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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 10日电 （记者陈炜伟、邹多
为） 为介绍共建“一带一路”10 年来取得的成果，
进一步增进国际社会的认识理解，推进共建“一带
一路”高质量发展，让“一带一路”惠及更多国家
和人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0日发布 《共建“一带
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践》白皮书。

白皮书说，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创造性地传承弘扬古丝绸之路这一人类历
史文明发展成果，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人文内
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实践平台。

白皮书指出，10 年来，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理
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谋篇布局的

“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取得实打实、
沉甸甸的成就，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
际合作平台。

白皮书说，10年来，共建“一带一路”不仅给
相关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也为推进经济全球
化健康发展、破解全球发展难题和完善全球治理体
系作出积极贡献，开辟了人类共同实现现代化的新
路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落地生根。

白皮书指出，中国愿与各国一道，坚定不移推
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
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建设一个持久和平、
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
界，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让发展的动力源源不
断，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共同绘制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美好画卷！

白皮书除前言、结束语外分为五个部分，分别
是：源自中国属于世界；铺就共同发展繁荣之路；
促进全方位多领域互联互通；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
入正能量；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行稳致远。

（白皮书全文见第二至四版）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白瀛） 中
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
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摄制的纪录片《通向繁荣之
路》将于 10月 11日至 16日在总台央视综合频
道首播。该片旨在深刻阐释习近平主席提出
的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全面梳理总结共建

“一带一路”十年的重要进程和重大成果，展现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作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重要实践平台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纪录片分为《大
道同行》《跨越山海》《轻关易道》《心手相连》《向

新而行》《和合共
生》六集，以共商
共建共享原则为
逻辑，从基础设施

“硬联通”、规则制
度“软联通”、民心相交“心相通”等角度，聚焦十
年来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携手、互利共
赢、共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该片系统梳理了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的时代背景、倡议的内涵外延和发展脉络；
通过大数据挖掘、可视化设计与政论、纪实相
结合的方式，展现共建“一带一路”十年来取得
的丰硕成果和共建国家的并肩努力；揭秘共建
国家突破旧有规则制度壁垒、弥合不同标准阻
隔的历程，展现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携手推动
全方位多领域互联互通。

10月1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共
建“一带一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大实
践》 白皮书，系统阐述共建“一带一路”的历史
渊源、理念愿景、实现路径、实践成就和世界意
义，全面介绍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年来
的丰硕成果。

今年是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10 周
年。2013 年 3 月，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9月和10月，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
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10 年来，在各方
的共同努力下，共建“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走向国
际实践，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从
谋篇布局的“大写意”到精耕细作的“工笔画”，已经
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深受欢
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10 年实践证
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连接历史、现实与未来，源
自中国、面向世界、惠及全人类。

共建“一带一路”，根植历史，因应现实。公
元前 140 年左右的中国汉代，张骞从长安出发，
打通东方通往西方的道路，完成“凿空之旅”。千
百年来，古丝绸之路犹如川流不息的“大动脉”，
促进亚欧大陆各国互联互通，推动东西方文明交
流互鉴，积淀了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当今世界正处
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
流，世界经济面临衰退风险。中国作为经济全球
化的坚定支持者、维护者，提出共建“一带一
路”倡议，从古丝绸之路和丝路精神中汲取智慧

和力量，因应全球发展及各国期待，实现各国人
民对文明交流的渴望、对和平安宁的期盼、对共
同发展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共建“一带一路”，为世界各国走向共同发展繁
荣提供理念指引和实践路径。共建“一带一路”秉持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始终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
则，坚守开放的本色、绿色的底色、廉洁的亮色，以
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取得了实打实、沉
甸甸的成就。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匈塞铁路、比雷
埃夫斯港等一批标志性项目陆续建成并投运，中欧
班列开辟亚欧陆路运输新通道，“丝路海运”国际航
线网络遍及全球，“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
架构基本形成……共建“一带一路”以基础设施“硬
联通”为重要方向，以规则标准“软联通”为重要支
撑，以共建国家人民“心联通”为重要基础，不断深
化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
相通，不断拓展合作领域，成为当今世界范围最广、
规模最大的国际合作平台。

