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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年前，一条横贯东西、连接欧亚的丝
绸之路打开了古代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大门。

2013 年 9 月和 10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
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
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从提出之日
起，建设生态文明，实现绿色发展，就是“一带
一路”建设秉持的重要理念。

2015年 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进一步明确指
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
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
色丝绸之路。”

时至今日，在生态文明理念的引领和推动下，
“一带一路”的建设正不断地融入绿色，分享绿色，
实现绿色。

绿色发展的生态挑战

丝绸之路的开拓是人对自然生态的探索，在昔
日的丝绸古道上，绵延着优美的风景画卷。神奇的

张掖丹霞地貌，绵延起伏的山脉犹如绚丽的丝绸铺
展；祁连山顶终年积雪的冰川雪山和雪水滋养的绿
洲沃野、沼泽湿地交相辉映；也有白雪皑皑、云遮雾
绕的天山环抱着碧水如镜的天池，翠绿的云杉、塔
松漫山遍野，不染半点俗尘······

但同时，它也面临着诸多复杂的生态问题，
丝绸之路经济带辐射的中国西北地区，地处欧亚
大陆腹地。大部分地区属于干旱、半干旱地区，
生态环境十分脆弱，这里干旱少雨，水资源匮
乏；森林稀少，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和土地
沙漠化、盐渍化严重。不只是自然因素，西北地
区在资源开发过程中，毁林开荒、过度放牧和工
业污染时有发生，进一步对环境造成人为破坏。

这仅仅是现实问题。今后还要面临艰巨的发
展任务，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大工程项目的实
施，对脆弱的区域生态环境带来的压力将进一步
增加环境风险。

生态文明引领绿色丝路

丝绸之路上的冰川雪山，绿洲沃野，沼泽溪
流都是如今“一带一路”建设上不可忽视的生态
资源。随着“一带一路”的绿色发展，将会建立
起惠及几代人的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走廊。从建
设的起步阶段就要重视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保
护。基于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性和持续性形
成绿色的发展战略和理念，让秀美的丝路风光依
旧，并成为展示中国生态文明的绝佳窗口。

生态环境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国家和区域发
展会遇到的问题，它也是全球面临的重要挑战。
中国以生态文明引领“一带一路”建设，与各国
一起共同保护生态环境，充分体现中国作为一个
负责任的大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倡导绿色发展也在用实际行动消除国际社会
对中国环境威胁的担忧，中国并不是转移过剩、
落后的产能，而是开展绿色环保的优质产品和项
目，传播先进的环保技术和实用理念，带动周边
国家一起共同应对环境问题带来的挑战。

丝路上的绿色变化

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逐
步落实，再次走入曾经的丝绸之
路沿线，到处充满了绿色的生机。

甘肃通过防风固沙、植树增
绿让境内的多个绿洲城市走上了
绿 色 发 展 的 道 路 。 走 在 兰 州 街
头，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满眼的
蓝天白云、青草绿树，你会感受
到这座曾经的“十大污染城市”
已今非昔比。兰州市近年来对整
个市域进行封山育林，推进黄河
风情线、主题公园、小游园、小
广场建设以及黄河万亩生态湿地修复和城市生态
水系开发，新增和改造公共绿地 4450 亩，换来了
如今市民眼中的绿色新城市。

不只是甘肃，地处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也
不断在丝绸之路上播撒绿色。提起陕西，再也不
是过去黄土高原上的“荒山秃岭”，而是市民口中
天蓝水净、满眼皆绿的新风貌。通过实施退耕还
林、天然林保护等林业重点工程，陕西已累计造
林绿化2479.12万亩，全民义务植树5.1亿多株。全
省水土流失面积、沙化荒漠化土地面积不断减
少，扬沙和沙尘暴天气次数大幅下降，老百姓的
居住环境变好了，也变得更美了。

不仅如此，“一带一路”中国的重点省市先后
在宁夏银川、广西南宁、陕西西安举办了中国—
阿拉伯国家环境合作论坛、中国—东盟环境合作
论坛、欧亚经济论坛生态环保分会等一系列以绿
色“一带一路”建设为主题的对话交流活动，交
流生态环保实践的经验，与周边国家一道打造绿
色“一带一路”。

