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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驻俄罗斯记者 史天昊

　　

　　今年1月1日就任的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

上合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17日在其到任

招待会上表示，上合组织秘书处今年工作的重中

之重就是要支持中方作为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的

工作，保障2025年在中国举办的上合组织峰会取得

圆满成功。

　　中国是上合组织创始成员国，始终把上合组

织作为外交优先方向。目前，中方主席国工作正在

加速推进，吸引全球目光聚焦上合组织“中国年”。

国际社会期待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能够为上

合组织发展注入新动力。

轮值主席国工作正加速推进

　　去年7月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后，中国正式

接任上合组织2024－2025年轮值主席国。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国将如何带领上合组

织拥抱机遇、迎接挑战，开创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上

合组织“中国年”。

　　据了解，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将在政

治、安全、经济、人文等领域主办100多场会议和活

动，致力于主办一届友好、团结、成果丰硕的上合

组织峰会，凝聚各方共识、擘画发展蓝图。

　　进入2025年，中方主席国工作加速推进。1月2

日，中国担任上合组织2024—2025年轮值主席国徽

标发布。徽标以上合组织徽标为主体，同中国特色

有机结合。主席国口号“弘扬‘上海精神’：上合组

织在行动”以中俄英三种文字环状嵌入其中。国际

舆论指出，中方是“上海精神”的首倡者，更是弘扬

“上海精神”的行动派。将“行动”作为主席国工作

的关键词，就是要以更加务实的举措和更加进取

的姿态，不断提升上合组织政治、安全、经济、人文

领域合作水平，完善组织运作机制，构建上合组织

命运共同体，拓展共赢发展新空间。

　　正如叶尔梅克巴耶夫所言，在中方担任轮值

主席国期间，上合组织正处于完善自身运作、提质

升级的关键阶段。中方现已开始积极筹备上合组

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即上合组织峰会），在会上

将通过一系列重要决议和文件，如《上海合作组织

宣言》《上海合作组织至2035年发展战略》。

　　除了主办上合组织峰会及40余场机制性会议之

外，今年中方还将举办上合组织政党论坛、减贫和可

持续发展论坛、民间友好论坛暨友好城市论坛、国际

投资贸易博览会等大型活动，以及上合组织国家电

影节、电视节、艺术节、青年创新创业大赛、书法大

赛、雕塑邀请赛、“上合之夏”等品牌活动。

　　目前，上合组织各成员国及国际社会都在全

力支持中方担任轮值主席国的工作。俄罗斯国际

事务委员会学术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表示，近

年来中国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

全球文明倡议等，这与上合组织关注的安全与发

展议题相契合，期待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继

续推动相关议题取得积极进展。

中方推动务实合作再上台阶

　　作为新型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始终秉持

“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

发展”为基本内容的“上海精神”，牢牢把握时代潮

流，契合广大发展中国家“求合作、谋发展”的共同

愿望，走出了一条合作共赢的发展道路，树立了构

建新型国际关系和区域合作的典范。国际舆论普

遍相信，在中方推动下，2025年上合组织成员国的

务实合作将再上新台阶。

　　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以来，中国—上海合作

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范区首条至乌兹别克斯坦

TIR（国际公路运输系统）线路正式开通，“中吉乌”

