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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然地理

（一）地理概况

甘肃位于祖国地理中心，介于北纬 32°11′~42°57′，东经 92°13′~108°46′，地貌复杂多样，

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类型齐全，交错分布，地势自西南向东北倾斜。地

形呈狭长状，东西长 1655公里，南北宽 530公里，复杂的地貌形态，大致可分为各具特色

的六大地形区域。

陇南山地：这里重峦叠嶂，山高谷深，植被丰厚，到处清流不息。这一区域大致包括渭

水以南、临潭、迭部一线以东的山区，为秦岭的西延部分。

陇中黄土高原：位于甘肃省中部和东部，东起甘陕省界，西至乌鞘岭畔。这里曾经孕育

了华夏民族的祖先，建立过炎黄子孙的家园，亿万年地壳变迁和历代战乱，灾害侵蚀，使它

支离破碎，尤以定西中部地区成了祖国最贫瘠的地方之一，但蕴含着无尽的宝藏，有丰富的

石油、煤炭资源。

甘南高原：它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东部边缘一隅，地势高耸，平均海拔超过

3000米，是个典型的高原区。这里草滩宽广，水草丰美，牛肥马壮，是甘肃省主要畜牧业

基地之一。

河西走廊：斜卧于祁连山以北，北山以南，东起乌鞘岭，西迄甘新交界，是块自东向西、

由南而北倾斜的狭长地带。海拔在 1000~1500米之间。长约 1000余公里，宽由几公里到百

余公里不等。这里地势平坦，机耕条件好，光热充足，水资源丰富，是著名的戈壁绿洲，有

着发展农业的广阔前景，是甘肃主要的商品粮基地。

祁连山地：在河西走廊以南，长达 1000多公里，大部分海拔在 3500米以上，终年积雪，

冰川逶迤，是河西走廊的天然固体水库，荒漠、草场、森林、冰雪等植被垂直分布明显。

河西走廊以北地带：这块东西长 1000多公里，海拔在 1000~3600米的地带，习惯称之

为北山山地，这里靠近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风高沙大，山岩裸露，荒漠连片，具有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的塞外风光”。

（二）甘肃气候

甘肃各地气候类型多样，从南向北包括了亚热带季风气候、温带季风气候、温带大陆性

（干旱）气候和高原高寒气候等四大气候类型。年平均气温 0~15℃，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

年平均降水量在 40~750毫米之间，干旱、半干旱区占总面积的 75%。主要气象灾害有干旱、

暴雨洪涝、冰雹、大风、沙尘暴和霜冻等。

二、自然资源

（一）土地资源

全省土地总面积 42.59万平方公里（其中宁夏自治区飞地 53.22平方公里）。全省主要地

类面积及地类构成情况：耕地 537.52万公顷（8062.8万亩）占 12.62%；园地 25.69万公顷

（386.35万亩）占 0.60%；林地 609.92万公顷（9148.79万亩）占 14.32%；草地 1419.37万

公顷（21290.54万亩）占 33.33%；城镇村及工矿用地 77.52万公顷（1162.8万亩）占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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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用地 26.05 万公顷（390.75 万亩）占 0.61%；水域及水利设施用地 74.76 万公顷

