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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
和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6月7日在北京开幕。国家
主席习近平致贺信，对会议召开表示祝贺。

习近平指出，发展清洁能源，是改善能源结构、保
障能源安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这次召开
的两场重要会议，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清洁能源技术开发
和利用的高度关注，体现了全球对建设清洁高效能源体
系的积极向往。

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清洁能源发展，为此采
取了一系列重大政策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中国将坚
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提
高能源效率，推动形成绿色发展和生活方式，努力建设
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中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处。希望会议分享发展和推广清洁能源的认识和经验，
共同推动全球走绿色、低碳、循环、可持续发展之路。

第八届清洁能源部长级会议和

第二届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召开

习近平向会议致贺信

4月27日首尔民众反萨德集会资料片。
据新华社首尔６月７日电 韩国总统府青瓦台相关人

士７日表示，政府将对“萨德”部署地进行全面环境影
响评估，是否追加部署需等待评估结果。完成新评估可
能需一年时间，“萨德”部署也将因此推迟或暂停。

韩联社报道，这名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政府将对
“萨德”部署地的实际用地面积进行全面环境影响评
估。针对是否可能追加部署的提问，这名人士表示，应
等待环境评估结束后再作决定，部署“萨德”的程序并
未紧迫到需要省略环境评估的程度，已部署的部分将原
封不动。

韩国国防部此前以“萨德”系统部署地星州高尔夫
球场用地面积不足３３万平方米为由，进行小规模环境影
响评估。本月５日，青瓦台调查发现，国防部以分批向
美军提供用地的方式来避开全面环境影响评估，韩国总
统文在寅当天指示，国防部应依法对“萨德”用地进行
适当环评。

分析人士称，由于大规模环境评估程序复杂且耗时
长，“萨德”反导拦截弹发射车辆部署就位及系统完全
启动的时间或将推迟至明年。

韩美４月２６日不顾当地民众以及邻国强烈反对，将
“萨德”系统部分装备部署到庆尚北道星州郡。目前韩
国国内要求重新审视“萨德”部署问题的呼声高涨。

“萨德”环评将重启
或推迟一年部署

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
据新华社北京6月7日电 6月7日，在对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国家
主席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真理报》发表题
为《为中哈关系插上梦想的翅膀》的署名文
章。

习近平在文章中说，六月仲夏，万物繁
盛。在这美好的季节，应纳扎尔巴耶夫总统
邀请，我即将第三次访问哈萨克斯坦，并出
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阿斯塔纳专项世博会
开幕式。哈萨克斯坦辽阔壮美的草原、蜿蜒
奔腾的河流、日新月异的建设、热情淳朴的
人民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今年适逢中哈建交25周年。中哈关系经
受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从建立睦邻
友好关系到发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到打
造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实现了跨越式
发展，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 中哈政治互信日益牢固。两国尊重
对方独立、主权、领土完整和选择的发展道
路，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坚定支
持，在国际和地区问题上密切协调和配合。

——— 中哈务实合作不断加深。中国是哈
萨克斯坦最主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之一，累
计对哈萨克斯坦投资超过428亿美元，贷款超
过500亿美元。2017年1-4月，双边贸易额增长
45 . 6%。哈萨克斯坦对华出口不断扩大，面
粉、植物油、大豆、肉类、蜂蜜已经走上中
国普通百姓餐桌。双方共确定51个产能合作

项目，对支持哈萨克斯坦工业化进程和扩大
就业具有重要意义。中哈原油管道累计对华
输油1亿吨，中哈天然气管道累计对华输气
1830亿立方米，双方正积极探讨核电、风
电、光伏等新能源合作。

习近平表示，2013年，我首次访问哈萨
克斯坦期间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一带一路”合作由此发端。4年来，共建
“一带一路”逐渐从倡议转变为行动，从理
念转化为实践，成为开放包容的国际合作平
台和受到国际社会普遍欢迎的全球公共产
品。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复杂演变，世界经
济在深度调整中缓慢复苏，“一带一路”建
设为我们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习近平表示，我这次访问哈萨克斯坦的
主要任务，是同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就新形势
下如何更好推进中哈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
动中哈全方位合作加速发展深入交换意见，
作出全面部署。我们真诚希望中哈共同发展
繁荣之路越走越宽，越走越顺。

——— 我们要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加快发展战略对接，共同落实“一带一
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进一步释放口
岸、交通、物流合作潜力，加快新亚欧大陆桥、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和“双西公路”项
目建设，促进互联互通和贸易便利化。探索
更加灵活有效的投资和融资模式，扩大双边
本币结算，为中哈合作项目提供支持。

——— 我们要将产能合作打造成中哈合作
新增长极，加快实施双方已确定的早期收获
项目，继续发挥好产能和投资合作对话会机
制，保持有效信息沟通和政策协调，为两国
企业在对方国家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

——— 我们要大力发展高技术和创新合
作，深化航空航天、数字经济、新能源等前
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
市建设，加快信息技术和电子商务领域合
作，努力实现创新驱动发展，推动中哈合作
向更高质量迈进。

