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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年 全 国 两 会 期
间，一则有关丝绸之路

的新闻备受关注。3 月 8 日，
“绿色丝绸之路基金”在北京正
式启动，这也是全球首支致力于丝
绸之路经济带生态环境改善和生态
光伏清洁能源发展的股权投资基金。

此前，中国已发起成立规模为 400
亿美元的“丝路基金”，主要投向“一带
一路”规划中的基础设施项目。此次启
动的“绿丝路基金”则聚焦生态修护、清
洁能源、生态产业。简而言之，前者着眼
于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打造交通走廊，后者着
眼于打造生态走廊。据悉，“绿丝路基金”
的首个投资项目拟在河北京张生态走廊区域
投资建设集“发电+种树+种草+养殖”于一体
的立体式生态光伏产业。预计未来10年，将创
造 1000亿元以上的投资价值，修复 100万公顷
以上的荒漠化土地，带动绿色就业20万人次。

这一计划为我们初步描摹出了一幅绿色丝
绸之路发展的广阔前景。西汉张骞出使西域，
开辟了以长安 （今西安） 或说洛阳为东起点，经
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地中海各国
的“西北丝绸之路”，从此，这条路就成为东西
方间交流的“国道”，也为日后陆上丝绸之路的
发展延伸奠定了基础。沙漠、驼铃、商贾、异域
风情等便成为这条路留给人们的经典意象。当
年，中外商旅穿沙漠、过戈壁，一路风尘，艰难
跋涉，从这点上说，保持丝路贯通，往来不断，
意义非凡。

如今的新丝路沿线，依然存在着土地荒漠
化问题，沙漠仍是这条走廊需要面对的严峻挑
战。要真正发挥丝绸之路经济带互联互通的作
用，必须考虑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事实上，丝绸之路沿线多地已将绿色发展
化为实际行动。甘肃省通过防风、固沙、节水
等措施修复和保护生态环境，为其境内的多
座绿洲城市筑起生态屏障，以更好地保护丝

绸之路畅通；丝绸之路经济带起点的西安浐灞地区成立伊
始，就把治理浐河和灞河、修复区域生态环境作为首要
任务，通过10年绿色生态的探索和实践，走出了一条
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两相宜的道路；乌鲁木齐市经
济技术开发区 （头屯河区） 和连云港市徐圩新区，
被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授予“绿色丝绸之路项目
示范工业园区”的牌匾，成为联合国工发组织
实施“丝绸之路沿线绿色工业园区建设指
导原则”伊始，首次在华选定的两个推

广试点工业园区……
丝绸之路经济带是21世纪的

宏伟梦想，而绿色发展将为
这个梦想的落地增添

强大的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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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国西部高校的排头兵和西部大开发的先行
者，西安交通大学胸怀大局、扎根西部、面向世界，始
终将自身发展与国家命脉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如今，西
安交大吹起“向西、再向西”的号角，以建设中国西部
科技创新港为发展引擎，主动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
中，积极探索吻合国家战略、中国未来发展节奏的 21世
纪大学新模式。

协同创新
打造“丝绸之路学术带”

“世界格局在发生变化，习总书记站在全球视野高度
提出‘一带一路’的战略规划，以切实行动消除世界疑
虑，打破‘国强必霸’的魔咒，真正体现了‘中国梦’
和‘世界梦’的圆融互通。”谈到“一带一路”，西安交
通大学校长王树国表示，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充分
发挥大学学科带动、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智库支撑、
文化引领等的作用。

王树国介绍，西安交大涵盖理、工、医、经、管、
文、法、哲、教和艺 10个学科门类，拥有一流的科学研
究水平和师资队伍。一方面，瞄准国家丝绸之路经济带
建设的重大战略需求，西安交大一大批专家学者紧密结
合各自的研究领域和方向，以不同视角和维度深入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发展，出新思想，出新智慧，涌
现出大批新丝路上的“追梦人”。另一方面，学校梳理自
身在能源、机械、管理、经济、法律等方面的学科优
势，积极响应国家号召，作为发起人协同国家外交部、
商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境内外单位，于今年1月
22日正式成立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并
首倡“丝绸之路学术带”概念框架，以创新驱动促进学
科交叉融合，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的战略发展贡献思想和
智慧。

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一带一路”
战略构想为蓝本，以“世界视野、中国重心、丝路特
色”为主旨，致力推进攸关丝路经济带建设的法律、政
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各个层面的创新合作研究；着
眼于培养精英人才、促进学术交流，为国家战略与区域
发展服务，共谋丝路沿线及其它地区人民的共同福祉。

