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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消息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
何亚东 7日说，我国积极拓展和深化“丝
路电商”国际合作，已与 29 个国家建立
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与 18个国家签
署数字经济投资合作备忘录，一批数字
企业成功出海。目前我国已签署的 21
个自贸协定中，有 10个设置了电子商务
或数字经济专章，数字经济国际朋友圈
不断扩大。

何亚东在当天举行的商务部例行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为大力发展数字贸
易，商务部推动出台促进数字贸易改革

创新发展的政策措施，做强做优国家数
字服务出口基地，推进成立商务部数字
贸易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加强数字贸易
国际合作，与中亚五国经贸部门签署数
字贸易领域合作谅解备忘录。2022年，
我国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额达
3727 亿美元，同比增长 3.4％，居全球第
五位。

何亚东介绍，由商务部和浙江省共
同主办的第二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
于11月23日至27日在杭州举办。目前，
第二届数贸会正在全面招商招展。

我国已与29个国家建立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

流沙本不语，却在月牙泉畔，鸣唱着千年

风雅。敦煌虽无海，却能海纳百川，交融着多

元文化。

千年一瞬，再聚今朝。9月 7日，敦煌文博

会“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2023）”在敦煌国际

会展中心举办。本次论坛主题为“推动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与会人

士围绕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加强文化

传播创新等主题进行演讲，开展交流讨论。

古老音符穿过历史长河，而今又谱新曲。

此刻，智慧的观点在这里交锋，思想的火花在

这里碰撞，共同凝聚成担当新的文化使命的共

识，共同写就继续推动文化繁荣的乐章。

赓续千年文脉 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初秋的敦煌，晴空和细雨交替。踏上这片

沙漠绿洲，时空仿佛变成莫高窟里的重层壁

画，历史与今天紧挨在一起。

遥想古丝绸之路绵亘万里，如今，共建“一

带一路”取得实打实、沉甸甸的成就。“今年是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十周

年，我们要坚定文化自信，研究保护文化遗产，

深入阐释文化遗产及文物蕴藏的文化精髓与

价值，进一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为高效落实‘一带一路’建设贡

献积极力量。”文化和旅游部党组成员、故宫博

物院院长王旭东说。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次的精神追

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标识，是弘扬中国

精神、凝聚中国力量的‘活的灵魂’。”中国国家

博物馆馆长王春法表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根本任务就是不断增

强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

强大精神动力。“双创”既要通过各种先进技术

手段活其形，更要通过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相结合传其魂。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国强认

为，在“两个结合”领航下，以中国式现代化创

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必须坚定文化自信、秉持

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必须立足中华民族

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实践，用中国道理总结中

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必须大

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赋予古老的中华文明更加鲜活、更富有

生命力的时代特征，从而为人类文明事业提供

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鉴古知今，彰往察来。“今天，丝绸之路已

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合作的象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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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彰显诠释着中华文明的内涵。丝绸之

路上的文化交流为历史上世界和平发展提供

重要动力，在维护世界秩序构建方面的历史作

用不容忽视。”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

长刘再聪说。

“敦煌自西汉以来就是中外文明交流交往

交融的地方。”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长

江学者特聘教授郑炳林，从敦煌是汉唐华戎交

汇的都会所在、是多种文化的交融之地、是经

营西域的基地所在等不同侧面，细致描摹出汉

代敦煌的模样，展现千年流转中的敦煌的变与

不变。

“敦煌文化充满活态势能，形、气、神交融

一体，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

和平性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键元素，应不

断探索敦煌文化精髓，展现其‘通、交、融’的文

化特色，努力以中国特色丰富人类文明新形

态，为人类社会发展道路增添新选择。”内蒙古

师范大学民族学人类学学院资深教授纳日碧

力戈说。

坚持守正创新 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五千多年传承与积淀中，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既有不变的核心价值，也有随时代变迁而萌