共建“一带一路”，既发展了中国，也造福了
世界。维修维护桥梁，解决居民出行难题；打出
水井，满足村民饮水需求；安装路灯，照亮行人
夜归之路……中国积极推进对外援助和惠及民生
的“小而美”项目建设，足迹从亚洲到非洲，从
拉丁美洲到南太平洋，一条条公路铁路，一座座
学校医院，一片片农田村舍，助力共建国家减贫
脱贫、增进民生福祉。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
出以来，老挝从“陆锁国”变成“陆联国”，马尔
代夫拥有了第一座跨海大桥，印度尼西亚迈入高

铁时代，东非拥有了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亚
吉铁路……共建“一带一路”着力解决制约大多
数发展中国家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的主要瓶颈，
激活共建国家发展动力，增强共建国家减贫能
力，为共建国家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逆全球化思潮不断涌动的背景下，共建
“一带一路”进一步打通经济全球化的大动脉，畅
通信息流、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
人员流，为经济全球化增添活力。“一带一路”智
库合作联盟、“一带一路”税收征管能力促进联
盟、“一带一路”国际科学组织联盟、“一带一
路”医学人才培养联盟、丝绸之路国际剧院联
盟、丝绸之路博物馆联盟等各类合作机制集中涌
现，共建“一带一路”成为共建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的文明交流互鉴之路。

共建“一带一路”的第一个 10 年只是序章。
10年来的实践充分证明，共建“一带一路”顺潮流、
得民心、惠民生、利天下。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的道路上，每一个共建国家都是平等的参与者、贡
献者、受益者。从新的历史起点再出发，共建“一带
一路”将会更具创新与活力，更加开放和包容，为
中国和世界打开新的机遇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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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源自中国属于世界
本报记者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纪录片

《通 向 繁 荣 之 路》将 播

“沪滇·澜湄线”国际货运班列开行首发仪式近日在云南省昆明市王家营西集
装箱中心站举行。满载来自东南亚地区的水果、橡胶和白糖、金属硅等产品的班
列，驶向上海临港新片区芦潮港站。图为“沪滇·澜湄线”国际货运班列驶出王家营
西集装箱中心站。 陈 畅摄 （人民视觉）

首趟“沪滇·澜湄线”
国 际 货 运 班 列 开 行
首趟“沪滇·澜湄线”
国 际 货 运 班 列 开 行

本报北京10月10日电（记者严冰） 记者
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10 月 11
日零时起，全国铁路将实行第四季度列车运
行图。调图后，全国铁路计划每日安排开行
旅客列车 11075列，较现图增加 449列；开行
货物列车 22224 列，较现图增加 42 列，铁路

客货运输能力进
一步提升，为更
好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提供有力运
输保障。

国铁集团运输部负责人介绍，此次调
图，铁路部门充分运用贵南、贵广高铁新增
能力优化西南地区运行图，进一步密切西南
和华南地区联系。其中，8月31日开通运营的
贵南高铁，安排动车组列车日常线、周末线
共68列，较现图增加20列。

10月11日起

全国铁路实行第四季度运行图

连日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宣传
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认
真领会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
议精神，表示要在本职工作中积
极践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努力在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
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
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在实践中学深悟透
习近平文化思想

“习近平文化思想标志着我
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
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
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在党的宣传思想文
化事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清华大
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肖贵清表示，这一重要思想是
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
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体
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贯
通、国内与国际的统一，具有高度的真理
性、人民性、实践性。

深入领会新时代以来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
得的历史性成就，四川省委宣传部政策法规研
究室主任张雄表示，这最根本就在于有习近平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开展工作的科学行动
指南。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坚持守正创
新，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高质量发展，促
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加快建设新时代
文化强省，以巴蜀文化之光为中华文明添
彩。”张雄说。

