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版 2021 年 8 月 24 日 星期二

CHINA TOURISM NEWS

热线：010-85168005 E-mail：jzz@ctnews.cn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甘肃最大的机遇在于“一带一路”。甘肃省委十三届十四次全会布局加快建设
“一带一路”上的大通道、大枢纽、大平台。甘肃文化和旅游要先行，要抓落实，着力构建敦煌文化制高
点，打造丝路旅游枢纽站。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

构建敦煌文化制高点 打造丝路旅游枢纽站

□ 陈卫中

甘 肃 发 展 与 丝 绸 之 路 的 兴
衰息息相关

丝 绸 之 路 的 复 兴 关 乎 中 华 国 运 。 历

史 上 ，甘 肃 曾 因 丝 绸 之 路 的 繁 荣 而 兴 盛 ，

因其衰败而贫瘠。

1. 汉唐繁荣。 自 汉 武 帝 开 通 丝 绸 之

路 、设“ 四 郡 ”据“ 两 关 ”后 ，甘 肃 一 度 繁

荣。《汉书·张骞李广利传》记载“使者相望

于 道 ，一 辈 大 者 数 百 ，少 者 百 余 人 ”，唐 代

诗 人 岑 参 诗 句“ 凉 州 七 里 十 万 家 ，胡 人 半

解 弹 琵 琶 ”，《旧 唐 书·地 理 志》记 述“ 元 宵

灯 会 长 安 第 一 、敦 煌 第 二 、扬 州 第 三 ”，北

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赞“天下称富庶

者 无 如 陇 右 ”等 ，均 印 证 了 当 时 甘 肃 作 为

丝绸之路黄金段的繁华。

2. 明清衰落。明 清 以 来 ，随 着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的 兴 起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逐 渐 衰 落 。

甘 肃 远 离 国 家 经 济 重 心 ，少 有 国 际 贸 易 ，

加 之 气 候 干 旱 、战 乱 频 仍 ，遂 成 为 闭 塞 之

地，陷入贫困之境。晚清陕甘总督左宗棠

曾疾呼的“陇中苦瘠甲于天下”，是这一时

期甘肃的真实写照。

3. 新中国复兴。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 ，甘

肃 发 生 了 翻 天 覆 地 的 变 化 。 特 别 是 进 入

新 时 代 ，伴 随 着“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地 处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黄 金 段 和“ 一 带 一 路 ”枢 纽 位

置的甘肃，再度迎来黄金发展期。

甘肃“软实力不软”硬实力待提升

甘 肃 省 历 史 文 化 悠 久 ，正 在 加 快 旅 游

强省建设。

1. 软实力不软。 甘 肃 省 是 中 华 民 族

和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是古代中

西 方 文 明 交 流 的 重 要 通 道 ，拥 有 7 处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数 量 居 全 国 第 二 ；拥 有 除 海 洋

和岛礁以外的所有地形地貌，文化旅游资

源富集度位居全国第五位。

2. 硬实力待提升。 2010 年到 2020 年 ，

甘 肃 省 GDP 总 量 从 3000 多 亿 元 增 长 到

9000 多 亿 元 ，纵 向 比 逐 年 攀 升 ，横 向 比 仍

在 全 国 靠 后 ，可 见 甘 肃 省 发 展 底 子 薄 ，追

赶 难 度 大 ，企 业 尤 其 是 民 营 企 业 实 力 弱 ，

经济硬实力有待提升。

3. 反弹琵琶，软实力变硬实力。甘 肃

省十大生态产业中，文旅产业已是首位产

业 。“ 十 三 五 ”期 间 ，全 省 累 计 接 待 游 客

13.2 亿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8995 亿 元 ，接

待 游 客 人 数 和 综 合 收 入 年 均 增 长 24% 和

30%。“十四五”规划中，文旅康养产业是六

大千亿级产业之一，文旅产业进入了黄金

发 展 期 。“ 十 四 五 ”期 间 ，甘 肃 将 努 力 建 设

文化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文化旅游强省，

要 把 文 旅 资 源 优 势 变 成 经 济 优 势 。 甘 肃

文化和旅游行业“反弹琵琶”“跳起来摘桃

子”，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能做多大就做多

大，为全省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构建敦煌文化制高点

2019 年 8 月 19 日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敦

煌研究院调研座谈时强调，敦煌文化是中

华 文 明 同 各 种 文 明 长 期 交 流 融 汇 的 结

果。研究和弘扬敦煌文化，既要深入挖掘

敦 煌 文 化 和 历 史 遗 存 背 后 蕴 含 的 哲 学 思

想 、人 文 精 神 、价 值 理 念 、道 德 规 范 等 ，推

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更要揭示蕴含其中的中华民族的文

化 精 神 、文 化 胸 怀 和 文 化 自 信 ，为 新 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提 供 精 神

