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共享发展机遇 共创美好未来
——写在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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驼铃悠远，丝路绵延。两千多年前，张骞出使西域，

完成“凿空之旅”，开辟“丝绸之路”。自此，古老的亚欧大

陆，架起沟通的桥梁，“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推

动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时光荏苒，又续前缘。跨越历史的长河，共建“一带

一路”的东风，唤醒了沉寂千年的古道，奏响了继往开来

的乐章。“各美其美，美美与共”，通过谋求合作的最大公

约数，造福世界的“发展带”越来越繁荣，惠及人类的“幸

福路”越走越宽广。

十年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弘扬“和平合作、

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共建“一带一

路”重大倡议，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深

刻见证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已成为当今世

界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最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十年来，共建“一带一路”大合唱，也给予了甘肃千载

难逢的发展机遇。紧紧抓住这个“最大机遇”，充分发挥

承东启西、联南通北的区位优势，甘肃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不断拓展交流合作的空间，不断提升对外开放

的水平，在互利共赢中书写了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一）

一种理念之所以应者众，是因为它引发了并肩偕行、

逐梦未来的时代共鸣。

2013 年秋，习近平主席西行哈萨克斯坦、南下印度尼

西亚，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即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这一重大倡议，坚持

合作共赢的新理念，提出均衡发展的新路径，致力于实现

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开

辟了一条共享机遇、共谋发展的阳光大道。

这是心怀天下的中国担当，更是造福世界的时代交

响。顺应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内在要求，共建“一带一

路”最大程度凝聚参与国家的发展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十年来，

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展，这条机遇

之路、繁荣之路，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取得了实

打实、沉甸甸的巨大成就。

基础设施“硬联通”、规则标准“软联通”、文明互鉴

“心联通”。共建“一带一路”、共享繁荣发展，让梦想的种

子破土发芽、成长为促进全球合作的繁茂大树，为世界经

济增长开辟了新空间，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搭建了新平台，

为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拓展了新实践，为增进各国民生福

祉作出了新贡献；同时，也为中国开放发展打开了新天

地，成功引领我国对外开放持续深化，使国内各区域开放

潜力得到有效释放，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

全方位开放大格局加快形成。

（二）

丝绸之路从东到西、贯穿甘肃全境。历史上，作为东

西方贸易往来的咽喉要道，这里既是古代中国对外开放的

前沿，也是欧亚文明沟通交流的枢纽。唐宋以后，随着世

界经济和政治版图的变化，丝绸之路逐渐失去了以往的活

力，曾经“天下富庶者无如陇右”的甘肃，也不可避免地步

入了封闭与落后。

共建“一带一路”，带来了历史性的重大转折，使甘肃

重新站立于开放的前沿。如今，这片广袤的土地，是连接

亚欧大陆桥的重要通道，是沟通西南、西北的重要交通枢

纽，具有“承东启西、南拓北展”的区位优势。同时，作为

中华民族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甘肃历史底蕴深厚、

文化形态多样，为深入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提供了广阔

而丰饶的土壤。

2019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我省考察时强调，甘肃

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

们深度融入“一带一路”建设、加快推动全省经济社会高

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前进方向。牢牢把握

好“最大机遇”，把甘肃独特的区位优势、资源优势，不断

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优势，我们就能在新一轮发展大潮

中抢占先机。

百川朝海，流行不止；道虽辽远，无不到者。坚定不

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甘肃持续强化“最

大机遇”意识，精心制定配套的实施方案，科学谋划具体

的实施路径，着力打造向西开放的纵深支撑和战略平台、

丝绸之路的综合交通枢纽和黄金通道、经贸物流合作的

区域中心、产业集聚和合作示范基地、人文交流合作的桥

梁和纽带，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中留下坚

实的足迹。

（三）

建平台、畅通道、扩外贸、促合作……深度融入“一带

一路”建设，全面扩大与共建国家和地区合作，着力发展

更高层次的外向型经济，甘肃以丰硕成果绘就了高质量

发展的奋进画卷。

开放平台渐成体系。十年来，我省把平台建设作为

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陆续获批建成 1 个综合保税区、1

个保税物流中心（B 型）、1 个铁路口岸、2 个跨境电子商务

综合试验区、2 个航空口岸、4 个国家级开发区以及一批海

关指定监管场地和进口口岸。同时，在“一带一路”共建

国家和地区设立 13 个商务代表处，与 74 个境外商协会建

立合作机制，与 1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经贸往来关系。

开放平台越来越多，集散效应逐步释放，为甘肃开放型经

