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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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亚五国各界人士热烈欢迎习近

平主席出席峰会，期待聆听习近平主席

提出的重要理念与主张，期盼习近平主

席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一道，进一步提升

中国—中亚机制合作水平，携手构建更

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推动

中国同中亚国家关系的航船乘风破浪、

勇毅前行。

“为中国—中亚机制注入新动力”

初夏时节，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

纳绿意盎然。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将在这座城市举行。

“哈萨克斯坦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

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哈萨克

斯坦总统国内政策和通讯事务助理阿

尔曼·基雷克巴耶夫说，本届峰会意义

重大，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继续发挥元

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作用，同中亚各国领

导人携手深化中亚国家与中国合作，进

一步促进双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领

域交流。

建交30多年来，中国同中亚国家

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

利共赢，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典范。近

年来，在元首外交掌舵领航下，从倡导

成立中国—中亚机制到将机制升格至

元首层级，从共建“一带一路”到携手构

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中国同中亚五国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务

实合作提质升级，国际协作走深走实。

两年前，以在中国西安举行的首届中

国—中亚峰会为契机，中国—中亚元首

会晤机制正式建立，为中国—中亚合作

打造了顶级平台。

吉尔吉斯斯坦世界政治研究所所

长舍拉迪尔·巴克特古洛夫说，习近平

主席与中亚五国领导人亲自为中国—

中亚机制擘画发展蓝图，中国—中亚机

制已在增强政治互信、深化安全合作、

推动共同发展等领域取得实实在在的

成果，展现出强大潜力，“期待习近平主

席此行进一步拓展中亚国家与中国的

合作前景，为中国—中亚机制注入新动

力，为各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

在两年前的首届峰会上，习近平主

席发表主旨讲话，强调携手建设守望相

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友好的中

国—中亚命运共同体，乌兹别克斯坦政

治观察家沙罗菲丁·图拉加诺夫对此记

忆犹新。他说，相信第二届峰会将成为

构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道路上的

“又一个里程碑”，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行

推动中亚国家与中国进一步深化各领

域共识。

“中国—中亚峰会开启区域合作黄

金时代。”塔吉克斯坦阿维斯塔通讯社

说，两年来中国与中亚五国以远见卓识

和务实行动，共同勾勒出互利共赢合作

的绚丽图景，在阿斯塔纳举行的第二届

峰会更蕴含着六国深化命运共同体建

设的战略愿景。 （下转第三版）

推动中国—中亚航船乘风破浪、勇毅前行
——中亚各界热切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第二届中国—中亚峰会

新华社记者 宋盈 阚静文 郑钰

本报讯（记者刘帅）6月13日，全省

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副书

记、省长胡玉亭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

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

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

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部署，按照省

委工作要求，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

至上，提早准备、积极应对，迅速进入迎

战状态、执行阶段，全力以赴做好防汛

救灾各项应对工作，筑牢汛期安全防

线，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大局稳

定。蔡东、刘凯、杨安娣、郭灵计、孙简、

金育辉、王子联、刘伟参加会议。

胡玉亭强调，要站在坚定拥护“两

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

高度，把防汛救灾作为重要政治任务、

全局性工作，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

弦，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立

足防大汛、抗大洪、抢大险、救大灾，深

刻汲取经验教训，牢牢守住无溃坝、无

决堤、无伤亡底线，确保群众和救援人

员安全，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为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创造良好条件。

