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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西安國際港務區管委會主任強曉安介
紹，目前內地各城市開往中亞、歐洲的國
際貨運班列有望進行整合，形成一條中歐
快運幹線，屆時，「長安號」綫路將成為
中國西部交通的主要幹線；而作為絲綢之
路經濟帶的新起點的陝西，也將成為中國
與歐亞國家之間最便捷的雙向貿易通道。

隨着去年底「長安號」國際貨運班列的
成功運行，貨物運往中亞的時間和資金成
本均大幅下降。目前，「長安號」搭載的
貨物產地主要來自陝西、江蘇、河北和山
東等地，首班列車出口總值共計達221萬
美元（約1723.8萬港元）。

風情街再現異國風情
位於西安大唐西市的絲路風情街於去

年9月正式開業，吸引了來自伊朗、土
耳其、印度等多國商人進駐，成為絲路
沿線國家文化交流、經貿往來的重要平
台。時隔一千多年，大唐西市再次發放
絲路異國風情的魅力。人們漫步在風情
街，既可享受絲路的風土人情、品嚐特
色美食、觀賞民族表演，還可購買具有
歐亞商品。
「陝西絲綢之路文化交流中心」亦於

去年12月在西安成立，該中心將重點開
展與絲路沿線國家的各種文化交流。其

中，「今日絲綢之路－國際美術邀請
展」、「從長安到羅馬－絲綢之路展
演系列活動」兩項系列文化交流活動，
備受關注。

哈吉將設陝文化中心
哈薩克斯坦東幹協會主席安胡賽在揭

牌儀式上表示，100多年前，陝西回民
經過絲綢之路來到中亞國家，一代又一
代，從來沒有忘記過自己的老家陝西。
下一步，東干協會將在哈薩克斯坦、吉
爾吉斯斯坦設立陝西文化中心，與陝西
開展大規模合作。
據悉，100多年前，為了躲避戰亂，3萬

多陝西人經過長途跋涉，到達中亞，並繁
衍生存下來，他們居住的地方被稱為「陝
西村」。100多年過去了，居住在「陝西
村」的陝西後裔，依然說着陝西話，延續
着陝西風俗和生活習慣。目前，這支被稱
為東干人的特殊族裔共有13萬多人。

「我的家鄉陝西，就位於古絲綢之
路的起點。站在這裡，回首歷

史，我彷彿聽到了山間迴盪的聲聲駝鈴，
看到了大漠飄飛的裊裊孤煙。這一切，讓
我感到十分親切。」這是習近平去年在哈
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講
到的一段話。

「長安號」運行助向西開發
去年11月28日，滿載着「陝西製造」產

品的「長安號」國際貨運班列從西安國際
港務區出發，沿隴海蘭新線一路向西，穿
越富饒的關中平原、美麗的新疆大草原，
最終抵達哈薩克斯坦。此舉標誌着陝西建
設絲綢之路新起點邁向實質性的發展，將
重新開拓中國西部建設，促進歐亞各國之
間經濟合作和文化交流。
陝西與中亞國家間資源和經濟結構互

補性很強，經濟帶沿線國家有豐富的礦

產、能源、土地和旅遊等資源，陝西在
區位交通、科教人才、文化旅遊、能源
化工、裝備製造、現代農業等方面優勢
明顯，合作前景極為廣闊。去年，陝西
省代表團訪問哈薩克斯坦，在礦產資源
開發、電力能源、現代農業等領域達成
合作項目。陝煤集團在吉爾吉斯斯坦建
造每年80萬噸煉油項目，延長石油與中
能國際共同投資1.28億美元勘探開發吉
爾吉斯斯坦11個油氣區塊，而陝汽集團
的海外第一大市場是中亞地區和俄羅
斯，2010年累計已向俄羅斯和中亞五國
出口16,844台車輛。
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省長婁勤儉均

在剛結束的陝西省十二屆人大二次會議
上明確地表示，今年陝西將着力打造絲
綢之路經濟帶新起點，加快建設內陸開
發開放高地，建設「交通物流、科技創
新、產業合作、文化旅遊、金融合作」