（1121.40万亩）占 1.76%；其他土地 1488.06万公顷（22320.89万亩）占 34.94%。全省土

地利用率为 45.66%；尚未利用的土地有 2314.37万公顷（34715.53万亩），占全省总土地面

积的 54.34%（包括其他草地、河流水面、湖泊水面、内陆滩涂、冰川及永久积雪、盐碱地、

沼泽地、沙地、裸地）。

（二）矿产资源

甘肃是矿产资源比较丰富的省份之一，矿业开发已成为甘肃的重要经济支柱。境内成矿

地质条件优越，矿产资源较为丰富。截至 2015年底全省已发现各类矿产 119种（计算到亚

矿种则为 180种），其中，已查明资源储量的 77种（计算到亚种则为 114种）。列入《甘肃

省矿产资源储量表》98种、矿产地 1370 处（含共伴生矿产），其中大型规模矿床 117个、

中型 213个、小型 1040个。在已查明的矿产中，甘肃资源储量名列全国第 1位的有镍、钴、

铂族金属等 10种，位居前 5有 38种，居前 10位的有 71种。

（三）能源资源

甘肃省能源种类较多，除煤炭、石油、天然气外，还有太阳能、风能等新能源。其中，

石油可采储量为 6亿吨，天然气探明储量 31.57亿 m³，集中分布在河西玉门和陇东长庆两

油区。全省煤炭预测储量为 1428亿吨，已探明 125亿吨，保有资源储量 120亿吨，煤炭资

源集中分布于庆阳、华亭、靖远和窑街等矿区。甘肃风能资源丰富，总储量为 2.37亿 kW，

风力资源居全国第 5位，可利用和季节可利用区的面积为 17.66万 km2，主要集中在河西走

廊和省内部分山口地区，河西的瓜州素有“世界风库”之称。截至 2015年底，全省煤炭已

查明资源储量 312.61亿吨。石油已探明地质储量 17.73亿吨，天然气已探明地质储量 1522.24

亿立方米。

三、历史人文

（一）历史沿革

甘肃是一个历史悠久、文化底蕴厚重的省份。商周之际，周秦部族先后在今甘肃东部崛

起并向东发展，对国家政治生活产生过重大影响。汉武帝至昭帝间陆续设武威、张掖、敦煌、

天水、安定、武都、金城诸郡。至元，全国创设省制，甘肃正式设省。至清朝乾隆年间，甘

肃辖区除今省境外，尚辖西宁府、宁夏府及新疆东境一部。光绪十年（公元 1884年），新疆

建省。民国十八年（1929年）分置宁夏、青海省，其行政区域大体与今相同。甘肃是中华

民族和华夏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和黄帝相传诞生在甘肃，

故有“羲轩桑梓”之称。周人崛起于庆阳，秦人肇基于天水。汉代的开边政策和张骞通西域

成功开通了丝绸之路。隋唐时期，甘肃成为我国联系西域各国和欧洲的重要通道，武威、张

掖、敦煌成为经济文化繁荣的国际性贸易城市，整个河陇地区农桑繁盛、士民殷富，《资治

通鉴》有“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的记载。海路开通后，随着全国政治经济文化重心的

东移南迁，特别是由于气候和生态条件的变化，甘肃渐渐成为荒僻之地。一百多年前，左宗

棠向清政府奏称“甘肃地处边陲，土旷人稀，瘠苦甲于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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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代，居于泾河、渭河流域尚处于氏族部落阶段的周朝的祖先周部落，改善耕作，开拓

了我国最早的农业。周文王灭商以前，战败了西戎混夷，把境域扩展到密（今灵台县）。这

一时期，甘肃境内有羌方、共（今泾川县北）、密（今灵台县西）等方国部落。

西周时，秦人的祖先在省境东部，即今天水地区定居下来，开始了由游牧经济向农业经

济的缓慢过渡，而游牧生活仍占居主要的地位。

春秋时期，省境属秦国和西戎。西戎中较大的几个是：绵诸（天水附近）、邽戎（天水

西南）、冀戎（今甘谷县南）、义渠戎（六盘山左右，今甘肃庆阳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地

区）、翟（今临洮县）、豲（今陇西县北）。这些戎族，仍保持着“以国为氏”的习惯，虽

号称为国，实际上还处于原始社会阶段。西戎各国与秦国相邻。公元前 770年刚刚立国的秦

国为了扩充势力，把它的视野对准西戎。公元前 688年（秦武公十年）秦国在己被征服的邽

戎、冀戎地区，设邽县（今天水麦积区南）、冀县（今甘谷县）。这是甘肃历史上建立最早

的两个县。

战国时期，秦国的疆域己达今甘肃的东南部。公元前 320年秦派兵伐义渠，攻郁郅（今

庆城县东），公元前 314年再次伐义渠，得 25城。至秦昭王时，义渠等戎终为秦所并，以

其地设郡置县，加强统治。

秦统一六国，建立起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全面推广春秋战国时期己出

现的郡县制，分全国为 36郡（后增为 40郡）。当时，省境行政区划为郡、县两级制，共设

陇西、北地 2郡。陇西郡郡治狄道（故治在今临洮县东北），辖区约当今甘肃东南部之地；

北地郡治义渠（故治在今宁县西北），辖区约当今甘肃东北部和宁夏回族自治区东南部之地。

今甘南东南隅之一部属汉中郡（治南郑，今陕西省汉中）。县以下基层行政组织为乡、里。

西汉时期的行政区划同秦代一样，仍为郡县两级制。公元前 205年，汉高祖始占有陇西、

北地两郡。随着汉王朝疆域的不断扩大，郡县数随之猛增。

东汉时，行政区划大体上是州、郡、县三级制。汉灵帝中平 5年（公元 188年），为了

加强地方官的实力，镇压农民起义，改革地方行政制度，扩大刺史权力，并将刺史更名为州

牧，确定州为郡上面的一级地方政权。这就使实行了 400年之久的郡县两级制扩大为州、郡、

县三级制。

三国和魏晋南北朝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州、郡、县三级制。

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省境共置凉州 1州（另有一部分地方分属雍州和益州）、12