济加快发展夯实了基础。

通道优势持续释放。围绕“畅通道 、聚物流 、兴产

业”，甘肃以通达国际的外运通道为支撑打造枢纽制高

点，陆续开行中欧、中亚、南亚、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货

运班列，累计发运国际货运班列 2688 列、货值 35.34 亿美

元。此外，航空运输也快速发展，客运航线从 103 条增加

到 246 条，通航城市从 58 座增加到 123 座，基本形成了干

线与支线、国际与国内航线初步协调发展的航空网络布

局。外运合作渠道不断拓宽，有力推动了全省外贸发展，

甘肃重要枢纽作用也在日益显现。

对外贸易快速增长。2013 年至 2022 年，我省与“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总值达到 2902.2 亿元。特别是近

五年，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对外贸易年均增长 12.6%，

持续超过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外贸主体规模实现较快

发展，外贸联盟企业发展至 55 家，进出口亿元以上外贸企

业达到 24 家，并建成国家级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6 个，省级

外贸转型升级基地 32 个。此外，全省跨境电商发展也驶

入“快车道”，去年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 14.4 亿元，同比增

长 66.6%。屡创新高的外贸“成绩单”，为我省经济发展注

入更多的新动能。

文化交流不断深入。文化交流是民心相通的桥梁，

在共建“一带一路”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十年来，我省与

60 多个“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文物保护、文化传承、数

字技术、人才培养等方面，广泛开展了合作与交流，取得

一系列丰硕成果。同时，高质量办好敦煌文博会、国际旅

游节等重大节会，内容不断丰富、影响日益扩大。多姿多

彩的文化交流活动，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促进

民心相知相通，贡献了令人瞩目的甘肃力量，并助力我省

对外开放迈向更宽、更深、更广的领域。

（四）

十年风正劲，扬帆再启航。从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

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深入推进，走过了不

平凡的发展历程，已经站在新的起点，正在开启新的征程。

今天的甘肃，也站上了新的发展起点，已进入国家

重大战略叠加和自身发展势能增强的历史交汇期，正处

于蓄势待发、爬坡过坎、追赶进位的关键阶段。全面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幸福美好新甘肃，必须统筹“两个大

局”，用好“两个市场”，进一步抓实抓牢“最大机遇”，在

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共建“一带一路”

高质量发展。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在共建“一带一路”重大倡议

提出十周年之际，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

会隆重举办，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美好旋律，将世界

的目光再度引向美丽的敦煌。7 年来，承载着重大使命，

寄托着国家厚望，敦煌文博会越办越好、影响力越来越

大，有力推动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有效增进文化认同与

情感共鸣，不断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筑牢基础。这

是甘肃的荣耀，更是甘肃的机缘，以敦煌文博会为重要平

台，更好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不断扩大志同道合的“朋

友圈”，必将为甘肃高质量发展开辟广阔天地。

浩渺行无极，扬帆但信风。全省上下要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

带一路”的重要论述，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甘肃最大

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的重要指示，切实按照省委十四

届二次、三次全会的部署要求，以只争朝夕、奋发有为的

姿态，全力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落实、见行见效，加快构建

内外兼顾 、陆海联动 、向西为主 、多向并进的开放新格

局。要突出战略通道定位，深度融入西部陆海新通道，进

一步做大通道经济；要突出物流枢纽定位，以物流枢纽功

能促要素聚集、促产业发展、促对外贸易；要突出贸易基

地定位，壮大石油装备、电子电器、新材料等领域外贸型

产业，保持外贸产品销售额较快增长；要突出文化高地定

位，持续深化人文交流合作，办好“一会一节”等重大活

动，不断增强文化软实力和对外影响力。

新征程上续写新的荣光，离不开每一个人的努力，必

须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智往一处谋。结合深入开展

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

育，全省上下要以“三抓三促”行动为重要载体和有力抓

手，在学习上下苦功、在执行上铆足劲、在效能上见真章，

以过硬本领、优良作风、扎实成效，更好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不断为甘肃高质量发展赋能。要按照省委安排部署

打好推动落实的具体战役，深入推进“四强”行动和“优化

营商环境攻坚突破年”“引大引强引头部”等行动，积极与

共建“一带一路”有效衔接、深度融合，加快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甘肃实践。

“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共建“一带一

路”，顺应时代潮流，遵循发展规律，具有广阔前景和光明

未来。让我们瞄准国家所需、聚焦甘肃所能，抢抓用好最

大机遇，紧扣定位集中发力，努力延续和拓展良好开放势

头，着力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在高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的壮阔征程上，展现新作为、续写新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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