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香港6月22日电（记者刘英伦）跨境支付通22

日正式上线，为内地与香港居民和机构提供高效、便捷、安全

的跨境支付服务，进一步加强内地与香港金融互联互通，促进

人民币跨境使用。

通过内地网上支付跨行清算系统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

“转数快”直接连接，跨境支付通支持用户通过参与机构的手

机银行、网上银行等渠道，依托手机号码、银行账户等，线上发

起内地与香港间人民币和港币的跨境汇款，经常项目项下一

定金额内的汇款可实时到账。

香港金融管理局数据显示，截至22日晚6时，北向汇款的

交易量约6900笔，平均每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800元。南

向汇款的交易量约19000笔，平均每笔交易金额约为人民币

3100元。金管局会继续留意有关使用情况和总结经验，并联

同业界优化用户体验，完善支付流程。

香港特区立法会议员陈振英22日上午试用跨境支付通，

从香港的个人银行账户转账一笔人民币款项到内地的个人账

户，过程顺畅快捷，只需几秒便到账。他说，以往跨境汇款需要

到银行申请，即使网上处理也只能在营业时间内办理，到账需

要时间与一定的手续费。跨境支付通可以节省时间和金钱等

成本，方便两地的个人资金往来，例如支付学费或向亲友汇款。

据了解，香港居民使用跨境支付通北向汇款每人每日上

限1万港元，每年上限20万港元，有关限额独立于现行每日8

万元人民币同名汇款限额，每日24小时服务。香港汇款人可

以选择以港元或人民币北向汇款，收款人则以人民币收款。

南向汇款方面，内地居民汇款上限为现行个人年度购汇便利

化额度5万美元，服务时间每日上午7时至晚上11时。香港

收款人可选择以港元或人民币收款。

首批参与跨境支付通的机构中有六家来自香港，即中银

香港、东亚银行、建银亚洲、恒生银行、汇丰银行、工银亚洲。

汇丰银行宣布，22日起，香港个人客户可转账人民币至

个人或特定企业在内地指定收款银行的账户，只需输入收款

人已登记的手机或账户号码便能进行交易。

跨境支付通正式上线
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在长期实践中，我们探索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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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7日，习近

