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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刘扬涛

手术室的门缓缓打开，一身蓝大褂的

刘辉迈着疲惫的步伐走了出来，眼里却闪

着一丝欣慰的笑意。

这 是 临 汾 市 中 心 医 院 党 委 副 书 记 、

院长刘辉两天内做的第二台人工心脏植

入 手 术 ，他 已 经 在 手 术 台 前 忙 碌 了 近 五

个小时。看到办公桌上闹钟的时针已经

走 过 中 午 12 点 ，刘 辉 拿 起 手 机 ，给 妻 子

打了一通电话。

6 月 20 日，这天是刘辉的儿子参加中

考的第一天。“儿子考试怎么样？……让他

抓紧时间休息……如果有时间我下午去接

他。”刘辉叮嘱着，语气紧张、关切，但也包

含了一丝歉疚。

放下电话，简单吃了几口盒饭，刘辉起

身向重症监护病房走去，那里是让他同样

牵挂的病人。他走进病房，仔细询问患者

的术后情况，与同事商量康复治疗方案，态

度一丝不苟。

对刘辉而言，这是特殊的一天，也是再

平常不过的一天。

时间回溯到 2005 年，大学毕业后刘辉

成为山西省临汾市中心医院心胸外科的一

名医生。当时，临汾的心脏外科技术薄弱，

没有一家医院可以独立完成心脏外科手术，

做手术不是从外地请专家，就是患者自己前

往外地就医，而这其中延误的时间，有可能

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为了改变这种情况，刘辉决定“走出

去”。他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

学，攻读硕士学位。工作后，他又辗转赴美

国深造，医术水平突飞猛进，许多一线城市

的医院纷纷向他抛出橄榄枝。刘辉拒绝了

所有邀请，毅然回到家乡。

2014 年 8 月，临汾市中心医院心脏大

血管外科成立，刘辉成为团队领头人。“做

过这么多手术，迄今为止让我印象最深的

还是科室成立后做的第一例先天性心脏病

畸形矫治术，那是我们第一次不靠外请专

家独立完成心脏外科手术。”他说。

2017年 8月，刘辉遇到了职业生涯的一

次挑战，一名患有肺栓塞的病人被送到医

院，进入手术室后，心脏已经停搏。这时，有

人劝刘辉：“心脏停搏，救活的希望渺茫，要

不放弃吧。”顶着巨大的压力，刘辉坚定地

说：“挽救生命是医生的职责，一定要全力救

治。”最终，手术成功完成。

类似的情况，刘辉经历过不止一次。

他说：“我们的工作就是和时间赛跑，与死

神抢夺生命。”

