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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安 宁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

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2013年就是这样的年份。这一年秋

天，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共建“丝绸之

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从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到

确立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从党的十九大

报告提出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

点，到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共建

“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11年来，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建“一带一路”的

重要论述，不断丰富发展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的深刻内涵，推动共建“一带

一路”走深走实、行稳致远。

如今，中国已与150多个国家、

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共建“一带一

路”合作文件。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成果亮点频频，不仅让共建国家人享

其行、物畅其流，也为当地民众带来看

得见、摸得着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这是我们这一代政治家
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责任

2023年10月18日，全球目光汇

聚北京。来自151个国家和41个国

际组织的代表跨山越海，前来参加

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万众瞩目的历史性盛会，让人们

感叹中国的凝聚力、影响力，更感慨

“一带一路”的蓬勃生命力。

“中方愿同各方深化‘一带一路’

合作伙伴关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为实现世

界各国的现代化作出不懈努力。”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上发表的主旨

演讲，在海内外引发强烈反响，也将

大家的思绪带回那两个载入史册的

永恒时刻。

2013年9月7日，哈萨克斯坦阿

斯塔纳瓜果飘香。习近平主席在纳扎

尔巴耶夫大学礼堂发表演讲，提出共

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倡议。同年

10月3日，印度尼西亚雅加达椰树芃

芃。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

表演讲，阐述了共建“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的构想。

为什么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

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开幕式上的演讲中给出答案：

“从历史维度看，人类社会正处在

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代。世

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

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和平发展

的大势日益强劲，变革创新的步伐持

续向前。”

“从现实维度看，我们正处在一个

挑战频发的世界。世界经济增长需要

新动力，发展需要更加普惠平衡，贫富

差距鸿沟有待弥合。地区热点持续动

荡，恐怖主义蔓延肆虐。和平赤字、发

展赤字、治理赤字，是摆在全人类面前

的严峻挑战。”

2017年5月15日，习近平主席在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

会上的开幕辞中指出：“在‘一带一路’

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

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

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

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

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

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

最高目标。”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历史潮

流的延续，也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

择——

两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怀着友

好交往的朴素愿望，穿越草原沙漠，开

辟出联通亚欧非的陆上丝绸之路，开

辟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交流时代。

一千多年前，我们的先辈扬帆远航，

穿越惊涛骇浪，闯荡出连接东西方的

海上丝绸之路，开启了人类文明交融

新时期。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这段历史

表明，无论相隔多远，只要我们勇敢迈

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

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

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习近平主席的

重要话语，在“逆全球化”的漫漫风沙

中，引领世界各国携手同行康庄大道。

当习近平主席说起“这是我们这

一代政治家对当代人和后代人的责

任”时，饱含哲思：“纵观人类发展史，

唯有自强不息、不懈奋斗，才能收获累

累果实，才能建立利在千秋、福泽万民

的长久之功。”

自强不息、不懈奋斗，是中国的知

与行。

只要各国有意愿，我们
都欢迎

一项伟大的事业，之所以在世界

各地蓬勃发展，关键在于合民愿、惠民

生、聚民心。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当

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合作平台，正

是因为它反映着全世界人民最真切的

需求。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是为了

中国的发展，更是为了世界的发展。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21世纪

海上丝绸之路，是党中央统揽政治、外

交、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作出的重大战

略决策，是实施新一轮扩大开放的重

要举措，也是营造有利周边环境的重

要举措。”

“‘一带一路’建设不应仅仅着眼

于我国自身发展，而是要以我国发展

为契机，让更多国家搭上我国发展快

车，帮助他们实现发展目标。”

“随着综合国力上升，中国有能力、

有意愿向亚太和全球提供更多公共产

品，特别是为促进区域合作深入发展提

出新倡议新设想。”

“我们将本着开放包容精神，同愿

意参与的各相关方共同努力，把‘一带

一路’建成‘减贫之路’、‘增长之路’，

为人类走向共同繁荣作出积极贡献。”

共建“一带一路”追求的是发展、

崇尚的是共赢、传递的是希望。

“共建‘一带一路’是经济合作倡

议，不是搞地缘政治联盟或军事同盟；

是开放包容进程，不是要关起门来搞

小圈子或者‘中国俱乐部’；是不以意

识形态划界，不搞零和游戏，只要各国

有意愿，我们都欢迎。”2018年8月27

日，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5周

年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用几个

“是”与“不是”，讲明了共建“一带一

路”的真实样子。

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

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源于中国，

而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如今，世界

上已有约3/4的国家同中国签署共建

“一带一路”合作文件。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
不是口号和传说，而是成功
的实践和精彩的现实