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出席第二

届中国—中亚峰会并作主旨发言，宣布“中

国－中亚精神”。这一精神根植于六国在长

期合作中形成的共同理念和价值，得到了中

亚各国元首一致认同与支持，为中国和中亚

国家朝着命运共同体目标加强合作规划了清

晰路径。

6月22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课题组

撰写的智库报告《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

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在哈萨克斯坦

首都阿斯塔纳面向全球发布。报告全面深入

解读、阐释了中国－中亚合作结出的丰硕成

果、双方合作的巨大机遇和广阔前景。

报告认为，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中亚成为

命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

在亚欧大陆开创了睦邻安邻富邻的新局面，

探索形成了“中国－中亚精神”，共同为世界

打造了区域合作的样板和典范。

中国－中亚打造区域合作典范

6月19日，位于西安浐灞国际港的爱菊

健康生活体验馆再添“中亚味道”——来自哈

萨克斯坦的苹果饮料，搭乘中欧班列抵达西

安，为消费者提供了更多“舌尖上的选择”。

2015年，看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机

遇，爱菊集团在哈萨克斯坦开始了“国外种

地”的创业之路。经过10年深耕，爱菊集团

已在哈萨克斯坦北哈州建立起年产百万吨的

农产品经贸园区，并把哈萨克斯坦的蜂蜜、饼

干、冰淇淋等农产品运至国内。以哈萨克斯

坦面粉为原料做成的油泼面，受到消费者追

捧。

这是中国－中亚经贸合作的一个缩影。

2023年首届中国－中亚峰会举办以来，中国

同中亚国家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经贸

合作潜力不断释放，贸易规模不断迈上新台

阶。2024年，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总额达

948亿美元，较上年增加54亿美元，较建交初

期的4.6亿美元增长上百倍。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

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指出，新时代以来，

中国－中亚合作在经贸往来、基础设施、能源

合作、新兴领域、发展能力建设、文明互学互

鉴、维护和平安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

——基础设施建设深化互联互通，为中

国－中亚深化合作奠定基础。中欧跨里海直

达快运开通，中吉乌铁路项目正式启动，哈萨

克斯坦西安码头和中国·西安哈萨克斯坦码

头分别投运，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通中亚班

列和空中航线，使中亚各国从“陆锁国”变成

“陆联国”，中国同中亚经贸合作更加通畅，民

众往来更加便捷。中国的减贫经验、鲁班工

坊等助力中亚增强内生发展动力。

——文明互学互鉴筑牢精神纽带，为构

建区域命运共同体注入新动能。报告指出，

中国与中亚国家的文明对话不断深化，双方

在医疗、旅游、文化交流等领域增强合作，中

亚国家旅游年、文化年、艺术节在中国广受欢

迎，《山海情》《我的阿勒泰》等中国影视作品

走红中亚，为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人文

动力。如今，中亚是中国入境旅游增长最快

和最具潜力的区域之一，中国也是中亚地区

的主要客源国。

——和平安全稳定筑牢发展基础，为促

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树立典范。2024

年9月，中国－中亚公安内务部长会晤机制

首次会议在连云港启动；2024年11月，中哈

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地方政府协调机

制第一次会议举行……近年来，中国与中亚

国家以共建安全共同体为目标，在维护地区

和平稳定方面开展全方位、多层次合作，共同

筑牢地区安全防护网。西北大学中亚研究院

院长卢山冰说，一个稳定团结和平的中亚正

在加速形成，为地区长治久安注入强劲动力，

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基

础更加牢固。

中国－中亚合作蕴含巨大机遇

回望历史，早在2100多年前，汉代使者

张骞出使西域，开启了中国同中亚友好交往

的大门。如今，随着中国同中亚合作全方位

提速升级，绵延千年的丝路情谊焕发更多新

活力。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

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认为，中国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开放以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给中国－中亚合作带来巨大机遇，双

方正加快丰富多元的新领域合作，不仅增进

地区福祉，也将为亚欧大陆繁荣注入新动能。

——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带来新机遇新

空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

是对世界经济增长年均贡献率最高的国家。

中国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程中，与中亚国家共同做大互利互惠蛋

糕，双方充分发挥产业结构上的互补性，为产

供链协同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目前，中哈、

中乌实现互免签证，去年仅中哈人员往来就

超过120万人次。随着签证互免等政策红利

释放与市场需求不断升级，中国与中亚国家

文旅合作将进入新的机遇期。

——绿色、数字等新领域合作蕴含巨大

潜力。中亚国家可再生资源丰富，有着绿色

低碳转型的内在需求，中国可为中亚提供所

需的投资与技术，深化清洁能源产业链上下

游全方位合作。伴随中欧班列数字化升级、

海外仓储和物流网络不断扩展，中国与中亚

国家在加快数字基础设施与物流配套网络建

设、提升数字营商环境等方面具有广阔合作

前景。绿色产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航空

航天成为双方合作新的增长点，跨境电商、在

线教育等新模式新业态惠及中国和中亚国家

广大人民。

——区域合作带来更广阔地缘经济优

势。中亚地处亚欧大陆的十字路口，历史上

连接东方与西方的贸易与文化交流。新时代

以来，中国和中亚国家通过基础设施建设与

物流网络的升级，显著提升了中亚作为亚欧

大陆交通枢纽的地位。随着中国－中亚合作

进一步辐射亚欧大陆，中亚国家将拥有更突

出的地缘经济优势，经济韧性与国际影响力

将进一步增强。

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副校长洛

塔认为，中亚国家和中国在历史、科技、文化

遗产保护等领域合作机会广泛，期待中亚国

家和中国通过相互了解相互学习相互合作，

共同为地区繁荣发展作出贡献。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推进共同

现代化

报告提出，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弘扬“中

国－中亚精神”，锚定命运共同体目标，以更

加进取的姿态和更加务实的举措加强合作，

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新篇章，推进区域命运

共同体稳步前行。

——守望相助，筑牢区域命运共同体。

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与中亚国家在

涉及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核心问题上要继

续坚定给予彼此明确、有力支持。报告呼吁，

中国与中亚国家应坚持元首外交战略引领，

加强中国共产党与中亚各国主流政党的交

流，积极搭建完善各层级合作平台，加速共建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亚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推动元首峰会成果落实落地，助力中国－中