发的新枝。

还未步入“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2023）”，

会场外的文创展示区里，一本本设计感十足的

手工书，一件件精美独特的文创产品，已经赚

足了关注度。而在会场内，围绕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交流热烈进行。

古籍是中华文明的瑰宝，是中华民族的宝

贵精神财富。作为国家总书库、国家古籍保护

中心、国家典籍博物馆的中国国家图书馆，承

担着全面搜集、妥善保护、系统整理、转化利用

古籍资源的重任。（转十版）

本报兰州讯（记者邱瑾玉）9月 8日，省政

协召开重点提案协商督办会，就省政协十三届

一次会议第0162号《关于进一步完善甘肃省重

大地质灾害监测预警综合能力的提案》进行协

商督办。省政协副主席贠建民出席督办会并

讲话。

督办会上，提案承办单位省自然资源厅通

报了提案办理情况。提案者省政协委员、兰州

大学张帆宇教授介绍了提案缘由，并结合兰州

大学在地质灾害预警相关研究方面的情况提

出意见建议。省政府督查室、省政协提案委分

别就进一步做好提案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了大家的发言后，贠建民说，

提案聚焦群众关心关注的地质灾害防治问题，

在大量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提出富有前瞻性、

系统性、科学性的建议，提案问题抓得准、建议

提得好。承办部门为了办好这次提案，对重点

地区不同灾害类型预警做了深入调查研究，摸

清了底子，吃透了问题，让提案的办理重点突

出、方向明确，办理更有针对性、实效性。他强

调，要提高思想认识，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清醒认识地质灾害多发频发的态势，强化

安全风险防范意识，采取有力措施有效减轻地

质灾害风险，最大程度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

全。要压实各方责任，抓实做好监测预警工

作，夯实打牢群测群防责任体系，确保工作不

断档、信息不掉链，积极推进智能化监测预警

防控平台建设。要聚焦重点领域，坚持问题导

向，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做好主动防控、源

头防控、总体防控和有效防控，努力进行系统

性综合性防范化解。要加强协调联动，强化应

急保障，确保科学高效应对突发情况，最大限

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会前，贠建民带领提案督办调研组来到省

自然资源厅地质灾害防治技术指导中心，调研

全省监测预警工作开展情况，并前往红山根四

村现场调研滑坡群专业监测设备及专群结合

监测预警点项目。

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暑假，国产动漫电影《长安三

万里》走红银幕。那些伟大的盛唐诗人和他们留给

后世的瑰丽诗篇穿越千年，透过大银幕与观众相遇，

便立刻唤起国人的文化基因，以至于每间放映厅都

变成唐诗集体朗诵现场。《长安三万里》的“爆火”，正

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个

鲜活例证。

事实上，历史文化类文艺作品向来备受广大受

众的关注。在许多经典作品传唱不息、回响绵长的

同时，一些背离历史真实的“戏说”，也同样流播甚

广，引起各界的思考。

“历史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需要更多的新颖形式

和创新产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文学艺术的创

作、电影电视的表达、舞台艺术的展现，都是贴合广

大受众需求的非常有效的方式。”在第六届敦煌文博

会“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2023）”期间接受记者采访

时，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

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李国强说，近年来，一批

批优秀的历史文化题材的文艺作品不断被创作出

来，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发挥了独特的

助推作用。 （转十一版）

鸣沙千年唱敦煌 海纳百川共扬帆
——敦煌文博会“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2023）”综述

□ 本报记者 张柳 崔莹 师向东

历史学人要担起建设中华
民族现代文明的伟大使命

——专访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

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

史学院院长李国强

□ 本报记者师向东 崔莹 张柳

戴上VR眼镜，来到莫高窟 285窟自由探索；进

入游戏世界，在“数字藏经洞”来一场超时空沉浸式

体验；动动指尖，打开“云游敦煌”文博小程序，展开

奇幻之旅；相加、旋转、层叠，用敦煌藻井元素创作专

属自己的丝巾……

9 月 7 日，敦煌文博会“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

（2023）”上，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副总裁李航分享了

通过下一代互联网技术助力传统文化深度传承的探索

与思考。

“过去七年，我们携手故宫博物院、敦煌研究院，

以及长城、三星堆等文博机构，探索以数字化创意

和社交连接，助力传统文化的活化与传承，希望通过

一部手机，就能实现传统文化随时随地触手可及，

并且融入到公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李航介绍，截至

目前，累计有数亿人次参与体验了“云游敦煌”小程

序、故宫“古画会唱歌”数字音乐专辑、“敦煌动画剧”