物流大通道建设迎来新进展；吉尔吉斯斯坦楚河

州的中大中国石油公司（中大石油）开工暨新建升

级改造项目举行奠基仪式，该项目将为当地税收、

就业、经济发展创造更大价值；巴基斯坦瓜达尔新

国际机场项目举行竣工仪式，将充分释放瓜达尔

港的枢纽功能……

　　实现减贫与发展是上合组织成员国的共同追

求，也是上合框架下双多边合作的重点领域之一。

在吉尔吉斯斯坦，中吉共建的果木良种繁育技术

示范园成为典型案例；在白俄罗斯，中白工业园产

业不断集聚，吸引多国企业入驻，累计为当地提供

就业岗位超万个……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表示，相信2025年中

国将同上合组织国家一道，共同围绕“上合组织可

持续发展年”主题，践行“弘扬‘上海精神’：上合组

织在行动”口号，推动上合组织进入更加团结、更

重协作、更富活力、更有作为的高质量发展新阶

段，为全球治理提供“上合方案”，为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上合力量”。

上合组织“朋友圈”越来越大

　　2025年，成立20余年的上合组织“朋友圈”将越

来越大、“含金量”将越来越高。

　　2025年伊始，上合组织迎来新一轮扩员阶段，

目前已有14个国家正式向上合组织提交申请，希

望能够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叶尔梅克巴耶夫

透露，上合组织正在审议的14份申请文件中，有6

份是希望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另外8份

是希望获得上合对话伙伴国地位。

　　目前，这14份申请的审议进度各不

相同。而在审议这14份申请之前，随

着白俄罗斯等国的正式加入，上合

组织已从最初的6个成员国，发

展到如今的10个成员国、2个观

察员国、14个对话伙伴国，共计

26个国家组成了“上合组织大

家庭”。

　　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1月

15日援引总统办公厅消息说，

白总统卢卡申科批准了《白俄

罗斯参加上海合作组织战

略》，确定了该国参与上合组织

的行动、目标和任务的概念性

方向，以及中短期的实施机制。

　　叶尔梅克巴耶夫近日在接受

俄媒采访时说，其他国家对上合组

织的兴趣正在增长。“至于具体的国

家或地区，我可以指出，中东、南亚和

东南亚，甚至北非国家现在都很活跃。上

合组织向所有国家开放。”他指出，在上合组

织全面改进的工作框架下，目前正在考虑如何界

定成员国数量及怎样才能使得成员国与其他国家

的伙伴关系更有成效。

　　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等媒体指出，上合组织保

持旺盛生命力和强劲合作动力的“发展密码”，在

于创造性提出并始终践行“上海精神”，主张互信、

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

这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观念

和搞“小圈子”的老范式，掀开了国际关系史崭新

的一页。

  图①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一角。

　　图② 人们在位于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

经贸合作示范区的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

参观。

　　图③ 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作示

范区内的“上合走廊”销售来自上合国家的特色

商品。

　　图④ 俯瞰上合示范区多式联运中心。

　　图⑤ 运送集装箱的货车从上合示范区多式

联运中心中铁联集青岛中心站驶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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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目光聚焦上合组织“中国年” □ 本报驻斯里兰卡记者 韩博

　　

　　当地时间1月18日，中国援建斯

里兰卡高等法院及司法部办公大楼

（简称高法大楼）全面维修项目取得

阶段性重大进展，上诉法院大楼按

计划完成修缮工作，启用仪式当天

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全部

维修工作预计将于2 0 2 5 年 1 0 月

完工。

　　斯里兰卡总理阿马拉苏里亚出

席启用仪式时不仅感谢中国政府的

慷慨援助与无私支持，也着重强调

“感谢中国对斯里兰卡司法正义的

支持”。

　　中斯友谊跨越千年。自公元410

年法显大师开启双边佛教交流，到

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在不结盟运动中

紧密合作，再到近年来多双边领域

互相坚定支持，历史不断证明中斯

友谊历久弥坚。斯里兰卡高法大楼

在过去数十年间是斯法治社会建设

和司法公正的见证，此次对高法大

楼进行翻修，是中国人民送给斯里

兰卡的又一份礼物。

　　斯里兰卡高法大楼由中国政府

援建，1984年完成设计、1989年移交

使用，建筑面积23013平方米。高法

大楼以其独特的建筑风格成为科伦

坡乃至全斯里兰卡重要地标，满足

了斯司法部、上诉法院和最高法院

的日常办公和开庭需求。中方曾于

1997年、2012年进行过维修。2023

年8月，应斯方请求，中国政府

决定在无偿援助项下对

高法大楼进行全面维

修。全面维修由山西

一建集团负责工程

建设，中南建筑设

计院股份有限公

司负责项目管

理，全部维修工

作将于2025年

10月完工。

　　当天，在

上诉法院大楼

启用仪式上，

中国驻斯里兰

卡大使戚振宏、

商务参赞唐彦棣

等中方人士，以及

阿马拉苏里亚、斯

里兰卡首席大法官穆尔杜、斯里兰卡

司法部长哈尔沙纳和斯里兰卡最高法

院、上诉法院的法官代表等出席。阿马拉

苏里亚代表斯政府和人民向中方长期以来给

予的帮助表示衷心感谢。

　　“这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它是司法正义、公平和

平等的象征。”阿马拉苏里亚说，中国政府通过无偿

援助再次对斯里兰卡高法大楼进行全面翻修和现代

化改造，将使大楼更加亮丽、焕发新机，为斯里兰卡

司法系统提供现代舒适的办公环境，为服务斯人民

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历史不断证明斯中友谊历久

弥坚，高法大楼是中国政府送给斯人民的珍贵礼物。

中方为斯司法事业作出卓越贡献，感谢中国政府的

慷慨援助与无私支持。”