胡玉亭指出，要坚持精准施策，全力

推动各项防汛措施落实落细。进一步总

结深化极端天气多发背景下，对全省防

汛工作的规律性认识，全面开展风险识

别，持续增强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用好

人工智能、卫星遥感、大数据、大模型等

技术，全面提高短临预报精准度，实现流

域河流水位流量预测，确保预报预警科

学精准、及时管用，为地方做好防汛工作

提供数据支撑。重点水库要充分考虑降

雨强度、过水面积等因素，提前预泄腾

库，最大程度预留防洪库容。

胡玉亭强调，要强化科学调度指

挥，调整完善应对预案，落实落细应急

措施，确保应急救援指挥指令明确、手

势清晰。要强化重点工程防护补强，

聚焦隐患最突出、最关键的重点工程，

尽快提升功能。行业部门和地方政府

要加强工作协同，解决好隐患怎么查、

谁来查、查什么的问题，确保有力应对

新形势新挑战。要严防城市内涝风

险，紧盯地下商场、人防工程、地铁隧

道等地下空间，增加强排设施配备，强

化人流交通管控，坚决守住不发生倒

灌的底线。要细化人员转移预案，压

实包保责任，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区

域居民。要科学布局安置场所，保障

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加强联防联

控，用好东北四省区流域联防联控工

作机制，强化业务对接，实现信息共

享、力量共建、物资共用。

胡玉亭强调，要强化组织领导，主

要领导靠前指挥，压实防汛责任，落实

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形成工作合力。

各地各部门要加强汛期监管和指导服

务，加密巡查检查，落实防护措施，确保

万无一失。

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

坚持未雨绸缪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和大局稳定

胡玉亭出席并讲话

本报讯（记者华泰来）6月12日至15

日，2025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香港）

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中国一汽

红旗品牌携重磅产品亮相A3展厅，以“国

车之魂”演绎新时代东方豪华新境界。

本次博览会以“新汽车·新征程”为

主题，设置全球汽车、供应链、低空经济、

香港创新科技、内地创新科技、文化活

动、香港馆七大核心展区，旨在通过专业

化、国际化、市场化的平台，推动全球汽

车产业链深度融合。除展览展示外，本

次博览会还将举办多场高端论坛、专题

讲座、商务洽谈等活动，为行业人士提供

交流合作的优质平台。本次参展的中国

汽车企业除11家内地整车企业外，还有

近40家内地汽车供应链和科技企业。

本次博览会上，中国一汽红旗品牌

携旗下国耀、国礼、国雅、国悦、红旗H9、

红旗HQ9、红旗E-HS9及“天辇1号”飞行

汽车等多款重磅车型亮相。除在售产品

外，红旗品牌还展出了极具历史意义的

红旗 CA770、红旗 CA770 右舵版、红旗

CA72等纪念车型。开幕式当天，红旗品

牌还举办了“旗耀香江 共擎未来”金葵

花私享品鉴会。

为更好地弘扬民族精神、讲好中国

品牌故事，红旗品牌还特别设置“爱国主

义教育展区”，以“国车红旗 民族瑰宝”

为主题，集中展示红旗品牌从诞生、发展

到崛起的非凡历程。

红旗品牌亮相2025国际汽车及供应链博览会

一束光，激起产业千层浪。

当长春光博会映射出一

片“光的森林”，斑驳光影下，

一座老工业基地以“光”为刃、

劈开转型迷雾的突围轨迹清

晰可见——

70多年前勾勒新中国光

学产业图腾；

世纪之交抢抓历史性机

遇；

在奋力推动吉林高质量发

展明显进位的新征程上，以攻

坚之势向千亿目标迈进；

……

如何让一束科研之光，燎

原成产业星河？

吉林的答案藏在这片“光的

森林”中的每一道光束里——那

是科研火种与产业土壤碰撞出

的新质生产力火花。

破茧：何以实现基因蜕变

一束光，写历史。

长春光博会的展厅里，精

密仪器流转的星辉与1953年

第一炉光学玻璃的琥珀色光晕

“隔空”重逢。

70余载光阴沉淀，实验室

里那团科技星火，化作照亮全

球产业版图的璀璨星河，讲述

着吉林光电信息产业的跨越与

新生。

1952年，王大珩院士在破

旧厂房里支起光学玻璃熔制

炉；次年，我国第一炉光学玻璃

熔制成功，淬炼出产业最初的

“光基因”。

6年后，长春光机所研制的

“八大件”精密仪器震惊业界。

半个多世纪以来，长春光

机所累计输送超2200名技术

骨干，如种子播撒全国，让吉

林成为中国光学人才的“源头

活水”。

但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产业曾陷入“科研亮眼、转

化蹒跚”的困境。

破局的转机出现在2003年，东北振兴战略出台，产业发展迎

来历史性机遇。

长春光机所抢抓机遇，开辟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研产学”并

举发展道路，快速成长为综合实力强劲的研究所。

2015年，又一历史性时刻诞生——“吉林一号”组星发射升

空，以商业遥感卫星开启产业新篇。

也是在那一年，光电技术被定位为智能制造的核心支撑。长

春的光电信息产业与汽车、航天等本地优势产业深度融合，形成了

涵盖光学材料、精密加工、智能装备的完整产业链。

经过近10年的集群式发展，2024年，首届长春光博会重磅来

袭，推动产业产值在当年突破900亿元。

办一场展，激活一座城。刚刚落幕的2025长春光博会

首次与Light国际会议联名举办，影响力再一次扩大。

正如中国科学院院士马於光所言：“长春不仅掌握尖端

技术，更形成了‘政府有政策、企业有信心’的良性生态。”

