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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丝绸之路绵亘万里，积淀了和平合

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去年，中国宣布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八项行动，其中重要一项就是支持民间交往。

第一，做好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优秀文化的

传播者。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有着独特的文明

和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各国媒体应该秉持平

等、互鉴、对话、包容的精神，不断增进各国人民以

及不同文化和文明间的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

互欣赏，不断夯实共建“一带一路”的民意基础。

第二，做好共建“一带一路”生动故事的讲述

者。要提高传播产品的质量，用数据和事实说

话，让共建“一带一路”参与者亲自讲述，让受众

以可视化的方式看到共建“一带一路”的积极

成效。

第三，做好共建“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平台的

搭建者。共建“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传播需要

多方共同努力。鼓励各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

社会团体、媒体、个人积极参加各类共建“一带一

路”多边合作平台，在不同场合发出声音，同时也

要加强协作，共享和优化报道资源，共同形成专

业、高效、有影响力的文化品牌。

加强民间交往 讲述生动故事
外交部国际经济司二级巡视员 王 琪

近年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会同相关部门

大力推动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取得明显成效。

守住中华农耕文明的“根”和“魂”。在全国

开展 6 次调查认定，把 8155 个具有重要保护价

值的传统村落列入国家级保护名录，实施挂牌

保护。8155 个中国传统村落中，保护 55.6 万栋

传统建筑，传承 5965 项省级以上非物质文化遗

产，推动 5518 个传统村落编制了村志族谱，形

成世界上规模最大、内容和价值最丰富、保护最

完整、活态传承的农耕文明遗产保护群。

构建系统推进城乡历史文化保护传承的工作

格局。完善法规制度，推动地方性立法工作，历史

文化遗产保护法已列入全国人大立法规划，传统

村落保护条例、历史街区与古老建筑保护条例、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列入国务院

2024年度立法工作计划，已有 8个省份、近 30个市

（自治州）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利用的地方性法规。

将传统村落保护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将传统村落保护利用与农村危房改造、基础设

施和公共服务完善相结合。在保护的前提下因

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文化创意等产业，推动文

化遗产焕发新活力。

保护传统村落 焕发文化活力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村镇建设司一级巡视员 董红梅

“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

剪下鸳鸯锦，将向中流匹晚霞。”这是唐代成都的

景象，与蜀锦制造有关。

汉唐以来，成都在中国织锦业中占有重要地

位，也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支撑点之一。讨论各

类文化交融时，离不开用具体的事物代表一种文

化的先进性，代表一种文化的高超技艺和审美。

现在，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我们向世界提供的

不再是过去的传统制造，而是现代制造。

今天的四川越来越开放。我们重新发现了

丝绸之路所带来的通向世界的，从文化繁荣到

经济发展、再到各种交流的丰富可能性。以后

提起四川文化，人们会越来越多地想到现代制

造业，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发展中形成的企业

文化、技术文化、科学文化。要形成开放的、广

义的、文化的眼光。一个产品想要走出去并形

成品牌，品牌的故事讲得好不好，品牌的内涵提

炼 得 准 不 准 ，都 会 对 品 牌 影 响 力 产 生 直 接 影

响。而这种讲故事与提炼内涵的能力，离不开

涉及管理、科学和传统审美的文化。文化是基

于生产的，它植根于物质，又显著影响物质生产

和生活。

推动经济发展 促进文化繁荣
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四川省作家协会主席 阿 来

陕西西安浐灞国际港积极落实共建“一带

一路”倡议，加快中欧班列西安集结中心建设，