五個「新起點」。

申辦首屆絲路國際博覽會
目前，陝西正在積極申辦首屆絲綢之

路經濟帶國際博覽會暨第18屆西洽會，
力爭每年舉辦一次歐亞經濟論壇。同
時，爭取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和能源俱樂
部落戶西安，建設歐亞經濟綜合園區，
將省會西安打造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開
發開放高地和金融商貿物流中心、機械
製造業中心、能源儲運交易中心、文化
旅遊中心、科技研發中心、高端人才培
養中心。
此外，陝西還將加大引進來、走出去的

力度，鼓勵能源骨幹企業參與中亞地區的
資源勘探開發，支持裝備製造、日用消費
品企業向周邊國家投資和出口產品，就
「絲路新起點」品牌，與沿線國家廣泛開
展交流合作。

「長安號」將成中歐貿易主幹線

■西安大唐西市絲綢之路風情街再現
了古絲綢之路的貿易盛況。

本報記者張仕珍攝

在日前舉行的2014年第二次
陝西省政府常務會上，陝西提
出加快絲綢之路經濟帶西安自
由貿易園區的各項準備工作，
力爭成為國家首批試點地區。
按照計劃，陝西省將對標上
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東盟自由
貿易區，整合保稅區、出口加
工區等資源，先行先試，建成
內陸改革開放新高地，樹立西
部地區大開放、大發展的新標
桿。同時，加大向西開放力
度，加快西安綜合保稅區等海
關特殊監管區整合優化，積極
借鑒上海的做法和經驗，加快
絲綢之路經濟帶西安自由貿易
園區的各項準備工作，力爭成
為國家首批試點地區。
陝西多年來積極發展與絲路
沿線國家的交流，歐亞經濟論
壇、絲綢之路沿線城市市長會
晤、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圓桌
會等，搭建了陝西與沿線各國
的交流平台，很多沿線國家也
藉機多次提出希望能與陝西在
能源等產業加強合作。
亞美尼亞久姆里市有關人員
表示，亞美尼亞在一千多年前
與中國建立關係，從古代就開
始受益於絲綢之路。目前，該
市已與陝西西安開展城市合
作，其中，能源是主要合作項
目，下一步希望在太陽能合作方
面有所進展。此外，土庫曼斯坦
馬雷市市長比爾得．阿達木拉多
夫則表示，土國的天然氣資源非
常豐富，馬雷與西安有着良好
的關係，希望加強信息分享，
不斷拓展新的合作領域。

■去年9月召開的絲綢之路經濟帶城市圓桌會上，絲路沿線9國城市
簽署了《西安宣言》。 本報記者張仕珍攝

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99月在訪問中亞四國期間月在訪問中亞四國期間，，闡闡

釋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釋了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構想，，使一度沉寂的使一度沉寂的

古絲綢之路再次煥發活力古絲綢之路再次煥發活力。。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陝西省委書記趙正永、、省省

長婁勤儉近日表示長婁勤儉近日表示，，陝西今年將着力打造絲綢之路經陝西今年將着力打造絲綢之路經

濟帶新起點濟帶新起點，，建設建設「「交通物流交通物流、、科技創新科技創新、、產業合產業合

作作、、文化旅遊文化旅遊、、金融合作金融合作」」五個五個「「新起點新起點」，」，包括爭包括爭

取建設西安自貿區取建設西安自貿區、、年辦歐亞經濟論壇等等年辦歐亞經濟論壇等等。。隨着去隨着去

年年「「長安號長安號」」國際貨運班列的成功運行國際貨運班列的成功運行，，標誌着中國標誌着中國

西部重興建設西部重興建設，，重新開放重新開放，，大力促進歐亞經貿合作和大力促進歐亞經貿合作和

文化交流文化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娟劉娟、、李陽波李陽波、、張仕珍張仕珍西安報道西安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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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人阿福於2009年來到陝
西西安，在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
院學習，自此與西安結下不解之
緣。研究生畢業後，阿福在西安成
立公司，充當中土文化交流的使
者，西安已成為他的第二故鄉。
阿福說，到絲路的起點陝西學
習地道的中國文化，是他一直的
夢想。幾年來，他在西安不但收
穫了知識，還收穫了友誼。
為了促進兩國交流，阿福在