支撑。构建敦煌文化制高点，成为我们的

政治责任和历史使命。

季羡林先生曾在 1986 年《红旗》第三期

撰文指出，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

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

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

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

是 中 国 的 敦 煌 和 新 疆 地 区 ，再 没 有 第 二

个。此外，敦煌拥有莫高窟等标志性遗存

以及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使得

敦煌更具构建文化制高点的优势。

甘 肃 文 化 和 旅 游 要 站 在“ 为 新 时 代 坚

持 和 发 展 中 国 特 色 社 会 主 义 提 供 精 神 支

撑”的高度，构建敦煌文化制高点。

1. 文物保护是前提。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把莫高窟保护好，把敦煌文化传承好，是

中华民族为世界文明进步应负的责任。莫

高窟是敦煌的灵魂，它集建筑艺术、彩塑艺

术、壁画艺术、佛教文化于一身，保存了公元

4 世纪到 10 世纪的洞窟 735 个，彩塑 3000 余

身 ，壁画 4.5 万平方米 ，是世界上所存规模

大、历时长、内容丰富的艺术宝库，是世界文

化遗产。敦煌文化又是百科全书式的文献

宝库。藏经洞中珍藏的 5 万余件古代文书

（敦煌遗书）和悬泉置遗址发现的 3.5 万余枚

简牍，所记述的历史时间之长、领域之广泛、

内容之丰富，为世界所罕见。

我们要秉持真实、完整、可延续地保护

世界文化遗产的理念，以“不改变原状”为

原则，以“数字敦煌”为创新手段，正确处理

保护管理与旅游开放的关系，持续落实《甘

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编制新的《敦煌

莫高窟保护规划》，加快实施敦煌文化遗产

保护传承创新基地、文化遗产保护国家研

究中心、莫高窟游客服务体验中心“一基地

两中心”等建设项目，既着眼于当代，又面

向未来，既保护莫高窟本体，又保护历史留

存的人文和自然环境，树立“世界文化遗产

保护典范”。

2. 敦煌学研究是核心。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努力把敦煌研究院建设成为世界文化