王树国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以卓越的学术研究
作为智力支持，即“学术先行”。在丝绸

之 路 经 济 带 研

究协同创新中心成立之际，西安交大首倡“丝绸之路学
术带”概念框架。“丝绸之路学术带”关注丝路沿线相关
学术研究力量的汇聚整合，国内外专家学者的交往联系
及其知识生产能力的持续增强，通过跨国跨域跨界协同
创新攻关，旨在为“一带一路”建设贡献远见卓识和智
力支持。

基于这一概念框架，丝绸之路经济带研究协同创新
中心在创新研究、精英培养、决策咨询、专业服务、争
端解决等五个方面服务于“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发展，
为沿线国家以及域外国家的专家学者开展对话交流提供
重要的沟通渠道，汇集各国政、产、学、研、用方面的
智慧，努力推进协同创新，稳步提升中华文化的软实
力，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智慧学镇
构建“丝绸之路创新源头”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学的形态需要变化。”王
树国谈到，大学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要和社会
的整体发展相协调。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驱动下，西安
交大提出建设智慧学镇——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王树国解释道：“港是开放的，有进有出才叫港。创
新港不是新校区，不是简单物理空间的腾挪扩张，而是
大学形态质的变化。通俗地说，它既是大学，又是社

区，既是高端人才的蓄水池，又是文

明知识的传播器，既研究世界前沿，又非常接地气。”
创新港位于陕西西安西咸新区沣西新城渭河南岸，

建设用地规模约4370亩。王树国补充道：“创新港涉及八
个领域，与中国经济发展相关，面向国际科技前沿，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集国家科研、高新技术成果转化、高
端人才培养、高新企业孵化、核心技术攻关等平台为一
体。”

作为拥有近120年历史的名校，西安交大现有8个国
家一级重点学科，5个国家重点实验室，4个国家工程研
究中心，59个省部级重点科研机构。教师队伍中有两院
院士 25 人，“长江学者”47 人，“杰青”35 人，“千人计
划”学者40人，“青年千人”18人。作为西部高校的排头
兵和西部大开发的先行者，西安交通大学立足丝绸之路
经济带建设的最前沿，探索一条21世纪大学的新模式。

3月14日，西安交大刚刚举办了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
概念规划设计国际邀请赛，由张锦秋院士等专家担纲评
审，8位国内外知名规划设计大师携作品受邀参赛，共同
为科技创新港绘就蓝图。

融合发展
建设“丝绸之路大学联盟”

在参加今年全国两会时，王树国仍挂心着“家里”
的一件大事：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筹建。

习近平主席在蒙古国发表演说时说过“欢迎大家搭
乘中国发展的列车”，王树国深受触动。“这种理念温暖
人心。第一，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敞开大门表示欢
迎；第二，它是柔性的，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打破了

现在世界经济运行中刚性霸权的游戏规则。‘一带一路’
战略的智慧之处就在于不设门槛、不看出身、不拘一
格，实行一国一策、一地一策，能够让参与这一战略的
国家和地区充分感受到温暖和善意。”

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一所负责任的大学的对外合
作交流能做些什么？王树国说：“以前中国高校对外合作
交流，心仪对象就是国际名校，仿佛与哈佛大学、剑桥
大学、牛津大学这些名校合作才能提升自身的品位。当
我们在向山顶攀爬时，我们确实要盯着山顶的世界一流
大学，向他们学习交流，但我们别忘了，身后还有更多
也在努力攀登的高校，而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造福人类
社会，这个时候我们应该主动帮助他们。”丝绸之路大学
联盟就是围绕“一带一路”战略组建的，“这其中凝聚着
西安交大人的思考：如何在自己发展的前提下，带着大
家一起发展？”

在今年 1月举行的“丝绸之路学术带”高端论坛上，
王树国向来自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土耳其、印
度、巴基斯坦、新加坡、波兰等 12 个国家的 100 余位与
会嘉宾发出了 “加强高等教育合作 携手共创美好未
来——创建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的倡议，诚邀海内外
名校在 5月 22日至 26日，在陕西省委省政府举办的“丝
绸之路国际博览会”上，共同发起、正式成立“新丝绸
之路大学联盟” （Universities Alliance of the New Silk
Road， 缩写UANSR）。

联盟将本着“团结互信、平等互利、包容互鉴、合
作共赢”的理念，以“共建教育合作平台，推进区域开
放发展”为主题，推动“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
和地区大学之间在教育、科技领域的交流，增进青少年
之间的了解与友谊，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素质、复合
型人才，服务“新丝绸之路”沿线及欧亚地区的发展建
设。