　　戚振宏在致辞时表示，中国于1989年援建斯里

兰卡高法大楼，后续进行过两次翻修，该建筑已然成

为斯里兰卡的地标性建筑和中斯友谊世代长存的象

征，很荣幸见证了本次高法大楼全面维修的整个

过程。

　　戚振宏强调，在刚刚结束的斯里兰卡总统对华

国事访问中，两国领导人就深化中斯传统友谊、推进

两国共建“一带一路”和各领域务实合作及共同关心

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达成广泛共识。中斯

双方愿继续弘扬“独立自强、团结互助”的《米胶协

定》精神，坚持互尊互信、相互支持、合作共赢、共同

发展，致力于深化中斯真诚互助、世代友好的战略合

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中斯命运共同体，为两国和两

国人民带来更大福祉。

　　除援斯高法大楼全面维修项目外，山西一建、中南

建筑设计院两单位还承接了援助斯里兰卡科伦坡低收

入人群保障房项目的施工管理与建设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对斯里兰卡司法正义的支

持，不仅体现在援建斯里兰卡高法大楼全面维修项

目上，中斯两国在完善法治协作框架、优化法治体系

协调发展等方面的交流近年来也愈加深入。

　　2025年1月，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亚克应邀访

华。中斯两国在1月16日发布联合声明。声明强调，中

斯双方认为司法和执法安全领域交流合作是双边合

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愿共同打击电信诈骗、网络赌博

等跨国犯罪。中方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斯方提

供司法和执法安全能力建设、警用物资援助等支持。

这标志着中斯双方的司法合作迈上一个新台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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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中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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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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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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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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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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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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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

□ 本报驻韩国记者 王刚

　　