遗产保护的典范和敦煌学研究的高地，努力

掌握敦煌学研究的话语权。敦煌文化和历

史遗存的背后，蕴含深刻的哲学思想，由于

敦煌文化多元交流融合，更注重人精神世界

的探索，更注重人思想意识的开掘和心灵的

塑造；蕴含观照现实的人文精神，处处体现

了对现实世界的关怀，注重生活实践，追求

人生幸福；蕴含崇高唯美的价值理念，所有

壁画、彩塑都庄重典雅，传递出人类对美好

事物的共识，倡导对美的追求，对美的向往；

蕴含守正向善的道德规范，敦煌壁画的主基

调和形成的氛围是健康向善、从容乐观、积

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

新 时 代 ，要 彻 底 改 变“敦 煌 在 中 国 ，敦

煌学在国外”的状况，须全国一盘棋，加强

中外交流，全力构建敦煌文化制高点。甘

肃 要 做 敦 煌 文 化 研 究 的 原 点 、圆 点 和 支

点，发挥属地作用。通过对敦煌文化的深

入挖掘，揭示中华民族兼收并蓄的文化精

神 ，如 敦 煌 文 献 中 存 在 大 量 非 汉 语 文 献 ，

以及回鹘文、于阗文和粟特文等已经消失

的 语 言 ，这 些 语 言 与 汉 语 文 献 的 共 处 、交

流 ，反 映 了 中 华 文 化 昌 盛 带 来 的 磁 吸 效

应 ；展 示 中 华 民 族 开 放 包 容 的 文 化 胸 怀 ，

如敦煌自设郡后，儒学教育使得敦煌文人

代 出 、雅 士 不 绝 ，同 时 佛 教 与 道 教 长 期 并

存，其他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和伊斯

兰教等在特定的民族文化圈内融合发展 ；

增强中华民族集大成者的文化自信，如敦

煌石窟几乎每窟皆有乐舞形象，从早期对

印 度 、西 域 风 格 的 模 仿 ，到 隋 唐 以 后 形 成

气势恢宏的民族化新风尚，体现了中华民

族集成创新、自信恢宏的气度。

3. 数字化创新是捷径。 创 新 运 用 数

字 化 的 新 技 术 、新 手 段 ，加 强 敦 煌 石 窟 资

料整理、保护修复和遗址管理，可以少走弯

路，提高效率；与旅游融合发展，展示和再

现敦煌文化胜景，讲好丝路故事，传播中国

声音，可以增强吸引力和感染力。要坚持

“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做好数字化

回归，推动数字化共享，让更多文物走出石

窟、走上展线、走向世界，把敦煌承载的文

化胸怀、文化力量充分释放出来。要运用

新媒体平台，让全球用户通过数字化技术

足不出户就可以感受敦煌的全貌，让大家

有机会通过重新编辑、重组敦煌的各种文

化符号，参与到对敦煌文化的创新和传承

中来，参与到共建“一带一路”中来。

4. 国际化交流是坐标。数 千 年 来 ，敦

煌 处 在 被 誉 为“ 世 界 文 化 的 大 运 河 ”丝 绸

之 路 的 枢 纽 位 置 ，为“ 华 戎 所 交 一 都 会 ”。

敦煌艺术和文献本身是国际性的，敦煌学

从诞生以来就是国际性的。只有发扬“丝

路 精 神 ”，把 敦 煌 文 化 放 在 中 国 史 、欧 亚

史 、中 外 文 化 交 流 史 的 大 背 景 下 ，构 建 敦

煌 文 化 制 高 点 才 能 显 现 其 价 值 。 要 抓 住

共建“一带一路”机遇，利用敦煌文化独特

优 势 和 地 位 ，以 国 际 化 视 野 建 设“ 敦 煌 学

研 究 高 地 ”“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保 护 典 范 ”，调

动国内外资源保护和研究敦煌文化，广泛

开 展 国 际 性 展 陈 活 动 和 文 化 交 流 对 话 活

动，全面提升敦煌文化对“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和人民的感染力，以民心相通促进政