“敦煌诗巾”文创小程序等一批经典文博创意项目。

“文化+科技”“文化+游戏”，不仅能让体验者一

秒穿越古今，更开启了“硬核故事”的新篇章。就在

本次论坛上，李航展示了腾讯与敦煌研究院联合打

造的“数字藏经洞”，在数字照扫技术的支持与游戏

引擎的驱动下，早已消逝的藏经洞重现世间，玩家甚

至还能亲身参与到历史事件中去。 （转十一版）

——专访腾讯集团市场与公关部

副总裁李航

2000多年来，丝绸之路在推进人类文明进步、促

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构建世界新秩序方面起到了

不可替代的作用。今天，丝绸之路已成为东西方文

化交流合作的象征，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

鉴、互利共赢”为代表的丝绸之路精神已经成为世界

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在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文化

交流与合作论坛（2023）”上，甘肃省政协委员、西北师

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刘再聪，围绕丝绸之路的开

通、运行及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流作主题演讲。

在论坛期间接受记者采访时，刘再聪说，西汉时

期张骞出使西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开通。尽

管张骞“凿空”西域的本意，在于联系大月氏共抗匈

奴，但西域地区丰富的物产，意外地激发了汉帝国对

与西域诸国交通的浓厚兴趣，自此，中原地区与中

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世界链接起来。一方面，西域乃

至中西亚、地中海国家的“殊方异物，四面而至”，中

原地区的丝绸等物品也源源不断地输送到西域乃至

更西方。另一方面，伴随着商旅的往来，中西方的文

化交流也从此翻开新的一页，谱写了人类文明交流

交往交融的绚丽华章。 （转十一版）

——专访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院长刘再聪

距今1000多年前的唐朝，一场盛大的晚宴即将在唐

宫举行，一队画着“斜红”妆的唐朝少女，正嬉闹着走向宫

殿准备为今晚的宴会演奏节目。少女们路遇一弯湖水，

纷纷以水为镜敛起了妆容，有的忽然被触动了思乡之情，

举起手中的笛子吹奏，有的在舒缓的音乐中恹恹欲睡。

但是紧接着，庄严的号角声响起，所有人立即整装列队步

入殿堂，在夜宴上奉献了一场精妙的演出。随后，少女们

逐渐背向观众、灯光渐暗、画面定格，随着掌声的响起，观

众们才恍然大悟，原来这已是一段“远去的历史”。

这正是2021年2月10日，在河南卫视春晚首播的

舞蹈节目《唐宫夜宴》，节目一经播出便在当地引发盛

赞。随着节目视频在网络端的二次传播、电视台的重

播，其精致诙谐的舞蹈编排、雍容大气的高科技特效，乃

至于圆润讨喜的“唐宫少女”形象，迅速火“出圈”，不仅

获得了观众的好评，还获得了历史文化学者、文博爱好

者的赞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创造性转化，如何

创新性发展，河南广播电视台交出了自己的答卷。

“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创造、传播新文

化是根本。新文化应该是大众共鸣的，契合当下人

民群众的价值取向、审美趣味、生活期盼，特别是契

合当代年轻人乐于接受、主动参与、积极传播优秀中

华文化的移情性，以喜闻乐见的视听方式去呈现，使

人民在精神生活上更加充盈起来。 （转十一版）

——专访河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省广播电视台台长王仁海

以硬核技术书写硬核故事
打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新篇章

传承弘扬丝绸之路精神
仍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创造属于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第六届丝绸之路第六届丝绸之路（（敦煌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国际文化博览会““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文化交流与合作论坛（（2023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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