过去，不同地域的人们、多样的古老文明之
间通过丝绸之路形成了碰撞和连结，世代沿袭。
今后，“一带一路”的建设会让丝绸之路不断焕发
出绿色生机，让生态文明的理念生生不息。

新疆乌鲁木齐是苍茫天
山脚下的骄子，是丝绸之路
经济带上魅力四射、风情浓
郁的历史文化名城。其位于
亚欧大陆腹地，沟通东西，
连接亚欧，是古代丝绸之路
的咽喉要道，是现代亚欧大
陆经济文化交流的前沿阵
地，更是丝路经济带上一颗
璀璨的明珠。

乌鲁木齐，自古就被
誉为“丝路枢纽、亚心之
都”，东西文明在此碰撞交
融，亚欧人民在此往来沟
通 ， 这 里 是 民 族 融 合 之
地，是文明交流之所，巍
巍天山，气势磅礴，辽阔
牧场，一望无际，树木高
而挺秀，草地茂而丰美。

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在
风雨中经过5年的磨砺和探
索，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
48.8% ， 集 中 打 造 了 华 光
街、南湖南北路等一批园林
绿化精品工程，构筑了一
道道崭新的绿色长城。全
区一改昔日矿区破旧脏乱
的面貌，苍松翠柏交相呼
应 ， 嫩 草 新 苗 焕 发 生 机 。
巍然屹立的红山宝塔下掩
映着一片翠绿，演奏出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城市与
绿色相得益彰的交响曲。

蓝图规划梦想，梦想
催人奋进。2016 年，水磨
河区生态景观廊道建设正
式启动，年内预计新增 10
个街头公园绿地，绿色发
展的号角已经吹响，风光秀
美的水磨沟区又将增添新
绿。

乌鲁木齐因丝路而炫
目多彩，便成人文荟萃之
地 ： 乘 奔 涌 浩 然 之 正 气 ，
文明开放，通亚欧货运商
旅 ； 倚 大 鹏 展 翅 之 长 风 ，
兼 收 并 蓄 ， 传 播 世 界 文
明。

在古丝绸之路上，有这样一
个城市，它有“通一线于广漠、
控五郡之咽喉”的战略地位，它
有“车马相交错、歌吹日纵横”
的繁荣商业，它有“凉州七里十
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的昌盛
民生，它有“武威莫道是边城，

文物前贤起后生”的文化底蕴。
它有“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
人假狮子”的传统礼乐，它有

“凉州美酒说葡萄、过客倾囊质宝
刀”醉人的葡萄美酒，它有“莫
道葡萄最甘美、冰天雪地软儿
香”的诱人果品。

它 是 边 城 ， 但 它 历 史 之 悠
久、文化底蕴之深厚、商业之繁
荣、物产之丰富、民生之昌盛，
是其他边城无法比拟的，它被誉
为“天马故乡”、“五凉古都”、

“西夏辅郡”、“佛教圣地”，如今
它又首个摘取“中国葡萄酒城”
桂冠，它乘着“一带一路”发展
战略东风，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了
向西开放发展的前沿，拥抱世
界！它就是武威，古丝绸之路上
重要节点城市！

近年来，武威市坚持抢抓国
家和甘肃扩大“向西开放”、建设

“丝绸之路经济带”重大战略机
遇，充分发挥区位交通、文化传
承、产业优势和“天马故乡·葡萄
酒城”品牌效应，坚持主动作
为、服务大局，立足当前、着眼
长远，点轴结合、全面带动，构
建推动特色产业开放发展的体制
机制，着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
带”黄金节点。

中卫地处祖国版图的中轴线
上，位置不东不西；海拔 1200
米，地势不高不低；夏不酷热，
冬不严寒，绿地和湿地资源集
中，空气湿度不大不小，是最佳
沙漠旅游目的地城市和休闲宜居
城市，是古“丝绸之路”北线的
重要驿站，是经济区铁路交通大
动脉的西部“桥头堡”，更是连接
西北与华北的第三大铁路交通枢
纽，沙坡头机场搭起了中卫与外
界交流的空中桥梁。中卫，正在
发挥着古“丝绸之路”北驿站的

新作用。
中卫地处腾格里沙漠南缘，

腾格里沙漠浩瀚无边，绿洲却又
一望无际，郁郁葱葱；极度干旱
的环境，黄河却奔腾而来，滋润
大地；来到中卫你会发现这里的
地缘特色明显，黄河穿城而过，
襟河依沙。“沙漠”是最强烈的
形象元素，其卓越的治沙成果享
誉国内外。中卫滨黄河而建，依
水而居，因水而秀。“沙漠”与