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

5.“莫高精神”传承是保障。敦煌壁画

生动反映了历朝历代敦煌人的生产生活、

民俗节庆、婚丧嫁娶等风土文化。敦煌文

献中反映了敦煌商业文化的契约精神。敦

煌文书印证了敦煌地区异族通婚、构建中

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敦煌文学”是章回

体白话小说的雏形。悬泉置汉简记载了丝

路驿站的履职情况。正是 2000 多年来官方

的、民间的，中原的、西域的各色人等汇聚

敦煌，共同创造了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敦

煌文化，协力传承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

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

神。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常书鸿、段文杰、

樊锦诗为代表的敦煌人“择一事、守一生”，

创造了“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

拓进取”的“莫高精神”，让敦煌莫高窟重新

焕发熠熠光彩。

打造丝路旅游枢纽站

传 统 意 义 上 的“ 丝 绸 之 路 ”，从 长 安

到 罗 马 ，全 长 6440 公 里 ，其 中 1650 公 里

在 甘 肃 境 内 。 西 汉 在 甘 肃 设 立 武 威 、张

掖 、酒 泉 、敦 煌 四 郡 。 东 汉 增 设 金 城 郡

（兰 州），并 配 套 五 里 一 邮 、十 里 一 亭 、三

十 里 一 置 的 驿 传 系 统 和 五 里 一 燧 、十 里

一 墩 、卅 里 一 堡 、百 里 一 城 的 军 事 防 御 体

系 ，也 是 唯 一 延 续 至 今 的 城 市 群 。 敦 煌

附 近 的 悬 泉 置 ，是 丝 绸 之 路 上 有 记 载 的

80 多 个 驿 站 中 ，唯 一 出 土 保 存 完 整 的 遗

址 和 3.5 万 余 枚 汉 简 的 丝 路 驿 站 。 2000

多 年 来 ，甘 肃 特 别 是 河 西 走 廊 因 其 战 略

通 道 和 枢 纽 地 位 ，影 响 甚 至 决 定 了 中 原

王 朝 的 兴 衰 。 随 着“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加

快 推 进 ，甘 肃 省 承 东 启 西 、北 拓 南 向 的 枢

纽 地 位 越 发 凸 显 。

1. 打造丝路旅游城市群。 汉 唐 盛 世

以 来 设 立 并 随 丝 绸 之 路 兴 盛 的 甘 肃 城 市

群 ，至 今 仍 然 是“ 一 带 一 路 ”上 较 为 集 中

并 不 断 繁 荣 发 展 的 城 市 群 。 河 西 四 郡 的

敦 煌 、酒 泉 、张 掖 、武 威 ，万 里 长 城 西 起 点

的 嘉 峪 关 ，世 界 镍 都 金 昌 ，黄 河 之 都 兰

州 ，文 明 肇 启 的 天 水 ，像 散 落 在 丝 绸 之 路

上 的 璀 璨 明 珠 ，串 点 连 线 、血 脉 相 通 。 在

新 时 代 ，甘 肃 立 足 省 内 、面 向 全 国 、走 向

世 界 ，进 一 步 规 划 ，复 兴 丝 绸 之 路 ，唱 响

“ 交 响 丝 路·如 意 甘 肃 ”品 牌 ，进 一 步 调 整

产 业 结 构 ，勃 兴 丝 路 旅 游 城 市 群 ，完 善 产

业链条，实现高质量发展。

2. 联通“陆丝”“海丝”“空丝”。 21 世

纪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和 长 江 经 济 带 成 渝 都 市

圈 经“ 西 部 陆 海 新 通 道 ”对 接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南 来 北 往 最 近 的 路 线 和 必 经 的 通 道

在 甘 肃 。

近 年 来 ，甘 肃 创 新“ 客 运 + 旅 游 ”“ 航

空 + 旅 游 ”等 引 客 入 甘 模 式 ，打 造“ 环 西

部 火 车 游 ”和“ 空 中 丝 绸 之 路 快 线 ”线 路

产 品 。 其 中 ，“ 环 西 部 火 车 游 ”打 通 省 内

敦 煌 到 陇 南 12 个 站 点 ，贯 通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黄 金 段 ；开 行“ 三 区 三 州 ”旅 游 大 环 线