“新丝绸之路大学联盟”联盟总部将落户中国西部科
技创新港，并在校际交流、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智库
建设等方面与联盟内高校开展形式多样的合作。

目前，已经明确回应并初步达成共同发起“联盟”
意向的大学有：意大利米兰理工大学、英国利物浦大
学、俄罗斯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吉尔吉斯国立民
族大学、哈萨克斯坦欧亚大学、香港理工大学、哈尔滨
工业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等海内外高校。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

建丝路大学联盟 促创新合作研究
吴绍礼 韩建安 党宇婷

全国人大代表、西安交通大学校长王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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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绍礼 韩建安 党宇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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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8 日，由西安市临潼区人民政府
和澳门会议展览协会共同举办的“澳门·
西安 （临潼） 经贸文化交流周”活动在华
清爱琴海酒店正式启动，来自两地政、商
界200余名代表出席了当天的开幕仪式。

本次活动以“多彩澳门·秦唐文脉绎古
今”为主题，旨在借澳门回归 15 周年之机，
展示澳门发展成就，促进两地文化交流，深
化两地经贸合作。活动现场除设置澳门文
化展、澳门世遗景点图片展、澳门回归15周
年成就展、南光集团 65 周年图片展等展览
活动外，还将葡国红酒、陕西秦腔、临潼剪

纸等搬进了展厅，让兵马俑和妈祖庙“相
见”，让华清池与哪吒庙“邂逅”，让葡萄牙
红酒与临潼石榴“偶遇”，让澳门曲奇和陕
西花馍“相逢”，让澳门杏仁饼与临潼石子
馍“牵手”……现场，来自临潼区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传承人展示的传统剪纸、捏泥人
儿等地方传统手艺，更是让澳门的客人频
频驻足、啧啧称赞。

据活动主办方介绍，本次活动历时 7
天，其间，西安市民将有机会免费参观。

图均为市民参观西安 （临潼） 经贸文
化展。 （党宇婷 高 毅）

澳门·西安（临潼）经贸文化交流周开幕

本报电 日前，国家电网陕西省电力公司传来消息，该公司去年全
年电能替代工作实现替代电量13.49亿千瓦时。今年，该项工作目标继
续提高，全年电能替代工作目标达到16亿千瓦时。

据统计，该公司去年全年累计实施电锅炉、电热泵、电蓄冷、陶
瓷窑炉电加热、农业电排灌等电能替代项目 230 个，实现替代电量
13.49亿千瓦时，完成年度任务的169%。今年，该公司认真落实国家电
网公司关于电能替代的工作部署，全力推进电能替代工作，截止 2月
底，完成电能替代项目22个，替代电量完成2.33亿千瓦时，其中电锅
炉完成38万千瓦时，电蓄冷完成36万千瓦时，电窑炉完成357万千瓦
时，电动汽车 909万千瓦时，以电代油完成 6154万千瓦时，农业电排
灌完成528万千瓦时，其他替代完成1.53亿千瓦时。

据了解，该公司今年电能替代工作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包括
西安、咸阳、宝鸡等多地市政府纷纷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支持。该公司
也成立了以总经理为组长的电能替代工作领导小组，制定并全面落实
电能替代实施方案，积极推进电能替代重点项目，加大电能替代典型
案例宣传，向电力客户和社会群众全方位普及“以电代煤、以电代
油、电从远方来”的能源消费理念和电能清洁、安全的比较优势，全
面推进全年电能替代工作发展。

（党宇婷 贺 龙）

18年前，陕西省大荔农民赵东山先后两次以骑单车环游中国的壮举
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今年2月，已55岁的赵东山历时7个多月，
行程1万多公里，完成了他人生的第3次环保敬老宣传骑行，回到他的家
乡——大荔县羌白镇赵家湾。

问及骑行宣传的初衷，赵东山这样告诉我们：“一方面是我爱看新
闻，当时看到香港和澳门回归的新闻后，我就想通过骑行做点有意义、

有价值的事情；另一个方
面是我看到农村很多老人
没人照顾，孤苦可怜，我
就决定用实际行动宣传环
保和敬老。就这样，先后
开始了 3 次骑行宣传。”
在 2012 年 11 月 17 日，赵
东山还自愿将当年所到之
处的签名册及沿途收藏到
的珍贵物品捐赠给香港特
别行政区政府，以作纪
念。

田 肃文 李 华摄

陕西全面推进电能替代大荔农民骑行宣传环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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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树国校长与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院索索
哈·艾米院长签约，约定在创新研究、精英培养、专
业服务等领域开展广泛深入的协同创新工作。

来源：百度

村民争相欣赏赵东山的沿途收藏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