亚机制进一步向实体化迈进。

——共同发展，共创区域繁荣新篇章。

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合作持续向“绿”向

“新”发展。从共建研发中心、联合实验室、农

业产业创新园，到推广农业机器人、农业遥

感、农业大数据应用，中国与中亚国家可进一

步创新农业合作新路径，推动农产品进出口

贸易发展。下一步，中国与中亚国家需加强

气候治理与绿色能源合作，加快绿色经济转

型，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强化科技创新赋

能，助力传统合作项目实现数字化、智能化，

朝着更广范围拓展互联互通。

——普遍安全，共建安危与共新屏障。

中国同中亚国家山水相连、唇齿相依，地缘因

素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在安全领域有着广泛

的共同诉求和利益汇合点。面对全球各种传

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叠加，中国与中亚

国家需保持对“三股势力”零容忍，加大去极

端化合作，支持各自维护自身政治安全和社

会稳定，共同打击贩毒、非法移民、洗钱、武器

弹药爆炸物走私、网络犯罪、经济犯罪等跨国

犯罪，共同应对气候、网络、生物、金融、粮食、

能源、数字、新兴科技领域等非传统安全领域

挑战。

——世代友好，共谱民心相通新乐章。

“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

而发展。”千百年来，中国同中亚各族人民一

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为世界文

明交流交融、丰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报告认为，中国与中亚国家应持续推动教育、

旅游和文化艺术等领域合作，通过教师互聘、

互派留学生、完善丰富旅游线路等方式，增进

民众相互兴趣和相互了解，推动中国文明和

中亚文明互学互鉴、交相辉映。

阅读报告后，《中立土库曼斯坦报》总编

辑布洛娃说，中亚国家和中国之间的友谊源

远流长，在“中国－中亚精神”的指引下，中亚

和中国的关系也会继续向高水平发展。

山水相连，心手相牵。无论是穿越天山

的铁路、点亮中亚的绿色能源，还是流淌在民

间的文化交融，都成为中国－中亚命运共同

体的生动注脚。站在历史新高点，中国与中

亚国家正在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共同书写区

域繁荣的新篇章，为人类迈向更美好的未来

点亮希望之光，为动荡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

性与正能量。（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22日电）

共筑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告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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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华 时 评
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22日面向

全球发布《弘扬“中国－中亚精神”：区

域合作的成就、机遇与展望》智库报

告，对新时代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

成就和机遇挑战进行全面梳理，对未

来前景展开前瞻分析。

中亚，与中国山水相连、唇齿相

依。回望历史，中国同中亚国家人民

一道推动了丝绸之路的兴起和繁荣，

共同书写了“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

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的交往佳话。

在新的时代，中国与中亚成为命

运与共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

兄弟。从经贸往来的量质齐升到基础

设施的互联互通，从绿色能源的协同

开发到文明交流的互鉴共生，中国与

中亚国家在亚欧大陆开创了睦邻安邻

富邻的新局面，探索形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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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

打造了区域合作的样板和典范。

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

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贸易

保护主义加剧，国际产供链布局遭到

破坏，为全球贸易前景蒙上了阴影。

中国－中亚合作在取得丰硕成果的同

时，也面临着多重风险挑战。

面对严峻复杂的外部环境，中国

坚定不移办好自己的事，坚定不移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此过程中，中

国始终重视同中亚地区交往，与中亚

国家做大互利互惠蛋糕，为地区经济

注入稳定性，也为世界各国和平相处、

合作共赢树立了典范。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加速推进、区域合作机制深化发展，中

国和中亚国家正加快开展丰富多元的

新领域合作，实现创新协同发展。

站在历史新高点，中国与中亚国

家将以更开放的姿态、更坚定的步伐，

共同书写区域繁荣的新篇章，为动荡

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为

人类迈向更美好未来的征程点亮新的

希望之光，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贡献更大力量。

（新华社阿斯塔纳6月2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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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16号馆内，袅袅

