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秋，习近平总书记西行哈萨克斯坦、

南下印度尼西亚，先后创造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自

此，“一带一路”倡议这个根植历史厚土、承载时

代使命、传承弘扬丝路精神的世纪工程起笔擘

画 ，开 启 了 中 国 与 世 界 共 同 繁 荣 发 展 的 崭 新

篇章。

领航定向绘蓝图

今年 12 月，在中国与老挝两国元首的共同

见证下，中老铁路全线正式开通运营。

这是一条联结友谊、承载梦想的交通大动

脉。作为双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

工程，中老铁路让老挝人民“变陆锁国为陆联

国”的梦想照进现实。通车后，从万象到中老边

境的车程由 2 天缩短至 3 小时，到昆明实现朝发

夕至。老挝国家主席府部长开玛妮·奔舍那说，

“中老铁路将让老挝民众乘着火车看到更广阔

的世界”。

对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来说，“一带一

路”不仅是路和桥，更是改善的生活和值得期待

的明天。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亲自谋划、亲自部

署、亲自推动下，共建“一带一路”从大写意到工

笔画，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落地生根、持久发

展，走出一条高质量建设的光明大道。中央党校

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赵磊表示，“一带一路”是

创新实践，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

助益于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助益于推动公

平普惠的新型全球化。

如何更好地推动共建“一带一路”？从提出

倡议到制定规划，从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

峰论坛到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一带

一路”建设从无到有，从有到丰富，取得了实打

实、沉甸甸的成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翟崑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至今，经历了

“有没有、信不信、能不能、成不成”的压力测试和

考验，实现中国方案的不断进阶。

截至 2021 年 11 月，中国已与 140 个国家、32

个国际组织签署 200 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文件；与日本、意大利等 14 国签署第三方市场合

作文件；有关合作理念和主张写入联合国、二十

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

际机制的成果文件。“一带一路”的“朋友圈”越来

越大，合作质量越来越高，发展前景越来越好。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指出：“各国应当抓住‘一

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机遇，实现互利共赢。”

共建“一带一路”之所以应者云集，背后是

“倡议源于中国，但机会和成果属于世界”的理念

和实践逻辑。各国领导人纷纷赞叹，“这是一个

有益、重要且有前景的倡议”“沿着古丝绸之路发

展的‘一带一路’将跨越大洋和大陆，连接世界各

国人民”。

勠力同心促发展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一带一路”倡议走进

民间、走入人心，恰恰印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合乎人间正道，顺应世界大势。赵磊表示，秉承

丝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彰显了中国共产党

人的初心使命。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还为世界谋大同，为人类进步事

业而奋斗。

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

手前进的阳光大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无论大

小、强弱、贫富，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献者和受

益者。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这条路被赋予了新的内

涵。翟崑表示，“一带一路”内外融通、跨越时空，

随着国内和国际形势变动而不断调整优化，具有

与时俱进的本质属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

新发展。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一带一路”

建设不但没有按下“暂停键”，反而展现出强大韧

性和旺盛活力。

一方面，统筹做好疫情防控和复工复产，重

点项目没有一例因疫情而停工，中巴经济走廊、

雅万高铁、匈塞铁路等项目进展良好，为当地稳

经济、惠民生作出重要贡献。中欧班列凭借国际

铁路联运独特优势，2020 年开行数量和货物运量

均创历史新高，“陆海新通道”沿线运量同比倍

增，有力保障了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

另一方面，努力打造“健康丝绸之路”，通过

抗疫国际合作，使“一带一路”成为名副其实的

“生命通道”。中国已向 11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

织提供了超过 17 亿剂新冠疫苗，其中多数是共

建“一带一路”国家；还同 30 多个国家发起“一带

一路”疫苗合作伙伴关系倡议。在相互支持和帮

助下，沿线国家经受住了疫情挑战，缔结起团结

抗疫、共同发展的“命运纽带”，充分体现了“一带

一路”建设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

面对减贫这个世界性难题，中国以自身实践

和理论探索为其他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新视角、新

经验。例如，以万宝农业项目为代表的“一带一

路”合作项目，不仅从根本上解决了当地人的吃

饭问题，还通过产业促进中非产能合作，在帮助

非洲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创造就业岗位。世界

银行有关报告认为，到 2030 年，共建“一带一路”

有望帮助全球 760 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 万人

摆脱中度贫困。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透过抗疫战贫的“中

国答卷”，世界更加深刻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

能”，也让各方携手共建“一带一路”的决心更加

坚定。被寄予更多期待的“一带一路”，必将凝聚

起更强的引领性力量。

携手前行谱新篇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速演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激烈竞争前