“现在我们如愿乘坐中老铁路列

车来到了北京，感觉非常棒。”在第三

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民心

相通专题论坛“笺暖情长”环节，来自

老挝中老友好农冰村小学的学生蓬批

湾用中文说道。

圆梦的激动，来自一句殷殷嘱托

在他心中播下的希望。作为中老友谊

和“一带一路”建设的见证者和受益

者，2019年4月，该校师生决定用写

信的方式表达内心的感情。4天后，

他们就收到了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回

信结尾处写道：“欢迎你们早日乘上中

老铁路列车来到北京。”

经过两年多的期盼，2021年 12

月，中老铁路正式运营通车。习近平

主席通过视频连线出席通车仪式时

强调：“双方要再接再厉、善作善成，

把铁路维护好、运营好，把沿线开发

好、建设好，打造黄金线路，造福两国

民众。”

在中南半岛，中老铁路不仅将中

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相连，还辐射

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柬埔寨、新加坡

等近10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与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共促繁荣发展的生

动缩影。

2014年3月，习近平主席出访德

国期间专程到杜伊斯堡港参观，在火

车站台见证一列从中国重庆始发的列

车满载着货物缓缓驶入。如今，中欧

班列已通达欧洲25个国家224个城

市，连接11个亚洲国家100多个城

市，一大批国际贸易、供应链服务等企

业在沿线区域落地生根。

2016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塞尔

维亚贝尔格莱德参观河钢集团斯梅戴

雷沃钢厂。曾经，这座关系民生的百

年钢厂陷入经营困境，很多市民早上

起床后都习惯看一下高炉烟囱，确认

钢厂正常生产后才能心安。中企收购

后，钢厂扭亏为盈，人们悬着的心也终

于放下。

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

庆国际物流枢纽园区，听取西部陆海

新通道建设情况汇报。这是半年内，

习近平总书记第二次考察这个“一带

一路”标志性项目。这条全新的国际

物流大通道已通达全球124个国家和

地区的518个港口，并正在广袤的世

界版图上加速延伸。

……

一条条“幸福路”，一座座“连心

桥”，一个个“繁荣港”，让高质量共建

“一带一路”的光明大道越走越宽广。

有人将国与国的合作喻为桥

梁。在湍急的大河上，架桥铺路的意

义举足轻重。世界银行研究报告预

计，到2030年，共建“一带一路”将使

参与国贸易增长2.8%~9.7%，全球贸

易增长 1.7%~6.2%，全球收入增长

0.7%~2.9%。

“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不是口

号和传说，而是成功的实践和精彩的

现实。”2019年11月11日，习近平主席

在参观中远海运比雷埃夫斯港项目时

说的一句话，令人回味。

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主

旨演讲，宣布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

带一路”的八项行动。其中排在首位

的，是构建“一带一路”立体互联互通

网络。遥想11年前，共建“丝绸之路

经济带”提出之初，首先强调的就是

“五通”。积跬步，至千里。从基础设

施建设到绿色发展、科技创新，从传统

领域到新业态，共建“一带一路”已爬

过一座座山、翻过一道道岭，进入高质

量发展的新阶段。

一 带 繁 花 一 路 歌
——习近平总书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 王泽勇

□ 本报记者 王 进

深秋的巴山蜀水，万山红遍，层林

尽染，碧水蓝天。走进“天府之国”，无

论是城市与乡间，总能感受诗意浓浓

的巴蜀文化韵味。

四川，简称“蜀”。从“葵中蚕也”