　　连日来，被拘押的韩国总统尹锡悦出席在宪法

法院举行的总统弹劾案第三、第四次正式辩论。这

是韩国宪政史上在职总统首次出席弹劾案审理。目

前，韩国朝野围绕与尹锡悦相关的弹劾案等法律事

件展开激烈辩论。执政党和在野党意见迥异，民间

和媒体也就此展开热议。

接连出席庭审否认指控

　　韩国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以下简称公调

处）1月23日表示，决定将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滥

用职权”案移交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由后者提起

公诉。此前的15日，公调处逮捕尹锡悦，并于19日对

尹锡悦进行拘留。尹锡悦只接受了15日当天的调查

并拒绝陈述，其后一直以公调处调查非法为由拒绝

调查。

　　目前，韩国检方计划向首尔中央地方法院申请

延长对尹锡悦的拘留令，以进行后续调查。预计检

方将于2月5日左右起诉尹锡悦。

　　另据报道，23日中午，尹锡悦出席了宪法法院

举行的总统弹劾案第四次法庭辩论，前国防部长金

龙显作为首位证人出席庭审。

　　据悉，金龙显是应尹锡悦律师团的请求出庭

的。他承认是自己写了关于“国家非常立法机构”等

内容纸条，并传递给时任财政部长官崔相穆（现代

理总统职权），同时表示“尹锡悦当时指示应该出动

尽可能少的兵力”。金龙显还称，戒严当晚有部分国

务委员对此表示同意，但没有明确指出是谁。这一

主张与当时参加国务会议人员的说法存在矛盾

之处。

　　此前的1月21日，尹锡悦出席了宪法法院举行

的总统弹劾案第三次法庭辩论，全面否认了有关戒

严违宪及违法性的核心证据、证词。尹锡悦坚称在

宣布“12·3紧急戒严”时，并未向崔相穆下达过“编

制国家紧急立法机构预算”的指示。

　　尹锡悦还坚持主张，戒严期间并未下令将国会

议员强行拖离现场。这一说法与首都防卫司令官李

振宇、特战司令官郭钟根的证词、相关调查内容及

起诉书上的内容存在矛盾之处。

　　就尹锡悦律师团主张的“宣布戒严主要原因是

国会议员选举舞弊”，尹锡悦在庭审时解释称，在宣

布实施戒严前，他本人对国会议员选举的公正性存

在质疑。为此，他指示有关人员全面检查选举管理

委员会的电算系统，并非要求收集选举舞弊的

证据。

近六成民众支持弹劾案

　　目前，韩国朝野围绕与尹锡悦弹劾案等相关的

法律事件展开激烈辩论。执政党与在野党意见迥

异，韩国民众之间、媒体界也难以就此达成一致。

　　从民意来看，“韩国调查”等四家民调机构23日

发布的联合调查结果显示，近六成韩国民众支持弹

劾尹锡悦下台。针对“逮捕尹锡悦的决定”，有56%的

受访者表示这是“正确决定”，39%的受访者则表示

这是“错误决定”。

　　韩国KBS电视台22日报道称，出席宪法法院法

庭辩论的尹锡悦始终否认对自己的各种指控，这引

发一些韩国民众的愤怒。已经有韩国民众发出呼

吁，不仅要对尹锡悦进行司法处罚，还应该对韩国

现行政治制度进行改革。

　　在要求严惩尹锡悦的声音之外，尹锡悦在韩国

民众之中也不乏支持者。此前，韩国首尔西部地方

法院19日凌晨批准对尹锡悦的拘留令后，一些尹锡

悦支持者闯入这家法院，有人使用灭火器或投掷石

块砸碎法院建筑的门窗玻璃，有人进入内部进行破

坏，警方随后对闯入者进行了疏散。

　　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23日猛烈

抨击尹锡悦政府。他指出，尹锡悦支持者冲闯法院

是“极端主义势力发起的第二次内乱”，必须终结野

蛮的内乱和骚乱，开启希望之路。

　　执政党国民力量党则强烈批评公调处强制

逮捕尹锡悦的行为。该党指出，尹锡悦承诺出席

宪法法院庭审，公调处却尝试强制予以逮捕，这

是为了“让尹锡悦出丑”，也是妨碍弹劾审判的

行为。

　　韩国媒体近日来围绕尹锡悦相关案件也展开

角度不同的报道。

　　“尹锡悦总统出席弹劾审判，没有反省只有辩

解。”韩国《中央日报》近日发表社论称，现任总统因

国会的弹劾而成为被告，亲自到宪法法院表明自己

的立场，这在韩国宪政史上尚属首次，但尹锡悦出

席庭审时的发言和态度再次令国民失望。

　　社论指出，韩国民众真正想从尹锡悦口中听到

的是对国民真诚的道歉和反省，然而尹锡悦及其辩

护团队却一再主张戒严令“是正当的”，为逃避责任

进行诡辩。

　　“尹锡悦声称不知道下达戒严命令？国会问话

接连出现相反证词。”韩国《东亚日报》22日的报道

称，虽然尹锡悦21日首次出席宪法法院弹劾审判庭

审时全面否认了对内乱罪的核心指控，但22日参与

该事件的相关人物纷纷给出证词予以反驳。对此，

在野党痛批尹锡悦是“自己假装啥也不知道，为了

活命将锅甩给部下的总统”。

拒绝陈述权或适得其反

　　“尹锡悦对公调处行使拒绝陈述权的原因是什

么？”韩国《京乡新闻》22日的报道提出这样的疑问。

　　自从15日被逮捕之后，尹锡悦面对司法调查就

一直行使拒绝陈述权。虽然公调处1月23日表示，决

定将尹锡悦涉嫌“发动内乱、滥用职权”案移交首尔

中央地方检察厅，由后者提起公诉，但有分析认为，

即使案件从公调处转交给检方，尹锡悦也很有可能

继续拒绝进行陈述。

　　有从事刑事案件的知名律师表示，尹锡悦目前

还只是嫌疑人身份，未来一旦被确定为被告人，尹

锡悦很有可能在法庭辩论阶段才开始正式进行司

法应对，在此之前，尹锡悦方面似乎不想透露自己

的应对底牌。

　　还有法律专家认为，尹锡悦及其法律团队采

取的有时回避（指面对公调处的调查）、有时积极

反驳的态度（在宪法法院的法庭辩论上），可能让

其在今后的法庭审判中反而处于更加不利的

地位。

韩国朝野围绕尹锡悦案展开激烈辩论

只有落实“两国方案”

才能实现中东地区持久和平
□ 际文

　　

　　在联合国安理会1月20日举行的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上，中方代表强调了巴以停火协

议的重要性，并重申，只有落实“两国方案”，才能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

　　“两国方案”是国际社会关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普遍共识。几十年来，巴以局势屡陷动

荡，其根本原因在于“两国方案”没有得到落实，巴勒斯坦人民独立建国的民族权利没有得到保

障。加沙是巴勒斯坦的加沙，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加沙。关于加沙战后治理的讨论，必须基于达成

政治解决方案，而不是零敲碎打的危机管控，必须尊重巴勒斯坦人民的意愿，照顾地区国家的

合理关切。

　　中国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始终致力于巴勒斯坦问题的

全面、公正、持久解决。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呼吁个别安理会成员不要再为此设置障

碍，倡议召开更大规模、更具权威、更有实效的国际和会，制定落实“两国方案”的路线

图和时间表，最终实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两个国家和平共处、阿拉伯和犹太两个

民族和谐共存。

　　此次巴以冲突的悲剧再次证明，只有跳出暴力冲突的死循环，并在

国际社会的帮助下和谈，尊重彼此的利益和关切，推动巴勒斯坦

问题重新回到“两国方案”轨道，才能从根本上推动巴

勒斯坦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⑤⑤

　　图为1月21日尹锡悦乘坐的车辆进入韩国宪法

法院时，支持和反对的人群簇拥在法院外。

新华社记者 姚琪琳 摄    

　　图为斯里兰卡总理阿马拉苏里亚1月18日在启用仪

式上致辞。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馆供图  

环球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