“水”这一感观上对立而难于统
一的事物，在中卫能够亲密无

间、和谐共存，使中卫具有独一
无二的城市禀赋，故为“沙漠水
城”。

现如今的中卫信息产业正在
起步，被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
大会评选为“最适合投资数据中
心的城市”，宁夏中关村科技产业
园应声落地；这里地处塞外，却
有海市蜃楼般的现代化城市，小
桥流水，一派江南园林美景。

如今的中卫，正焕发着青春
活力，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
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西安是古丝绸之路起点，西汉以来便成为了东西方思
想文化、经济贸易的交流中心，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源
源不断地向西传递。有唐一代，西安已是世界上最繁华的
大都会，她亲历了最辉煌的开元盛世，而这盛世也带来了

丝绸之路的繁荣鼎盛。商旅不断，驼铃声声，
将丝路的辉煌推向了顶峰，商业的繁荣发展带
来了文明的交流荟萃，为人类留下了大量举世
瞩目的珍贵文化遗产和宝贵财富。

西安，遗存着两座伟大的城池，三座庄严的
佛塔：汉长安城未央宫遗址、唐长安城大明宫遗址、大雁

塔、小雁塔、兴教寺塔，这便是当今位于西安的5个丝绸之路
世界遗产点，亦是丝绸之路从开通到发展再到繁荣的历史见
证。中西方文明在此融会贯通，绵延不断，繁荣共处。

西安沉积了千年的历史，也体现出气候和生态的变迁。
如今的西安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开展生态移民，发展绿色

生态农业，有力地保护西安的供水“生命线”——渭河水源地的生态环
境，使山川更加秀美，河流更加澄澈，为丝路添上一抹清新的绿意。

西安，这座被誉为“华夏文明之源”的千年古城，如今肩负着复兴
古丝路的光辉使命，怀着扬帆新丝路的光荣梦想，将丝路精神延续，将
丝路文明弘扬，站在时代的潮头，筑梦新丝路，走向新辉煌。

“一带一路”

通往世界的 之路
李 珧

陕西西安：古都筑梦新丝路
滑 艺

重庆彭水：

绿色缎带连南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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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卫：沙漠绿洲耀古今
李志鹏

甘肃武威:葡萄酒美绿意稠
李志鹏

武威风光武威风光

彭水风光彭水风光

西安城楼

彭水县位于重庆市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如果你第一次来彭
水，一定会被那如绿色缎带一般的乌江与郁江的景色所倾倒。两江四
岸呈45度的河堤之上，层层叠叠的步道长达几千米，在缓缓流淌的幽
幽江水的陪伴之下，每天晚上，成百上千的市民悠闲地漫步其间。然
而，还在几年前，这两江四岸却是洪水肆虐、垃圾遍布的烂河滩……
这些河滩的改造，不但堵住了洪水，更改造了城市的环境，让城市形
象彻底靓了起来。随便问一位当地市民都可以形容一番过去的脏乱景
象，当然也感叹现在的景观。因为昔日的烂河滩已经变成今日每天休
闲漫步的大花园。

重庆处于中部和西部、南方和北方的连接地，是丝绸之路经济带
与长江经济带的交汇点，成为新丝路上重要的节点城市。

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渝东南生态保护发展区定位大生态区，
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扩大开放，坚持“面上保护、点上开发”，把生态文
明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力促发展、富
民与生态共赢。

作为重庆市七大森林资源大县之一，彭水森林覆盖率达45.5%，是
武陵山天然生态屏障。乌江画廊、阿依河、摩围山、鞍子苗寨等四大
精品旅游景区享誉全国。彭水县拥有壮美的山、湛蓝的水、激昂的
情、深邃的史和浓郁的节。

勤劳智慧的彭水人民，因一曲原生态苗歌 《娇阿依》 厚积而发，
深入挖掘整合旅游资源，精心开发旅游景点，深度促销旅游产品，彭
水已成为“中国最佳文化休闲旅游县”、“中国特色旅游休闲度假胜
地”、“重庆最具魅力旅游区县”、“重庆十强宜游区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