辉映，是新

时代中国中亚团结协作的行动指南，代

表着国际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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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习近

平主席在西安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上的

话语，展现大国领袖的深邃思考和战略

眼光。

今天的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

缘冲突、阵营对抗风险加剧，单边主义、

保护主义逆流滋长。正如习近平主席指

出的那样，“唯有不移公平正义之心、不

坠互利共赢之志，才能维护世界和平、实

现共同发展”。

“中国－中亚精神”为世代友好合作

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始终秉持，不

断发扬光大”。真挚话语，饱含对中国中

亚合作未来的殷殷期待。

从西安到阿斯塔纳，中国携手中亚

国家接续加力，以“中国－中亚精神”为

指引，阔步走向命运与共的明天。

一个机制，打造互利共赢的典范。

两年前，中国同中亚五国领导人相

聚西安，共同擘画中国中亚合作的“西

安愿景”。两年来，中国－中亚机制四

梁八柱基本成型，首届峰会共识全面落

地，合作之路越走越宽广，友谊之花越

开越灿烂。

从 5年前中方倡导成立中国－中亚

机制，到 3年前中国－中亚机制升格至

元首层级，从西安峰会的硕果累累到阿

斯塔纳峰会的成功举办，短短几年，为何

中国－中亚机制能够实现快速发展？为

何中国－中亚机制能够得到地区国家如

此高度的认同？

一名地区观察家这样评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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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哈萨克斯坦学者认为，中

国－中亚合作始终“一步一个脚印”扎

实推进。

“中方决定在中国中亚合作框架内

建立减贫、教育交流、荒漠化防治三大合

作中心和贸易畅通合作平台，支持中亚

国家实施民生和发展项目，未来两年向

中亚国家提供 3000个培训名额”……本

届峰会上，习近平主席宣布一系列契合

中亚国家发展需求的务实举措，得到各

方热烈响应。

“这些举措对每个参与国都至关

重要，相信我们在未来能迅速取得重

大进展。”塔吉克斯坦外长西罗吉金·

穆赫里丁告诉记者，第二届中国－中

亚峰会作为“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

为这一历经时间检验的地区伙伴关系

开启新篇章。

“在充满不确定的世界中，中国－中

亚机制的战略意义更加突出，中国的繁

荣强大正在惠及周边国家。”中亚五国领

导人这样评价。

秉持共商共建共享，书写合作共赢

大文章。六国像石榴籽一样紧紧团结在

一起，求和平、谋合作、促发展，必将为地

区和世界和平安宁、发展繁荣注入宝贵

正能量。

两份文件，彰显友谊合作的高度。

峰会期间，习近平同中亚五国元首

签署两份沉甸甸的文件：《第二届中国－

中亚峰会阿斯塔纳宣言》和《中华人民共

和国同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吉尔吉斯共

和国、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土库曼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

条约》。

《阿斯塔纳宣言》中，各方重申“巩固

世代睦邻友好、深化坚实伙伴关系的坚

定决心”，六国决心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

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维护本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并

加强全方位协作符合各国人民的共同意

愿和根本利益，对亚洲乃至世界具有重

要意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中，字

字句句都是六国人民的共同心声。

以法律形式将世代友好的原则固定

下来，“这是六国关系史上新的里程碑，

也是中国周边外交的创举，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习近平主席如此阐释条约的

“含金量”。

“中方始终视中亚为周边外交优先

方向，坚持睦邻安邻富邻、亲诚惠容理念

方针，同中亚国家平等相交、真诚相待，

永远亲望亲好、邻望邻好。”这是坚定的

承诺，也是坚实的行动。

10 多年来，习近平主席 9 次到访

中亚，中国同中亚国家领导人就像走

亲戚一样，密切交往。不断巩固的睦

邻友好关系与日益深入的务实合作，

彰显中国周边外交长期坚持的宗旨和

原则。

今年 4月，首次中央周边工作会议

上，中国发出“携手周边国家共创美好未

来”的有力宣示。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

大国睦邻之道，推动中国和周边国家携

手走上发展振兴之路、和合共生之路，树

立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

国际关系典范，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带

来深刻启迪。

一条大道，通往光明美好的未来。

“中哈历来是近邻，山水相连像近

亲。一起完成千年梦，合作之花开满

春。”“中哈友谊心连心，丝绸之路永

光明。你帮我来我帮你，和平幸福永

不停。”

当地时间 6月 16日中午，习近平主

席乘专机抵达阿斯塔纳。在机场贵宾楼

内，哈萨克斯坦少年儿童用标准的中文、

清脆的童声为习近平主席朗诵自创的诗

歌。习近平主席和托卡耶夫总统微笑倾

听，为孩子们鼓掌。

提起哈萨克斯坦作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倡议的首倡之地，当地人总是

充满自豪。十二载大道同行，中国方案

深入人心，前景广阔。

今日之中国，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

世界谋大同。

今日之亚洲，和平稳定是大势所趋，

发展繁荣是民心所向。地处亚欧大陆心

脏地带的中亚，渴望获得高质量发展的

新动能、迈向共同现代化的加速度。

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中亚五国

领导人会谈会见，共建“一带一路”是高

频热词。对接发展战略、提升合作水平、

加强互联互通、增进民心相通，细细商

谈、长远规划。

现代化道路上，中国是中亚国家的

同行者、好伙伴。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习近平主席始终重视人民的获得

感、幸福感。

原油管道穿越茫茫大漠，中吉乌

铁路建设如火如荼，绿色能源点亮千

家万户，智慧城市创造美好生活，中亚

味道沿着“丝路电商”直达中国餐桌。

一份份合作文件，化作可触可感的幸

福生活。

拉哈特古城遗址，中哈联合考古队

共同守护文明瑰宝；杜尚别校园中，塔吉

克斯坦学子用中文吟诵“海内存知己”，

文明在交融互鉴中熠熠生辉。

“我们要以‘中国－中亚精神’为

引领，以更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

的举措加强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朝着命运共同体目标

砥砺前行。”

前行的号角已经吹响。这条路上，

有千年的足印和记忆，有共同的梦想和

远方。中国和中亚国家走到一起，心连

在一起，汇聚的是共进力量，托举的是共

同繁荣。

日出东方，其道大光。行大道者得

人心，凝众志者成其远。中国同中亚合

作大有可为，且必将大有作为。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18日电 记者

韩梁 赵嫣）

汇聚共进力量 托举共同繁荣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