药香与人群的交谈声交织，走出深山的天麻、

三七等传统中药材，在第9届中国—南亚博

览会迎接八方来客。

6月22日，南博会进入第4天。作为核

心展区之一，首次设立的中药材产业馆以“滇

南本草、世界共享”为主题，汇聚了国内外

160余家企业参展。云南是我国中药材种植

大省，馆内展出的1500余款中药产品涵盖原

料、颗粒、饮片及药食同源等类别，串联起一

条从高原深山走向世界的中药材产业链。

在昭通天麻展台旁，一个简易的直播间

悄然搭起：一部手机、一盏灯、一个展示台。

主播调试着设备，展示台上放着的天麻，色

泽金黄、表面微皱，这是来自彝良小草坝的

乌天麻。

天麻，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名贵中药材。

作为全国天麻核心产区之一，昭通天麻年产

量占全国四分之一，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

产品。“我们坚持原生态种植，种植基地主要

分布在海拔1400米到2800米的高寒山区，年

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到10万亩。”昭通市彝良

县鸿盛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王万银手捧还

沾着泥土的鲜天麻介绍道。

展台上，天麻粉、天麻冻干片等产品整齐

陈列，昭示着传统种植向现代产业的蜕变。

“我们建了天麻初加工厂，经过研磨、切片后

的天麻被批量输送到广东、上海等地的药厂、

药店，带动周边五六个村子的农民增收。”王

万银说。

穿过琳琅满目的药材原料展区，文山三

七展区内各式各样的三七产品吸引了记者的

目光。从粉剂、原浆、胶囊等各类保健品，到

牙膏、泡脚液等日化用品，三七的各类精加工

产品覆盖吃、喝、用多个场景。“这次展会我们

一共带来了146种商品，覆盖7大品类。”云南

七丹药业股份有限公司新零售部商务经理朱

文瑞说。

展柜上成排摆放的“鲜三七原浆”格外

引人注目。为了方便消费者饮用，鲜三七原

浆优化了包装、口味，手撕即饮，口感回甘，

一改传统三七粉冲泡服用的苦涩感，成为线

上销售广受欢迎的明星产品。“我们的很多

产品免煮即溶，年轻消费者特别认可这种

‘新中式养生’，去年线上销售额达 1.8亿

元。”朱文瑞说。

在云南白药集团展区，针对不同国家市

场的产品包装各具特色。云南白药集团国际

业务事业部工作人员张哲铭正向外国客商演

示云南白药气雾剂的用法。“我们在印度尼西

亚、马来西亚等国家都有不错的销量，因为有

很多文化是相通的，海外消费者对我们的认

可度很高。”张哲铭说，“南博会是我们对外展

示品牌和中医药文化的重要窗口，开展这几

天，已经有很多家药企来到我们的展区参观，

交流出海经验。”

云南白药的国际化步伐不止于此。张哲

铭背后的展板信息显示，公司正积极拓展南

亚、东南亚及北美市场，将中药推向更广阔的

国际舞台。

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张杰透露，云

南计划实施中药材良种育繁推体系建设、高

品质中药材供应基地建设等重点工程，目标

是到2027年中药材种植规模达1000万亩以

上，年产量达150万吨以上，全产业链产值突

破2000亿元。

记者穿行于展馆间，从带着泥土芬芳的

鲜天麻，到科技感十足的精加工设备，再到一

张张洽谈合作的笑脸，深切感受到古老中药

在产业化、国际化推广下焕发着的蓬勃生

机。乘着南博会的“东风”，“滇南本草、世界

共享”的美好愿景正一步步走向现实。

（新华社昆明6月22日电）

让 世 界 共 享 中 药 瑰 宝
——探访第9届南博会中药材产业馆

新华社记者 胡了然 熊轩昂

这是6月21日拍摄的玉龙拉措风光（无人机照片）。玉龙

拉措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县境内，川藏公路北线

国道317线南侧。白雪皑皑的雀儿山下，蓝色的湖面如同宝

石，湖光粼粼，风光醉人。近年来，当地加快文旅深度融合发

展，借助川藏公路旅游热，推进“文化+乡村”旅游，推出最美徒

步线路等。 新华社记者 王曦 摄

6月21日，游客在甘肃省

敦煌市鸣沙山月牙泉景区游

览。

据敦煌市文旅部门统计数

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敦煌

市旅游接待769.44万人次，同

比 增 长 21.72% ；旅 游 花 费

70.83亿元，同比增长37.69%。

新华社发（张晓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