抱着“时不我待”的信念，刘辉不断钻

研前沿心脏外科技术，带领团队创造了一

个又一个“第一”——山西省首例左心室辅

助装置安装术（人工心脏植入术）、山西省

首例 90 岁以上不停跳冠脉搭桥术、全国第

二 例 镜 面 右 位 心 重 度 主 动 脉 瓣 狭 窄

TAVR 手术……

“医学是一个没有顶峰的世界，你要不

停学习、不断奔跑，要跑赢疾病变化的速

度。”他说。

十年间，刘辉和同事们累计救治患者

超过 5000 例，大幅降低了区域心血管疾

病死亡率。2023 年，临汾市中心医院心

脏大血管外科获批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

设项目。

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从全国各地来找

刘辉看病的患者越来越多，其中不少急难

险重的病例，刘辉基本来者不拒。

这些年，刘辉致力于帮助基层医院进

行学科建设，先后在西安、太原、长治、吕

梁 等 多 地 三 甲 医 院 进 行 心 脏 搭 桥 、

TAVR 等手术指导带教。他的团队走进

社 区 、学 校 、农 村 ，定 期 开 展 义 诊 活 动 。

此外，团队还连续八年进行心脏大血管外

科手术、儿童先心病手术免费救助活动，

受 益 群 众 600 余 人 ，减 轻 患 者 医 疗 负 担

1500 余万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优秀医师、

山西省先进工作者……如今的刘辉荣誉等

身，但在他看来，自己最大的获得感，来自

于患者康复后的微笑，来源于家属感谢的

眼神。

把对医学的热爱、对技术的追求，化作

对患者的责任和对百姓的担当。刘辉说，

这一切的根源是自己的初心——让患者在

家门口得到及时、优质的诊疗救治，守护更

多群众的健康。

（新华社太原 7月 2日电）

刘辉：仁心配仁术 热爱化担当

新华社记者 赵嫣 孙浩 张继业

“80 多年前，中哈两位音乐家冼星海和拜卡

达莫夫在阿拉木图相识相知，结下了跨越国界的

兄弟情谊。”在赴阿斯塔纳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

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 2 日在哈萨克斯坦媒

体发表的署名文章《同心笃行 续写中哈关系新篇

章》中写道。

这段感人至深的中哈友谊佳话，习近平主席

在不同国际场合多次提及。

战火纷飞的年代，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在举目

无亲的阿拉木图，偶遇哈萨克斯坦音乐家巴赫德

让·拜卡达莫夫。语言不通的两位音乐家惺惺相

惜，成为至交。

“父亲和冼星海的故事已成为哈中深厚友谊

的象征，也成为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例证”，

拜卡达莫夫的女儿巴德尔甘·拜卡达莫娃日前在

阿拉木图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

老人告诉记者，她期待哈中传统友谊传承下

去、不断加深，两国人民能留下更多像她的父辈一

样的感人佳话。

“父亲把他当朋友、当亲人”

1940 年 5 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冼星海从

延安前往苏联，为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进行后

期制作。1941 年受战争影响，影片制作陷入停

顿，冼星海回国受阻。1942 年底，冼星海辗转来

到阿拉木图，依然找不到回国的办法。

“在举目无亲、贫病交加之际，哈萨克音乐家

拜卡达莫夫接纳了他，为他提供了一个温暖的

家。”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

纳扎尔巴耶夫大学发表题为《弘扬人民友谊 共创

美好未来》的重要演讲时，讲述了这段感人故事。

拜卡达莫娃虽没有亲眼见证父亲同冼星海相

识相知的故事，但父亲曾一次次向她回忆这段往

事，让她对其中细节耳熟能详。

“那是一个冬日，父亲在阿拉木图街头看到一

个瘦瘦的、衣衫单薄的年轻人，坐在小小的手提箱

上，抱着小提琴。”“虽语言不通，但他看出这位年

轻人遭遇了困难，正需要帮助，于是他拉起年轻人

的手，拿起箱子，把他带回了家。”

拜卡达莫娃说，父亲将冼星海安置在自己姐

姐家中。艰难岁月中，他们的生活也很困难，食物

都是凭票供应，家里面积又不大，但一家人给了冼

星海家一样的温暖。“家里人都叫他黄训，父亲把

他当朋友、当亲人”。

音乐，就是拜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共同语

言。“冼星海对我们的民间音乐非常感兴趣”，拜卡

达莫娃说，父亲常常哼唱哈萨克民歌、弹奏冬不

拉，冼星海用小提琴伴奏。“冼星海会把听到的旋

律记录下来，与我父亲一起探讨。”拜卡达莫娃说。

在阿拉木图，冼星海创作了《民族解放》《神圣

之战》《满江红》等著名音乐作品，并根据哈萨克民

族英雄阿曼盖尔德的事迹创作出交响诗《阿曼盖

尔德》，激励人们为抗击法西斯而战，受到当地人

民广泛欢迎。

1944 年年初，冼星海经拜卡达莫夫推荐，前

往科斯塔奈市音乐馆担任音乐指导。1945 年，在

一次赴偏远山村的巡回演出中，冼星海染上肺炎，

后病逝于莫斯科。

拜卡达莫娃回忆说，父亲后来从报纸上看到

中国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又名黄训）逝世的消息，

这才知道原来自己所认识的“黄训”就是冼星海。

“失去了自己亲爱的朋友，父亲感到很沉痛。”

拜卡达莫娃女承父业，现在是哈萨克斯坦著

名作曲家。在她看来，音乐无国界，能在哈中两国

民众之间架起心灵之桥。

“我们的心很近”

“中国音乐家冼星海同哈萨克斯坦音乐家拜

卡达莫夫的感人故事被搬上荧幕”——2022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对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前夕