从坩埚火光到卫星星光，吉林光电产业的破茧之路，正

是老工业基地将七十余年科技基因重组为新质生产力的生

动实践。

跃迁：何以迸发创新晶芒

一束光，绽新芒。

踏入2025长春光博会，企业展台错落分布，一个个微

型光电元件在透明展柜中闪烁微光，每一寸跃动的光影，都

是创新与产业激烈碰撞的火花，照亮技术突破的前路。

希达电子的展位前，0.6mm超高清玻璃基Micro LED显

示屏以细腻画质吸引观众驻足。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希达电子凭借独

创的芯片级集成封装（COB）技术，实现百万级对比度与纳米

级像素精度。

企业在打破国外技术垄断的同时，更带动上下游企业

形成完整的显示产业集群，让“长春屏”闪耀全球。

而奥来德的展区内，陈列着自主研发的OLED产业链核

心成果。历经多年技术攻坚，企业研制的G8.6代AMOLED蒸

发源，精度达到纳米级，性能比肩国际先进水平；其创新开

发的红绿光掺杂材料，使OLED器件寿命提升40%。

创新的力量从不是单打独斗。

长春新区“长智光谷”、经开区“芯光智谷”、净月高新区芯

光产业园的空间集聚，本质上是产业生态的具象化。

希达电子、奥来德等龙头企业，通过技术溢出、订单共

享等，将自身优势转化为区域竞争力；而富赛汽车电子等专

精特新企业，则以细分领域的深耕形成差异化互补。

这种“大企顶天立地、小企铺天盖地”的格局，打破了传

统产业发展中“大而全”或“小而散”的发展困局。

这不仅是规模与质量的双重跃升，更标志着吉林光电

产业从“单打冠军”向“产业集群”的跨越。

从东北腹地到世界舞台，吉林光电产业汇聚企业创新

星火，点亮产业升级之路，书写着老工业基地向新质生产力

转型的时代答卷。

突围：何以破局新质赛道

一束光，启未来。

“光电信息产业拓展‘光学+’新赛道，推动高端图像传感

器生产线项目建成投产，加快传感器产业园建设。”在今年的

政府工作报告中，我省明确了产业的发展路径。

时至年中，当光博会的激光束划破长春夜空，吉林老工

业基地正直面双重命题：既要实现技术突破，更要在新质生

产力赛道上弯道超车。

这场关乎产业命运的突围战，早已在战略蓝图中锚定

方向。

2023年底，《长春市光电信息产业星光培育三年行动

计划》发布，勾勒出“一谷三地五星”布局，剑指2025年“产

值破千亿、企业超千家”的“双千”目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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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光谷·光博盛会

近日，长春公园内芍药花竞相盛放。6万余株、50余个品种的芍药错落交织，吸引市民纷纷前来观赏。
本报记者 李姣月 摄

压题图片：
2025长春国际光电博览会以“光电引领 新质未来”为

主题，打造集技术交流、产业合作、人才聚集、品牌塑造于一
体的全球光电盛会。

本报记者 潘硕 闫璐 实习生 郭文政 摄

本报6月14日讯（记者张伟国）今天

上午，吉林省2025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主场城市活动开幕式在延吉阿里郎

广场举行，通过非遗展演、展示展销、互

动体验等多元形式，展现吉林非遗魅力。

开幕式上，农乐舞、长鼓舞、蒙古族

民歌等8个精品非遗项目精彩展演，为

市民和游客带来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

朝鲜族民族乐器制作技艺、满族剪纸、长

白山王氏石雕等40项国家级、省级、市

（州）级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同步展示展

销，代表性传承人现场演示制作技艺。

现场还设立了非遗项目互动体验区、传

统医药类非遗义诊区，并举办“守望与传

承”吉林省非遗项目图片展、“海东撷珍”

延边渤海遗存图片展，为第五批州级非

遗代表性传承人代表颁发证书。

据了解，本次活动为期8天，采取

“主场引领+县域联动”模式，在全州范

围内开展“边城非遗韵·景区共传承”非

遗进景区、“非遗小课堂·文化润童心”

非遗进校园、“文化惠民·非遗添彩”非

遗进场馆、“翱翔蓝天·非遗相伴”非遗

进赛事等18项线上线下活动，全面展

示延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成果，

提升公众认知度与参与度，推动非遗与

现代生活深度融合。

吉林省“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延吉举行

（
均
见
第
二
版
）

“吉字号”特色产品亮相
中 国 商 业 创 新 大 会

向着人参科技创新制高点发起冲锋
——走近长春中医药大学赵大庆教授团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