“新时代以来，我国网络空间气象一新，

主流思想舆论巩固壮大，网络综合治理体系
基本建成，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这些
成就的取得，生动彰显了习近平文化思想在
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强大伟力。”中央
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新闻处处长李斐表示，将
立足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
充分发挥网络传播优势，以技术创新赋能内
容创新、形式创新、传播创新，持续打造网
宣品牌，不断创作传播精品，努力以全媒体
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
这次会议精神，中国文联理论研究室政策
研究处处长张鑫对习近平文化思想有了进
一步理解。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
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
工作’，做好这项工作，文艺工作者责无旁
贷。”张鑫表示，将进一步学深悟透习近平
文化思想，把这一重要思想的研究宣传阐释
工作做得更接地气，推动广大文艺工作者深
入生活、扎根人民，创作精品佳作，为建设
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文艺力量。

深刻把握新形势落实新要求

在谈到对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提出
的“七个着力”的理解时，贵州省六盘水市
水城区委书记陈石说：“‘七个着力’的第一
点就是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
导，这也是我们开展工作的重要遵循。我们
将进一步加强党的领导，落实好意识形态责
任制，加快形成以区属新闻媒体为龙头、政
务新媒体参与、自媒体联动的传播矩阵，让
党的创新理论走进千家万户。”

秋高气爽，位于河南省安阳市西北郊的
殷墟博物馆游客络绎不绝。

“我们将聚焦‘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借助数字化技术手段、增强沉浸式体验
等让古老殷墟‘活起来’，推动传统文化持续
焕发新光彩。”殷墟博物馆党总支书记、常务
副馆长赵清荣说。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霍尔果斯市委常
委、宣传部部长周虹对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感触颇深。
“作为古丝绸之路上的‘千年驿站’、我

国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霍尔果斯通过常态
化开展中外媒体沙龙等国际媒体交流活动，
不断扩大国际传播‘朋友圈’。”周虹说，将
继续创新传播理念和方式、构建对外传播话
语体系，多渠道多形式讲好新时代霍尔果斯
故事，让世界看见一个真实、生动、开放、
团结的美丽新疆。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国家文
物局考古司考古管理处处长胡传耸表示，将
持续推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
重大项目，聚焦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
明起源、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等关键问题联
合攻关，做好城乡建设中的历史文化保护，
为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注入深厚持久的文
化力量。

不断提高工作质量效能

延河之畔，中国延安干部学院的教师们
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会议
精神。

“学院教学工作将在真学真懂
真信真用、深化内化转化上下功
夫，借助当地独特历史文化资源，
将原著导读、案例教学、实地走访
相结合，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进
一步引导学员坚定文化自信，强
化政治担当。”中国延安干部学
院教学科研部党建教研室主任王
涛说。

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精神，新华社记者朱基
钗对今后的工作方向更加明晰：

“我们将把握正确政治方向和舆
论导向，在增强‘四力’中提升业务本领，
努力推出更多服务国家大局、把握时代脉
搏、反映人民心声的新闻佳作，让党的主张
成为新时代的最强音，让主旋律成为聚人心
的正能量。”

“一段时间以来，邵阳市推出身边好人
‘微讲堂’等一系列举措，推动精神文明建设
走深走实。”湖南省邵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
市文明办主任张映梅说，将不断改革创新，
运用新技术手段推动精神文明建设进基层、
上网络、入人心，让群众更好共享精神文明
建设成果。

“总书记提出‘不断开创新时代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新局面’，出版工作者重任在肩，大
有可为。”江苏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总
编辑徐海表示，将加快数字化建设，聚焦

“兴文化”、坚持“出精品”、着力“育新
人”，打造服务于全民阅读与智慧教育的数字
出版平台，推出更多富有时代精神的优秀文
化产品，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
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新华社北京10月10日电）

学思践悟创新理论 担当新的文化使命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

和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精神
新华社记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