持续提高效率、降低成本、优化服务，全力构建

现代国际物流体系。

高标准建设世界一流内陆港。西安浐灞国

际港已建成占地 5600亩、年集装箱吞吐量 540万

标箱、运力 6600万吨的重要国际铁路枢纽，拥有

3 束 6线铁路集装箱中心站和内陆自动化无人码

头，可满足中欧班列每年 1万列以上开行需求。

高质量构建现代国际物流体系。常态化开

行西安至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等 18 条国际干

线；开行西安至山东青岛、浙江宁波等铁海联运

图定班列；开行至越南、老挝等互联互通班列，

实现东西向亚欧陆海贸易大通道与南北向西部

陆海新通道在西安集结交会。

高效率提升集结中心运行质效。实现海关与

铁路数据联通、智能报关、集装箱循环运输，班列

运行效率提高 1/3以上，综合成本降低 15%以上。

高水平深化对外国际合作。中国—中亚机

制秘书处挂牌运行，中亚公园开园，中亚国家商

品馆开业；西安领事馆区可办理 26 国签证服

务；推进与多国国家铁路公司合作。

提升运行质效 完善物流体系
陕西省西安浐灞国际港党工委书记 孙艺民

云南文旅积极融入、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

路”，持续举办国际文化旅游交流活动，深入推进

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资源开发、品牌打造、

市场拓展、文物考古与研究、艺术创作等领域的

交流与合作，为把云南省建设成为面向南亚东南

亚辐射中心提供有力支撑。

中老铁路已成为云南省参与共建“一带一

路”的一张名片。自开通运营以来，中老铁路国

际 旅 客 列 车 吸 引 了 来 自 100 个 国 家 和 地 区 的

25.2 万名旅客。

今年以来，云南推动入境旅游品牌建设、产

品体系优化、旅游服务质量提升与入境旅游支付

便利化等工作。2024 年 1—7 月，全省接待海外

旅游者（过夜）157.9 万人次，同比增长 321.4%。

云南文旅将继续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

路”，积极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开展相关交流

与合作，打造更多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旅游品牌，

推动跨境旅游发展；利用新媒体、新技术，创新旅

游宣传推广方式；注重旅游与生态、文化、科技等

领域融合发展，满足游客多样化需求。

深耕品牌建设 深化文旅交流
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 钱 坤

辽 宁 省 本 溪 市 不 断 深 化 重 点 区 域 国 际

合 作 ，与 45 个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国 家 城 市 围

绕 生 物 医 药 、装 备 制 造 业 、文 旅 产 业 等 方 面

展开合作。

本溪市拥有国家和省市县各类非物质文化

遗产项目 130余项，版画、剪纸、社火等民间艺术

具有浓郁的乡土特色。本溪市森林覆盖率高，游

客可以春来观花、夏来避暑、秋来赏枫、冬泡温泉。

本溪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桓仁版画、辽砚，

在国内外市场上大放异彩；“本溪（国际）枫叶

节”、冰雪节等大型活动，吸引着数以百万计的

游客。

用好资源禀赋，带动文旅升级。2023 年以

来，本溪市先后开展招商活动 26 批次，目前全

市 在 建 的 文 体 旅 项 目 33 个 ，计 划 总 投 资 达

74.87 亿元。

本溪民间艺术团带着浓浓的乡音乡情走出

国门，将历史悠久的社火、太平秧歌等特色艺术

形式带到国际舞台，让世界看见本溪，让本溪走

向世界。

用好资源禀赋 带动文旅升级
辽宁省本溪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初晓光

影 视 艺 术 作 为 当 代 文 化 传 播 的 载 体 之

一，通过镜头语言，跨越地域、文化的界限，直

观 地 展 现 各 国 独 特 的 风 土 人 情 与 深 厚 的 文 化

底蕴。

金熊猫奖是由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和四

川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国际性文化大奖，设有

电影、电视剧、纪录片、动画片四大单元，共计 25
个奖项。该奖项以大熊猫为文化符号，旨在促进

人文交流，推广优秀的影视作品。

首届金熊猫奖评选活动于 2023年 9月在四川

省成都市举办，吸引了来自104个国家和地区的7024

部作品参赛。活动包括“金熊猫之夜”“金熊猫国际

文化论坛”“金熊猫盛典”及公众展映等，汇聚了众

多从业者，促进了文化交流。

为进一步扩大国际影响力，2024 年，金熊猫

奖启动了全球推广计划。此外，金熊猫奖还通过

拓宽征集途径、举办特色活动、加强国际合作、提

供政策支持、搭建交流平台等方式，吸引更多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参与。

金熊猫奖将继续坚守艺术阵地，紧跟创作潮

流，强化市场对接，洞察行业趋势，以光影为媒

介，携手各方共绘更美好的发展图景。

以光影为媒介 共绘美好图景
四川广播电视台党委委员、副总编辑 朱广皓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立足南方丝绸之路起

