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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互通  命运与共
—— 丝路精神述评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2020 年 5 月 9 日，开往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的中欧班列（武汉）准备从吴家山站驶出，该班列满载 3500 立方米、294.42 吨
国际合作防疫物资，支援塞尔维亚及周边国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 摄

这是一曲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长歌 ——
从长安到罗马，从泉州到麦加，古丝绸之路绵

亘万里，延续千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
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传承丝绸之路精
神，携手打造开放合作平台，为各国合作发展提供
新动力。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
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进，高质量发
展，为促进全球共同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注入不竭动力。

重大倡议  千年丝路焕发生机
两千多年前，先辈们怀着友好交

往的朴素愿望，开辟出联通亚欧非的

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和平合作的

桥梁。东方的丝绸、茶叶、瓷器与西方

的宗教、天文、历法随着阵阵驼铃与片

片白帆转运流通，古丝绸之路见证了

陆上“使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

的盛况，也见证了海上“舶交海中，不

知其数”的繁华。

然而，由于种种干扰和平的不确定

因素，古丝绸之路沿线许多“流淌着牛

奶与蜂蜜的地方”，一度成为冲突动荡

和危机挑战的代名词。

一项重大倡议让延续千年的丝路

重焕生机——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习近平总书

记访问哈萨克斯坦、印度尼西亚，先后

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即“一带一路”倡议。

共建“一带一路”是历史潮流的

延续，更是面向未来的正确抉择，倡

议一经提出即引发了强烈的时代共

鸣。2017 年和 2019 年，中国先后举

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

坛，参与国家从首届的 130 多个到第

二届的 150 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越来

越多……

“我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

以互联互通为着力点，促进生产要素自

由便利流动，打造多元合作平台，实现

共赢和共享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语掷地有声。

相通则共进，相闭则各退。以政策

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民心相通为内核的互联互通方案正是

“一带一路”的精髓所在。

“‘通’可以整合资源、弥补缺失，

可以丰富物资、提升技术，可以联络

感情、化解矛盾，可以利益共享、命运

共担。”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周

弘说，“一带一路”建设所倡导的“五

通”使中国的发展与沿线国家的发展

互通，是全方位、立体化、网络状的大

联通，更是生机勃勃、群策群力的开

放系统。

务实合作  共享机遇成就梦想
2021 年 12 月 3 日，随着“澜沧号”

和复兴号动车组列车从万象站和昆明

站分别驶出，中老铁路正式全线开通运

营。老挝姑娘希达·平蓬莎万离梦想成

真只有一步之遥。

今年 22 岁的希达有一个执着的

梦想——当一名火车司机。中老铁路

有限公司在修建铁路之外开设了培训

班，向约 600 名老挝籍学员传授机车

驾驶、调度和维修等技能，希达就是其

中之一。

作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

杆项目之一，中老铁路不仅给希达带来

了实现梦想的机会，更让老挝“变陆锁

国为陆联国”的梦想成为现实。

提升基础设施、创造就业机会、注

入发展动能、改善生态环境……从亚洲

到欧洲，从非洲到拉美，共建“一带一

路”让无数梦想成真，给沿线国家带来

更多机遇。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一带一

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取得了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就。“一带一路”真正成为当

今世界范围最广、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

平台——

迄今，中国已与 140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了 200 多份合作文件；

雅万高铁、匈塞铁路、蒙内铁路、瓜达尔

港、汉班托塔港等一大批项目扎实推

进，“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

构基本形成；中国与“一带一路”合作

伙伴贸易额累计超过 9.2 万亿美元，中

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累计超过

1300 亿美元；中国倡议设立的亚投行、

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为基础设施建设

拓展资金渠道……

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 760 万人摆脱

极端贫困、3200 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 2.8% 至 9.7%、

全球贸易增长 1.7% 至 6.2%、全球收

入增加 0.7% 至 2.9%。

命运与共  携手并肩开创未来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共建“一

带一路”国家相互支持，缔结起团结抗

疫、共同发展的命运纽带。

当海运受阻、飞机停飞之时，中欧

班列“逆流而上”，成为全球抗疫合作重

要的“生命线”，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

定发挥重要作用。

今年上半年，中欧班列累计运送防

疫物资 1232 万件、9.6 万吨，畅通“生

命运输线”，把口罩、防护服等急需防疫

物资送往欧洲。

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叠

加，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不稳定性不确

定性显著上升。人类社会面临的治理赤

字、信任赤字、发展赤字、和平赤字有增

无减，实现普遍安全、促进共同发展依然

任重道远……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

“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

断迈进”，这是坚定而明确的中国方案，

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无疑是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

携手打造“绿色丝绸之路”“健康丝

绸之路”“智力丝绸之路”“和平丝绸之

路”……2016 年 6 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乌兹别克斯坦最高会议立法院发表

的演讲鼓舞人心。

“建设更紧密的卫生合作伙伴关

系”“建设更紧密的互联互通伙伴关

系”“建设更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

系”“建设更紧密的开放包容伙伴关

系”……博鳌亚洲论坛 2021 年年会开

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为各方高

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指明方向。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美国《洛杉矶时报》评论，“一带一