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署名文章，再度提到

这段中哈友谊。

2019年上映的中哈合拍电影《音乐家》，开篇

就还原了一个真实的场景：在人头攒动的机场，两

位女士相互拥抱，泪流满面，却说不出一句话……

她们是冼星海的女儿冼妮娜和拜卡达莫夫的外甥

女卡拉姆卡斯·阿里斯兰诺娃，那是两人第一次见

面，这段中哈友谊得以在下一代延续。

“冼星海在哈萨克斯坦时期与家人失去了联

系，他一直希望我父亲能帮他找到自己的妻子、女

儿和母亲。”拜卡达莫娃说，冼星海去世后，拜卡达

莫夫一家没有忘记他的托付，努力通过多种渠道

寻找他的家人。

上世纪 80年代末，经过拜卡达莫夫一家不懈

努力，冼妮娜终于来到阿拉木图，与异国亲人相认。

阿里斯兰诺娃是拜卡达莫夫姐姐的孩子，当

年冼星海正是住在她的家中。“冼星海来的时候，

我只有五六岁。他在我们家住了大约一年半的时

间。”阿里斯兰诺娃老人曾向新华社记者回忆。

“我和妮娜有相似的命运，因为战争，我在很小

的年纪就与父亲分开了。”阿里斯兰诺娃一边讲述

着，一边用手帕擦拭眼泪：“冼星海把对自己女儿的

爱都给了我，这份父爱让我幸福，也让我感到歉疚。”

多年来，两个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在阿里

斯兰诺娃眼中，“妮娜就是我最亲近的人，最亲近的

妹妹。我们虽然距离遥远，但是我们的心很近。”

“这正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在阿拉木图西南部，冼星海大街和拜卡达莫

夫大街位置相邻。在冼星海大街一端，冼星海纪

念碑巍然矗立，上面铭刻他的生平，并用中俄哈三

种语言写着：“谨以中国杰出的作曲家、中哈友谊

和文化交流的使者冼星海的名字命名此街为冼星

海大街”。

数千公里外，在冼星海的祖籍地中国广州番

禺，有一条“冼星海和拜卡达莫夫友谊之路”。路

边饰有红色音符，似在琴键间飞扬舞动，一旁，拜

卡达莫夫和冼星海的半身雕像并肩而立。广州

市番禺博物馆馆长胥雪松告诉记者，当地人对冼

星海和拜卡达莫夫这段友谊佳话耳熟能详。

时光不语，情谊长存。如今，《黄河大合唱》

《阿曼盖尔德》的旋律仍常常在中哈两国奏响，

两位音乐家的故事口口相传，让两国青年感叹

于两国传统友谊的深厚，立志书写更多友好的

动人篇章。

2019 年，在阿斯塔纳、北京和冼星海的出生

地澳门，举行了一次特殊的联合观影活动。来自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清华大学和澳门

大学等学校的年轻学子视频连线、共同观看了影

片《音乐家》。

当时参与组织这一观影活动的哈萨克斯坦青

年努拉利对记者说，他和朋友们都被冼星海与拜

卡达莫夫之间的伟大友情深深打动，“如果哈中两

国年轻人间能有越来越多这样的亲密联系，我们

将一起拥有‘黄金未来’”。

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国际大学校长谢里克·

伊尔萨利耶夫告诉记者，那场交流活动直接推动

了该校与中国高校的合作。“人文领域合作是两国

关系的基础，青年交流决定两国友好的未来，这正

是我们的努力方向。”

（新华社阿斯塔纳 7月 2日电）

这段感人至深的中哈友谊 习近平主席多次讲述

新华社记者 陈杉 赵嫣 刘恺

在新疆霍尔果斯口岸，刚刚参加完高考的

17 岁男孩阿尔努尔挎上背包打算“去哈萨克斯

坦看一看”，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踏出国门；在吉

尔吉斯斯坦，50 岁的伊戈尔爽快购入一架“中国

智造”无人机，“买给儿子作生日礼物”；在浙江温

州，电气设备运营商李卫臣正在规划去哈萨克斯

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考察行程，“那里年轻人多、发

展潜力大，值得投资”……

“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追

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不可阻

挡。”2023 年 7 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成

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这

样说。自 2013 年以来，习近平主席每一年都出

席上合组织峰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同与会各国领

导人共同为上合组织发展擘画蓝图。

民齐者强。上合组织将自身发展同人民福

祉紧密相连，写就一个又一个国家发展、民众受

惠的“上合故事”，为构建更加紧密的上合组织命

运共同体汇聚澎湃的时代力量。

“将安全问题同发展问题统筹考虑”