点城市等地理优势，坚定不移以高水平开放推

动高质量发展。

文化为媒，搭建对外交流交往桥梁。新都

区依托特色优势，打造蜀锦蜀绣产业聚集地，产

品出口至多个国家和地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设立“杨升庵文学奖”，邀请 100 多名文学

界嘉宾齐聚新都区。

产业支撑，建强开放型经济体系。新都区

依托拥有 30 个工业门类的优势，推进产业链融

合，支持医药、航空等产业走向“一带一路”市

场；推进创新链融合，支持企业凭借优势技术与

全球优秀企业展开合作；推进资金链融合，联合

国际创投机构，推动国际项目落地新都区。

平台赋能，提升跨境资源配置能力。新都

区以公铁联运为切入点，建设成都传化多式联

运智慧枢纽和百亿级陆港产业园；打造跨境贸

易 平 台 ，联 合 多 家 企 业 建 设 外 贸 综 合 服 务 平

台，贸易额逾 35 亿元；打造跨国培训平台，依

托西南石油大学面向多个国家开展专业技术

培训，助力企业在参与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中行稳致远。

发挥区位优势 建设智慧枢纽
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委书记 王忠诚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西凤集团积

极投身商贸互通、文化传播，拓展国际市场，推动

品牌高质量发展。

创新传播形式，提升品牌国际影响力。我们

充分挖掘历史文化、工艺文化、地域文化等丰富

资源，推进相关活动，构建多业态产业体系。同

时，我们以“西凤老街项目”等为依托，促进文化

交流。

协同转型发展，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我们开

启智能化生产变革，进一步打造 10万吨级的数字

化、智能化工厂，健全企业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

系、食品质量安全制度标准体系；依托互联网和

人工智能，构建智能生产体 系 ，实 现 生 产过程智

能化覆盖；建设数据中心，构建多驱动营销模式。

匠心提升品质，加速绿色发展步伐。我们积

极履行社会责任，将数智化与绿色低碳转型融

合，运用前沿科技实现节能减排；坚守传统工艺，

探索精细化酿造工艺，设立 7 大关卡 55 道防线，

严格把控流程；引进优质种质资源，建立原粮供

应基地，确保原料品质。

拓展国际市场 提高产品质量
陕西西凤酒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高亚兰

广东省深圳市是共建“一带一路”重要节

点城市之一，也是我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城市。

地 处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深 圳 市 龙 华 区 立 足 文 化

特 色 ，增 添 城 市 内 涵 ，积 极 参 与“ 一 带 一 路 ”

建设。

擦亮“以文润城”鲜明底色。在龙华区落

成 深 圳 美 术 馆 新 馆 、深 圳 图 书 馆 北 馆 等 文 化

设 施 。 龙 华 区 打 造 国 际 钢 琴 博 物 馆 ，策 划 举

办“琴系一带一路”十九世纪钢琴音乐会、国

际 钢 琴 博 物 馆 艺 术 周 等 活 动 ，生 动 呈 现 经 典

艺术。

绘就“以文兴业”活力亮色。龙华区拥有

“全国知名品牌创建示范区”“中国品牌服装名

镇”，建成专业版画艺术博物馆和版画原创产业

基地，打造具有地方特色赛事、开展古墟文化节

等活动，让市民享受高品质文化生活。

彰显“以文化人”的显著特色。本土原创儿

童剧《哪吒闹海新传》入选文化和旅游部第九届

全国优秀儿童戏剧展演参演剧目。建成 105 家

城市书房，常态化开展全民阅读活动。

增添城市内涵 丰富文化服务
广东省深圳市龙华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黄立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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