路”展现了一个迥异于西方、眼界开阔

的“新世界观”。

“‘一带一路’已从中国倡议变成

了全球共识。”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教授戴永红说，当前，世界经济复苏乏

力，逆全球化思潮抬头，推动共建“一

带一路”为促进全球和平合作、共同发

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

路径，响应了各方关切，也体现了中国

的大国担当。          （据新华社）

创新性寻找科技成果转化“金钥匙”
100多所高校，1300多家科研机构，

超过70位两院院士，专业技术人才百万

人以上……但与此同时，陕西大量科技

成果“沉睡”在实验室，科技转化率不高。

为加速把陕西的创新优势转化为

高质量发展成果, 陕西省提出建设“秦

创原”创新驱动平台，集聚政府、企业、

高校院所等各方力量，破解科技成果转

化难这个老课题。

打造“科技经纪人”队伍、举行科技

成果转化路演、设立基金扶持科创型企

业……“秦创原”启动后，一系列创新

举措接连落地，不少科技成果被从实验

室“唤醒”。总规模达 6 亿元的“秦创原

科技创新春种基金”，已向 172 个科研

项目计划提供孵化基金 2 亿多元，促使

更多科技成果走向产业化。

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赵明威团

队研发的一项新型技术，获得“春种基

金”投资后于今年 7 月实现了产业化，

产品已获得部分企业订单。“我们的技

术之前处于实验室和生产线的中间地

带，迟迟迈不出产业化的一步，获得资

金之后真正实现了产业化。”赵明威说。

既要“搭好台”更要“唱好戏”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是一项系统工

程，政府搭好了“台”，还需要各方唱好

“戏”。陕西省采取“企业主体”“人才主

力”“市场主导”等原则，调动“秦创原”

各方参与力量的积极性。

由陕西省国资委牵头组建的“秦

创原国企创新中心”，正是以企业为主

体促进“两链融合”的平台。目前，陕西

已有 16 户省属大型国有企业进驻该中

心。据陕西省国资委创新合作处处长黄

峰介绍，这些企业分布在能源化工、电

子信息、装备制造等行业，具有较强的

带动力和辐射力。下一步这些企业将依

托“秦创原”积极“联姻”高校和院所，开

展技术创新和联合攻关，让更多技术成

果实现产业化。

目前，入驻的陕西省属企业与陕西

省内高校在清洁能源、传感器、半导体、

智慧城市等方向确立了超过 70 个研发

项目。“集团预计 5 年内投入资金 30 亿

元，资助一批经过遴选的高校、院所科

研项目完成小试和中试，并将其中具有

市场应用前景的项目进行产业化。”陕

煤集团创新中心主任孙振洋表示。

“秦创原”还通过建立“科学家+ 工

程师”队伍，加速“两链融合”步伐。西安

交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赵万华与

陕西一家机床龙头企业联合成立陕西

高端机床创新研究院，得到了“秦创原”

的资金和场地支持。赵万华说，今年研

究院研发出了一种新型机械齿轮，就帮

助企业解决了技术难题。

为了让科技成果与市场对接，“秦

创原”启动以来，已举办科技成果转化

路演活动超过 120 场，陕西各高校、院

所的科研人员在路演活动上推介转化

项目 3000 余项。

“点面结合”让创新要素同频共振
“秦创原”运转半年多来，正有力促

进创新活力加速释放。记者从陕西省科

技厅了解到，2021 年前 10 个月，陕西

省科技企业增幅明显加快，全省高新技

术企业通过评审达 2793 家，同比增长

45%，全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总数首次突

破万家。

在位于渭河之畔的“秦创原”总窗

口陕西省西咸新区，记者看到这里的

“秦创原”综合服务大厅设置商事服

务、科技政策、成果转化、科技金融等

公共服务窗口，为企业、高校院所、创

新创业者等提供线上和线下的一站

式服务。据西咸新区“秦创原”创新促

进中心副主任徐霄龙介绍，今年以来

“秦创原”总窗口技术合同交易金额

达 104 亿元，共注册科技成果转化企

业 115 家。

除了起到示范引领作用的总窗口，

陕西各地也积极融入“秦创原”。地处陕

南的安康市计划在“秦创原”总窗口建

设飞地孵化园，强化自身与科创资源的

对接能力。而地处陕北的榆林市则加紧

推进“秦创原”榆林创新促进中心建设，

发挥榆林市能源化工、智慧农业等产业

优势，加快清洁低碳、绿色能源等领域

的科技成果转化。

目前，“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已形

成国有企业带头，各地政府积极参与，

各类市场主体、高校、院所等共同参与

的协同发展新格局。“依托于‘秦创原’

提供的各类平台和渠道，今年以来学校

转让专利许可的合同金额已达 7800 万

元，是去年的 3 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科研院副院长张毅说。

（据新华社）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于 2017 年 5 月 14 日至 15 日在北京举行，怀柔
雁栖湖国际会议中心是此次高峰论坛的主会场。这是雁栖湖。 新华社记者 李鑫 摄

唤醒“沉睡”资源 打通两链“堵点”——

陕西探索用秦创原打通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陕西省是我国的科教资源大

省，打破科技链与产业链的转化
“堵点”，让科技优势更多地转化为
经济优势，一直是陕西省实现“追

赶超越”，完成新旧发展动能转换
的重要课题。

今年 3 月，陕西启动“秦创原”
创新驱动平台建设，构建立体联

动的“孵化器”、成果转化的“加速
器”和两链融合的“促进器”，使之
成为陕西科技赋能高质量发展的
新引擎。

陕西省西咸新区能源金融贸易区的秦创原·金湾科创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