所未有，气候变化、疫情防控等全球性问题对人

类社会带来的影响前所未有。但从总体来看，

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没有改变，经济全球化

大 方 向 没 有 变 ，共 建“ 一 带 一 路 ”仍 面 临 重 要

机遇。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

史经验的决议》明确指出，我国坚持共商共建共

享，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进一大

批关系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的合作项

目，建设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绿色之

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使共建“一带一路”成为

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

平台。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一带一路”建设迎来

了更大发展机遇。赵磊表示，推动共建“一带一

路”高质量发展，既需要战略对接、规划对接、项

目对接，也需要智慧对接、舆论对接、机制对接。

“一带一路”的主体是企业，未来要进一步聚集产

业特别是产能合作，在带动国内经济内循环的同

时，也要带动世界经济的大循环；要聚焦民生，在

健康丝绸之路、数字丝绸之路、绿色丝绸之路等

新兴领域有所作为。

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将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当今世界，各国

命运紧密相连。无论是应对疫情还是恢复经济，

都要走团结合作之路，都应坚持多边主义。促进

互联互通、坚持开放包容，是应对全球性危机和

实现长远发展的必由之路，随着“一带一路”建设

的不断深入，将为各国发展和全球经济带来更多

新机遇。

未来，中国必将为共建“一带一路”提供更强

动力、更大空间、更优路径，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

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更

好地造福各国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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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丝路精神

共创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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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袤无垠的东非高原，蒙内铁路（肯尼亚蒙巴萨—内罗

毕标轨铁路）列车呼啸而过，满载集装箱穿过肯尼亚国家公

园。风吹过草地，几只羚羊跑过来，在铁路桥下低头吃草⋯⋯

这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景象，便是肯尼亚蒙内铁路坚

持绿色发展、促进互利共赢的缩影。自 2017 年 5 月通车以来，

蒙内铁路始终安全运营，满足了蒙巴萨港至首都内罗毕之间

的运输需要，成为区域互联互通的大动脉。

早在蒙内铁路建设伊始，中国路桥工程有限公司的建设

者就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专门研究了沿线野生动物的迁

徙路径和活动习性。在野生动物保护区，公司建设了 88 座桥

梁，总长 30 公里。其中特大桥长度达到 6.5 公里，采用声屏障

梁降低列车噪音，并设有 969 个过桥涵洞，保障动物自由穿

行。所有桥梁式动物通道净高均在 6.5 米以上，就连长颈鹿都

不用低头通过。

作为中非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项目，蒙内铁路以高标

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不仅为肯尼亚民众守住了“绿水青

山”，更承载着当地经济通向“金山银山”的希望。肯尼亚政府

数据显示，蒙内铁路客货运量持续攀升，对肯尼亚经济的贡献

率达到 2%。截至今年 10 月底，蒙内铁路累计发送 640.9 万名

旅客，发送 149.2 万个标准集装箱、1624.5 万吨货物。蒙内铁

路货运 24 小时不间断，源源不断地将抗疫物资、粮食、化肥等

运往东非腹地。

与公路运输相比，蒙内铁路安全性高、运量大、速度快、成

本低、能耗少。从蒙巴萨到内罗毕，铁路货运时间仅为 10 小

时，较公路运输时间缩短一半以上。蒙内铁路日均开行 9 对

（18 列）货物列车，相当于公路上 980 辆平板集装箱货车的运

量。其货运机车使用的柴油量远低于公路运输，可以将温室

气体排放量降低 75%。

蒙内铁路十分重视员工属地化和能力建设。在 2000 多

人的铁路运营团队中，80%的员工来自肯尼亚。他们掌握了

管理和技术能力。目前已有 394 名当地员工通过选拔考试，

晋升至公司管理岗位。中方团队通过在当地建立人才培训基

地和铁路学院，培养了 50 余名机车司机，并资助 100 名高中毕

业生前往中国留学，为东非铁路网运营储备人才。

在“一带一路”倡议引领下，蒙内铁路项目传承丝路精神，

通过开放包容的合作助力当地可持续发展。从郑和远航抵达

非洲到新中国援建坦赞铁路，再到蒙内铁路保护生态、造福民

生，丝路精神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灵魂与血液，成为中国对

非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依托。

12 月 4 日，装载冷链集装箱的中老铁路列车从昆明腾俊国际陆港驶出。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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