——— 我们要打造中哈民心相通工程，更
积极推动人员交往和文化交流，通过互设文
化中心、联合创办高校、交换影视文学作品
等方式增进彼此了解和认同。中方鼓励更多
中国公民赴哈萨克斯坦旅游观光，感受“伟
大草原之国”独特魅力。

——— 我们要深入开展安全合作，践行共
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依法打
击“三股势力”、贩毒、跨国有组织犯罪，
共同维护网络安全。加快建立共建“一带一
路”双边安保机制，保障两国油气管线及大
型合作项目安全，保护两国公民和企业合法
权益和人身财产安全。

——— 我们要密切国际和多边领域合作，
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亚信等多边
框架内沟通和协调，及时就国际和地区热点
问题交换意见。中方支持哈萨克斯坦作为

2017-2018年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国
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

习近平表示，我这次在哈萨克斯坦的另
一项重要日程是出席上海合作组织阿斯塔纳
峰会。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宪章》签署15
周年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
合作条约》签署10周年。长期以来，成员国
坚定遵循这两份重要文件确定的宗旨和原
则，弘扬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
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不
断巩固互信，扎实推进各领域合作，为促进
地区稳定和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方将在本次峰会后接任轮值主席国，
愿同哈方及其他成员国一道努力，以阿斯塔
纳峰会为新起点，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新
发展，更好造福地区各国人民。

习近平表示，哈萨克斯坦独立以来，在
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卓越领导下，保持社会和
谐稳定和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和幸
福指数显著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跻身
全球竞争力50强之列，创造了“哈萨克斯坦
奇迹”。中国人民也在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不懈努力。共同的期盼、共同的梦想将中
哈两国人民紧密连接在一起，两国人民正同
心筑梦，并肩追梦，携手圆梦。我相信，只
要我们矢志笃行，中哈关系必将插上梦想的
翅膀，飞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洞穿未来的“超级天眼”

被誉为“天眼”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2016年9月25日落
成启用。经过8个多月的前期调试，近日启动
试观测，进入边观测边调试的关键阶段。

国外可参考的大口径望远镜，一般需要3
年左右调试。“天眼”采用主动反射面板，
控制参数更为复杂。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工
作团队昼夜无休，为的是在最短时间内完成
调试，尽快发挥其科研能力。

古有十年磨一剑，今有二十年“铸天
眼”。“天眼”的研制和建设，饱含着中国

人对探索宇宙新知的向往。它由中国天文学
家于1994年提出构想，经过13年预研究，2007
年7月立项，2011年3月开工，历时5年半建设
完成。关键技术无先例可循、关键材料急需
攻关、核心技术遭遇封锁……从预研到建成
的22年时间里，我国老中青三代科技工作者
克服了不可想象的困难。

2010年8月，在“天眼”工程开工前夕，
团队接到消息，前期所有索网实验都失败
了。“国内顶级的应用于斜拉桥上的钢索，
用在‘天眼’实验上都断了。”馈源支撑系
统总工程师孙才红说，“天眼”需要强度为
500兆帕、抗200万次弯曲的钢索，这意味着
把材料工艺提高到国标水平的2 . 5倍。

当时负责索网疲劳问题的是刚到天文台
工作不久的博士生姜鹏，他立下“军令
状”，扎根合作研究的公司一线，艰苦技术

攻关，完成了索网变位策略优化及疲劳性能
评估工作，降低了索网的变位应力幅，最终
生产出满足要求的钢索。

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的馈源平台重达
1000吨，几乎等于用固定轨道把平台架设在
半空，这样的设计有利于馈源的定位，却缩
小了观测角度。经过科研攻关，“天眼”采
取轻型索支撑馈源平台，把馈源舱减重到30
吨，覆盖天顶角是美国望远镜的两倍，并通
过并联机器人二级调整，在降低建造成本的
同时，实现毫米级高精度定位。

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说，“天眼”项目
由最初不到5人的研究小组发展到上百人团
队，凝聚了国内100多家参建单位的力量，在
口径、灵敏度、分辨率、巡星速度等关键指
标上超越国外同类望远镜，实现了大科学工
程由跟踪模仿到集成创新的跨越。

此前，100米口径的德国波恩望远镜号称
“地面最大的机器”，305米口径的美国阿雷
西博望远镜被评为人类20世纪10大工程之
首。面向21世纪的中国“超级天眼”不仅更
大而且更强，综合性能提高约十倍。

据国家天文台射电天文研究部首席科学
家、“千人计划”专家李菂透露，“天眼”
的首批观测目标锁定在直径10万光年的银河
系边缘，那里已经是普通射电望远镜无法企
及的地方，而“天眼”将来要瞄准的是河外
星系甚至宇宙边缘。

射电望远镜诞生至今，人类发现约2500
颗脉冲星，它们都位于银河系内。“天眼”
超群的灵敏度使它具备超强发现力：发现脉
冲星数量有望翻倍，发现气体星系有望在过
去基础上提高10倍，有望发现新的星际分
子…… （据新华社贵阳6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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