西安學習期間就積極搭建兩地
文化交流平台，如組織在校研
究生研究中土文化差異、創建

《中國風》雜誌，在土耳其發行、參與中國中央電
視台《絲路重新開始的路程》的籌備拍攝、為中國
企業提供土耳其乃至歐洲的有關政策和商業信息
等。去年9月底，阿福也在風情街開設了一間土耳
其館，讓更多西安市民認識土國。

盼推動中土交流
阿福認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概念非常好，不單止對

中國，對沿線包括土耳其在內的幾十億人民來說都是一
件非常有利的事，涉及幾十億人民的幸福和利益。
目前，他和其團隊在中國註冊了一所新公司，主要

負責為中土文化交流，為商界提供廣告服務。現時他
正策劃一項文化交流活動，主題為「絲路織夢」，包
括組織中土藝術家互訪、中土少年兒童互訪、籌辦東
方舞國際大賽、在西安舉辦土耳其美食節等。
阿福把希望都放在中國，放在西安。他對中國發展充滿

信心，希望在推動中土兩國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有更多中
國企業參與，齊把中國文化傳播至土耳其及世界各地。

建絲路新起點
重振西部開發重振西部開發
陝

土耳其留學生
擔當文化使者

■絲路起點城市西安的地
標建築——鐘樓。

本報西安傳真

陝西省社科院文化旅遊研究中心主任
張燕研究絲綢之路已有多個年頭，她表
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復興對拉動中國
整個西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作用明
顯，意義重大。西北五省各具優勢，但
需聯合發展，共同復興絲路繁榮。
張燕表示，陝西是古絲綢之路的起

點，首府西安更是物資文化信息輸出
的源頭，相當於人體的頭部大腦；甘
肅地處河西走廊，和西域文化有融合

點，相當於人體的血管和心臟，是必
經之地；而新疆與中亞毗鄰，相當於
人體的腳部，一腳便可邁出國門，亦
因與中亞地區生活習慣相近，語言相
通，在發展邊貿方面獨具優勢。

旅遊牽線拓貿易
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的戰略

構想，為中亞各國和中國提供了重
要的發展機遇。各國需先通過發展

旅遊，加強溝通，便會帶動貿易發
展，從而促進多方面的交流互通。
張燕認為，中國現在是旅遊輸出

大國，而絲綢之路是如今世界上最
原汁原味的旅遊線路，官方應加強
引導，通過旅行社策劃通往中亞等
國的旅遊線路，加強中國民眾對中
亞國家的認知與了解。隨着旅遊熱
的興起，屆時也會帶動商品熱、漢
語熱、貿易熱，當地亦會興起中國

餐館、旅社等，中亞國家的產品也
將進入中國市場。
張燕表示，漢語熱已在中亞國家悄

然興起，中國政府應考慮在中亞國家
開辦孔子學院，傳播中國文化，同時
也讓中國了解中亞情況。沿線國家應
加強文化經濟交流，加快道路等硬件
聯通，破除發展壁壘，從而實現習近
平提出的「政策溝通、道路聯通、貿
易暢通、貨幣流通、民心相通」。

■陝西省社科院文化旅
遊研究中心主任張燕。

本報記者張仕珍 攝

西北五省宜聯手共創繁榮

經
濟
帶
復
響
駝
鈴
聲

促
進
亞
歐
交
流

■西安大唐西市絲綢之路風情街再現
了古絲綢之路的貿易盛況。

本報記者張仕珍攝 ■土耳其人阿福
視西安是其第二
故鄉。 本報記者

張仕珍攝

■■「「長安號長安號」」國際貨運班列去年國際貨運班列去年1111月月
2828日正式開通日正式開通，，標誌陝西建絲綢之路標誌陝西建絲綢之路
新起點邁出實質性發展新起點邁出實質性發展。。本報西安傳真本報西安傳真

■■沙漠中的駱駝隊緩緩沙漠中的駱駝隊緩緩
向前行進向前行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