阿富汗东部帕克蒂亚省山丘连绵，松林茂

密。这里出产的松子颗粒饱满、香味醇厚，是阿

富汗重要出口商品。

“从前为补贴家用，冬天村民会砍下松枝，到

城里卖柴，好几座山都被砍秃了。”村民钦·穆罕

默德对新华社记者说，当地老百姓以前都靠放牧

和种植糊口，如今运往中国的“松子包机”改变了

人们的生活。

“销路打开后，赶上丰收的年份，村民们都来

打松塔，最多能有 600 多人。”他说，“我们每人每

年能挣 800 到 1000 美元，收入增长了二三十倍，

孩子们现在都能吃饱穿暖了。”

阿富汗要实现长治久安，必须解决好经济发

展问题。小小松子成为合力解题的一个“金点

子”。在中阿双方共同推动下，2018 年中国开设

从阿富汗直飞进口的“松子航线”，每年超过千吨

的松子直接运到中国，为阿富汗农户创收以千万

美元计。

2022 年 11 月，通过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

方经贸合作综合服务平台，首批阿富汗松子完成

一站式报关等业务。阿富汗松子加工商人古尔·

拉赫曼说，这一平台为阿富汗商品进入更广阔市

场打通渠道，有力带动了当地就业，“我的工厂雇

佣了 180 多人”。

上合组织有 9 个成员国、3 个观察员国、14

个 对 话 伙 伴 。 2012 年 ，阿 富 汗 成 为 上 合 组 织

观察员国。多年来，上合组织高度关注阿富汗

问题。

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峰会上多次谈及阿

富汗问题——“我们要应对好阿富汗局势，加强

同阿富汗安全合作”“愿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同其他成员国为促进阿富汗民族和解和经济重

建作出努力”“我们要继续发挥‘上海合作组织－

阿富汗联络组’、阿富汗邻国协调合作机制等平

台作用”……

“将安全问题同发展问题统筹考虑，是中国

和上合组织安全观念的独到之处。”阿富汗卡丹

大学国际关系学者贾拉勒·巴兹万说，中国在上

合组织框架内积极践行全球安全倡议，为包括阿

富汗等地区热点问题的解决带来新的思路。

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乱。从倡议制定《上

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未来

5 年实施纲要，到推动签署《上海合作组织反极

端主义公约》，从加强同联合国、亚信会议等国际

组织和多边机制的沟通协调，到在巴以问题、叙

利亚问题等热点问题上积极发声，上合组织秉持

“上海精神”，持续深化“上合大家庭”成员之间互

信和互利合作，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安宁作出

积极贡献。

“上合合作始于安全领域，如今已涵盖政治

互信、经济发展、人文交往等方面，形成彼此补充

和支撑的整体。”上合组织前秘书长博拉特·努尔

加利耶夫说，“习近平主席引领中国在上合合作

中发挥重要作用，得到各国领导人的高度赞誉。”

“我们会继续照看好眼前这片松林。”35 岁

的阿富汗村民米纳·古勒还未走出过大山，但已

感受到，周边国家实实在在的支持“给我们的生

活带来更多希望”。

“相互成就发展振兴的美好愿景”

22 岁的哈萨克斯坦姑娘艾格丽姆从大学毕

业后，在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找到一

份“超出想象的工作”——跨境直播带货。经过

一年多努力，她在社交平台 TikTok 上的账号粉

丝数已超 3 万人，月销售额突破百万元，月收入

近万元人民币。

“中国产品质量过硬、价格实惠，在哈萨克斯

坦很受欢迎。”艾格丽姆告诉新华社记者，她希望

攒下学费去上海或广州继续深造，“中国有很多

新颖的产品和商业模式，蕴藏很多机会，我想走

得更近、学习更多。”

中哈霍尔果斯国际边境合作中心是上海合

作组织框架下区域合作示范区。在合作中心 5.6

平方公里的全封闭区域内，中哈两国和第三国公

民无需签证即可凭护照或出入境通行证出入，每

人每日有 8000 元人民币免税购物额。

“上海合作组织各国都处在发展关键阶段，

应该发挥山水相邻、利益交融的独特优势，坚持

开放合作导向，相互成就发展振兴的美好愿景。”