到“上目下虫”，一个蜀字背后，是巴蜀

文明灿烂辉煌的演变。

参加今年“万千气象看四川”三季

度集中采访活动，本报记者深切感受

到了巴蜀文化中多彩非遗、千年蜀道、

魅力石窟的活色生香与韵味悠长，仿

佛经历了一场跨越千年时空的洗礼。

与历史对话：文明绵延传承

“开窑了！”在雅安荥经县，邂逅一

场“泥与火”的交融。随着烧窑师傅的

这一嗓子，一件件精美的黑砂制品呈

现在世人眼前。据了解，荥经黑砂烧制

有着2300年的历史，独成一派，沉淀为

今日“东有紫砂，西有黑砂”的局面，与

宜兴紫砂媲美，成为国家级非遗。

泥土生万物，酝酿人间烟火。非

遗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

证。四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

一，历史底蕴深厚，文化遗产璀璨，在

一个个非遗传承中，将巴蜀文化发扬

光大。

“这是平面竹编、瓷胎竹编、竹灯

笼、竹家具……”在眉山市青神县的中

国竹艺城，一根竹子，从破土而出的

笋，经雨水滋润生长成材，再到匠人手

中，成为非遗产品，把巴蜀文化故事娓

娓道来……

蜿蜒蜀道翠云廊，古柏参天十万

苍。秋日阳光下的广元剑阁县的翠云

廊，光线穿过林隙，洒下一个个光圈，

一场与历史的对话场景在这里上演

——当你触摸古蜀道上满是岁月痕迹

的青石，追寻那一幕幕尘烟往事时，那

均龄1050年、最高树龄达2300年的

剑阁柏和帅大柏，依旧展现出生生不

息、郁郁葱葱的生命力。

一路行走，一路感怀，一路与历史

对话，一路听着光阴的故事——巴将

蜀相、一脉相承，红色基因、不胜不

休。四川历史悠久、珍品荟萃，九天开

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三星堆沉

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古韵悠长

的巴蜀文化正焕发出勃勃生机。

和数字携手：让文物活
起来

数字赋能，让文物“活”起来。近

年来，四川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展现中

华文明的璀璨与价值，让历史文化遗

产活起来，打造永不落幕的博物馆。

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不仅能看到

陈列在橱窗中的青铜器、金杖、面具等

古蜀文明的“遗珠”，还能通过扫描二

维码，让冷冰冰的文物变得“有血有肉

有温度”。

创新传承 巴蜀文化焕发勃勃生机

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增加6万亿元
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

国家发展改革委召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

新闻热线：（010）81129157 本版编辑：付朝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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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伊拉克兄弟，幼年失怙，

生活一度陷入绝望。“一带一路”

给他们带来命运的转变。第七届

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许久

未见的两兄弟再次重逢，讲述和

见证共建“一带一路”给无数像他

们一样的青年带来的无限可能。

中国发展改革报社推出独家视

频，扫描下方二维码观看。

11月5~10日，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在上海举办。图为观众在第七届进博会国家展塞尔维亚馆参观。

新华社记者 杜潇逸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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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兄弟相会在进博

聚 焦

重点推荐

我国排污许可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推进新阶段 2版

要闻速递

据新华社电 新华社记者从11月

8日举行的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获悉，这次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

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

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议案

提出，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

压实地方主体责任的基础上，建议增

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

量隐性债务。

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

会主任许宏才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

议案提出，为便于操作、尽早发挥政策

效用，新增债务限额全部安排为专项

债务限额，一次报批，分三年实施。按

此安排，2024年末地方政府专项债务

限额将由29.52万亿元增加到35.52

万亿元。

许宏才表示，议案已经全国人

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财政部门将

按程序尽早下达分地区限额，地方

政府将依法做好债券置换工作，各

级人大及其常委会将依法做好监督

工作。

本报讯 记者田新元报道 为深

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11月

8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栅洁主

持召开座谈会，与广东新宝电器、江

苏国泰国际集团、上海华勤技术、浙

江宁波华孚进出口、山东超越轻工制

品等民营外向型企业座谈交流，听取

促进相关行业领域民营经济发展的

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郑栅洁与民营企业家

们深入交流了对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

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看法，并就大

家关心的问题逐一作了回应。企业家

们认为，近年来外部环境日趋复杂严

峻，企业开拓国际市场、获取海外订单

时遇到一些困难挑战。在实际经营过

程中，得益于国内产业体系配套完整、

供应链韧性较强，企业提质量、创品

牌、拓市场取得较好成绩，下一步有信

心继续攻坚克难、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郑栅洁指出，面对纷繁复杂的国

际形势，我们要保持定力，坚定做好自

己的事，以自身发展的确定性应对外

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国家发展改革委

将会同有关方面密切跟踪外向型民营

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围绕助力企业拓展

市场、纾困解难，加强金融、法律服务，

在政策、规划、资金等方面给予针对性

的支持帮扶，同时充分发挥国家和地方

多层次与民营企业常态化沟通交流机

制作用，加大问题解决力度，积少成多、

积沙成塔，实现解决一类问题、受益一

批企业、助力一个行业，促进民营经济

发展壮大、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备，副

秘书长、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袁达，副

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吴亚峰，民营经济

发展局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