专 列 ，实 现 西 北 丝 绸 之 路 与 西 南 丝 绸 之

路 的 对 接 ；形 成 环 西 部 九 省 区 市 的“ 陆 上

邮 轮 ”大 环 线 ，联 通 海 上 丝 绸 之 路 和 陆 上

丝 绸 之 路 。 目 前 已 累 计 开 行 专 列 170

列 ，组 织 游 客 15.04 万 人 次 ，实 现 旅 游 收

入 1.28 亿 元 。“ 空 中 丝 绸 之 路 快 线 ”开 通

运 营“ 杭 州 — 恩 施 — 兰 州 ”“ 南 京 — 延 安

— 兰 州 ”等 航 线 ，推 出“ 飞 天 号 ”“ 如 意

号 ”等 航 班 ，与 鄂 浙 苏 等 省 签 订 文 旅 跨 省

合 作 协 议 22 份 。 下 一 步 ，将 突 出 京 津

冀 、长 三 角 、粤 港 澳 大 湾 区 等 地 以 及 东 南

亚 、中 西 亚 ，构 建“ 一 带 一 路 ”旅 游 大 环

线 、快 通 道 ，进 一 步 迈 向 丝 路 旅 游 枢 纽 站

目 标 。

3. 搭建网上丝绸之路。 发 挥 好 兰 州

大学旅游大数据重点实验室的龙头作用，

深 化 与 腾 讯 等 企 业 合 作 ，升 级“ 一 部 手 机

游 丝 路 ”综 合 服 务 平 台 ，推 动 甘 肃 全 域 智

慧 文 旅 及 文 创 IP 体 系 化 建 设 。 充 分 利 用

互联网平台整合碎片化的旅游目的地，着

力打造网上旅游营销枢纽，让更多游客特

别 是 年 轻 一 代 认 识 甘 肃 、了 解 甘 肃 、走 进

甘肃。

放大文化和旅游业综合效应

1. 抓消费。“ 旺 丁 不 旺 财 ”是 甘 肃 省 文

旅市场的短板弱项，主要原因是消费点少

质 量 低 。 2019 年 全 省 接 待 游 客 3.74 亿 人

次 ，综 合 收 入 2680 亿 元 ，人 均 消 费 仅 717

元，低于全国人均消费水平。甘肃省文化

和 旅 游 产 业 发 展 要 由 投 资 拉 动 转 向 消 费

拉动，开发参与式、体验式的城市、景区和

乡 村 消 费 项 目 ，发 展 夜 间 经 济 ，做 热 淡 季

旅游，有效提升旅游弹性消费和二次消费

比例。

2. 抓产品。突 出“ 产 品 为 王 、市 场 为

王 ”，由“ 卖 资 源 ”转 向“ 卖 产 品 ”，变“ 美 誉

度宣传”为市场导向产品驱动。深化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集中优势资源打造品牌景

区 ，开 发 演 艺 、研 学 、康 养 、自 驾 游 等 文 旅

融合业态，打造科技类、创意类、文化类等

项 目 ，推 动 甘 肃 省 丰 富 的 自 然 遗 产 、人 文

遗 产 、民 俗 文 化 、红 色 文 化 转 化 为 符 合 市

场需求、在全国具有竞争力的文化和旅游

产 品 。 同 时 ，依 托“ 三 区 三 州 ”旅 游 大 环

线 、环 西 部 火 车 游 、空 中 丝 绸 之 路 快 线 等

线路产品，“走出去”“请进来”开拓市场。

3. 抓演艺。 演 艺 是 文 旅 融 合 的 优 选

结 合 点 、较 快 增 长 点 。 传 承 敦 煌 文 化 、丝

路 精 神 ，继 承 创 新 复 排 如《丝 路 花 雨》《大

梦 敦 煌》等 精 品 力 作 ；文 旅 融 合 ，创 排《又

见敦煌》《回道张掖》《天水千古秀》等景区

驻场演艺；以人民为中心，推出话剧《八步

沙》、歌 剧《达 玛 花 开》、陇 剧《大 禹 治 水》、

综 艺《相 约 千 年》、秦 腔《肝 胆 祁 连》、儿 童

剧《大豆谣》等一批反映时代、体现甘肃成

就的现实主义作品。常态化、便民化做好

“春绿陇原”惠民文艺展演，促进城乡群众

“富了口袋富脑袋”。

4. 抓招商。要 跳 出 甘 肃 发 展 甘 肃 ，把

甘肃的资源优势与国内外的资本优势、技

术 优 势 和 市 场 优 势 结 合 起 来 。 树 立 事 业

靠产业、产业靠企业、企业靠项目的观念，

发 挥 企 业 的 主 体 作 用 。 发 扬“ 店 小 二 ”精

神 ，政 企 合 作 招 大 引 强 ，营 造 亲 商 、稳 商 、

富 商 的 政 策 环 境 、社 会 环 境 和 服 务 环 境 。

积极搭建省内外合作平台，发挥企业的市

场 主 体 作 用 ，把 客 流 、企 业 和 项 目 引 进

来 。 以 项 目 为 支 撑 ，推 动 文 化 事 业 繁 荣 ，

文旅产业提质增效。

5. 抓节会。 敦 煌 文 博 会 和 敦 煌 行 丝

绸之路国际旅游节，是甘肃文化和旅游走

向世界的“中国品牌”，被文化和旅游部赞

誉 为 文 旅 融 合 的 典 范 。 打 造 敦 煌 文 化 制

高 点 和 丝 路 旅 游 枢 纽 站 ，要 以 文 化 为 先

导 ，以 旅 游 为 途 径 ，创 新“ 一 会 一 节 ”办 会

模式，扩大国内市场，开拓境外市场，促进

经济和社会效益双提升。

（作者系甘肃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

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