在 2021 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

十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要持续推进贸

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保障人员、货物、资金、

数据安全有序流动，打造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

代农业合作增长点。

2018 年 6 月上合青岛峰会期间，中国宣布支

持在青岛建设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地方经贸合

作示范区（上合示范区）。6 年来，上合示范区从

无到有，逐步发展壮大，依托“海陆空铁”多个渠

道，打造东联日韩、西接欧亚、北达蒙俄、南至东

盟的国际物流格局，开通中欧班列线路 32 条、累

计开行 3200 多列，对上合组织国家进出口累计

213.4 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率达到 70％。

在青岛·上合之珠国际博览中心，不同上合

组织国家展馆展示着本国特色产品。俄罗斯展

馆里，伏特加、蜂蜜、巧克力、面粉以及套娃、围巾

等产品琳琅满目。协助运营展馆的俄罗斯客商

斯韦特兰娜说，上合示范区的开放理念、数字化

管理和高效运营“为经贸合作创造新红利”。

“上合组织国家正开辟经济一体化和国家现

代化的新途径。”巴基斯坦“一带一路”问题专家

凯瑟·纳瓦卜认为，中国提出的共建“一带一路”

倡议、全球发展倡议等同上合组织的发展目标紧

密衔接，有效促进地区间基础设施建设、贸易和

科技要素的流动，激发地区发展潜力。

“文明包容和对话的重要平台”

“ 我 们 要 促 进 各 国 民 众 特 别 是 青 年 一 代

心 灵 相 通 ，使 睦 邻 友 好 合 作 事 业 永 葆 活 力 。”

习近平主席一直关心关怀上合组织框架下的青

年 交 往 。 在 2023 年 7 月 举 行 的 上 合 组 织 成 员

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

宣 布“ 未 来 3 年 ，中 方 将 向 本 组 织 国 家 提 供

1000 个 国 际 中 文 教 师 奖 学 金 名 额 和 3000 个

‘汉语桥’夏令营名额，邀请 100 名青年科学家

来华参加科研交流”。

今年 4 月，2024 年“汉语桥”上合组织国家

青年学生春令营在新疆开营，来自俄罗斯、哈萨

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上合组织国家的近 500

名青年学生参加。乌兹别克斯坦学生阿罗法特

也是其中一员。

阿罗法特和小伙伴们到访新疆、北京和东北

地区，爬长城、游图们江，访问博物馆。令她最难

忘的是，大家一起在长城脚下植树，将写有自己

中文名字的卡片挂在树上，“青年人的友谊很真

诚，我们愿意相互理解、彼此支持”。

“上海合作组织发展最牢固的基础在于文明

互鉴，最深厚的力量在于民心相通”，“文明在交

流中融合，在融合中进步”……习近平主席对“上

合大家庭”的殷殷寄语，为上合组织人文交流的

深入发展提供思想指引。

举办上合组织青年科技创新论坛、成立传统

医药产业联盟、举办上合组织国家扶贫培训班、

多所鲁班工坊落地中亚、为本组织国家的民众免

费实施白内障手术、成立上合组织国际博物馆联

盟……上合组织在科技、教育、文化、卫生、扶贫

等领域打造一个又一个接地气、聚人心的项目，

推动人文交流蓬勃发展，不断加深各国民众的获

得感和认同感。

塔吉克斯坦民族大学大二学生阿赫罗尔在

学校孔子学院学到一口流利中文。今年，他报名

成为塔吉克斯坦“健康快车国际光明行”的翻译

志愿者。能协助中国医生医治本国的患者，这让

小伙子“很有成就感”。今年 9 月，他就要到浙江

大学留学了。“我想了解书本和视频里那个多姿

多彩的中国，努力学习，做好塔中友谊的桥梁。”

他对新生活充满期待。

在 6 月 20 日举办的“2024·上合组织国家文

明对话”上，上海合作组织副秘书长索海尔·汗表

示，“上合组织始终致力于促进各国人民间相互

理解，发展并丰富文化、文明内涵”。

“上合组织已是文明包容和对话的重要平

台。这符合广大欧亚国家的共同利益。”俄罗斯

科学院中国与现代亚洲研究所所长基里尔·巴巴

耶夫说。

谋稳定、求发展、促民生、担道义，上合组织

正凝聚团结合作的磅礴力量，为推动地区国家现

代化建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具有重要意

义的探索和实践，未来将书写更多互信互利、共

同发展、文明融合的动人故事。

（新华社北京 7月 2日电）

在“上合故事”里感受“和合”向上的时代力量

图为 2024 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标识。7 月 2 日至 5 日，以“开启数智新时代，共享数字新未来”为主题的 2024 全球

数字经济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新华社记者 任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