郡、77个县。大部分地方属魏国，南部的部分地区属蜀国。西晋，省境设凉州、秦州，兼

属雍州，统 12个郡、72个县。凉州，治姑臧（今武威市），辖 6个郡、41个县，即金城郡、

武威郡、张掖郡、敦煌郡、酒泉郡、西郡（今山丹一带）；秦州，治冀县（故治在今甘谷县

东南，后迁至上邽，即今天水），统 6个郡、24个县，即陇西郡、南安郡、天水郡、略阳

郡（原广魏郡，晋武帝时更名）、武都郡、阴平郡（今文县和甘肃省平武县）。属雍州（治

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的为安定郡，治临泾（今镇原县），统 7个县。

进入东晋，社会动乱，北方形成分裂割据局面。从西晋末到十六国时期，跨境或在甘肃

境内先后建立的割据政权有：后赵、前秦、后秦，各占有约当今甘肃一部之地；前凉（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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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4~公元 376年），历时 62年，治姑臧（今武威市），辖区东至秦陇，北及居延，南逾河

湟，西至葱岭；西秦，都苑川（今榆中县东北），辖区约当今甘肃西南部；后凉（公元 386

年~公元 403年），都姑臧，建国 18年，初有前凉旧地，后除姑臧外，仅有仓松（今古浪西）、

番禾（今永昌西）2郡；南凉（公元 397年~公元 414年）立国 18年，都廉川堡（今青海省

乐都县），辖地东至金城，西到青海，北据广武（今永登东南），南有河湟；北凉（公元

397年~公元 439年），历时 43年，初都张掖，后迁姑臧，据有武威、张掖、敦煌、酒泉、

金城、西海、西平、乐都等郡地；西凉（公元 400年~公元 420年），立国 21年，都敦煌，

后迁酒泉，辖区约有今肃州区、玉门、瓜州、敦煌（市、区）。

南北朝时期，甘肃先后为北魏、西魏、北周的统治地区。这一时期，南北对峙，国家分

裂，州县林立，政权更替频繁，“百户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民空张郡目”的情况比比皆是，

行政建置十分混乱。

北魏，甘肃境设置 8个州、35个郡、91个县。

北周，甘肃境设 22州、56郡、104县。到隋唐五代，又回到秦汉的郡县两级制。

隋初，隋文帝为改变南北朝时期州、郡、县三级体制过于分散的状况，根据“存要去闲，

并小为大”的原则，开皇 3年（公元 583年）裁并州郡，取消郡一级建制，实行以州统县，

使东汉末年以来实行的三级地方政制，重新恢复为州、县两级制。隋炀帝大业 3年（公元

607年），又改州为郡，以郡统县，并分郡为上、中、下三等。另设司隶和刺史分部巡察，

主掌监察。经裁并，省境共设 16郡、76县。同北周时相比，裁撤了 22个州、40个郡、28

个县。

唐朝，初改郡为州，唐玄宗时又改州为郡，唐肃宗时再改郡为州，终唐之世，仍为州、

县两级制，郡只是地理区域的名称。按照唐的定制，州分辅、雄、望、紧、上、中、下七等，

县分上、中、下三等。类似这样的划分，一直延续到清代。当时省境共设 22州，辖 67县。

贞元以后，唐朝政府悉调西北戎军平定“安史之乱”，汉唐以来成为东西交通咽喉之地的河

西走廊空虚，吐蕃乘机占领河西，先后攻陷甘、凉、肃、瓜、沙和熙、河、洮、岷、宕等州，

控制河陇地区前后约八九十年之久。五代时期，后梁占有甘肃之一部，后唐约有秦、阶、成、

泾、原等州，后晋据有武州（今环县），后周有秦、阶、成州，前蜀占据甘肃的东南部。

（二）民风民俗

1、安平手工艺品——剪纸

在庆阳民间，逢年过节，娶媳嫁女，满月祝寿，农村妇女们都要打扫庭室、裱糊墙壁，

又要执剪铰纸，制作窗花。在窗框、炕围、墙壁、门扇上贴上红红绿绿的各种剪纸花，把自

己的居室打扮得五彩缤纷、红红火火。这些剪纸花，因贴的位置不同而名称各异。贴在门上

的叫门花，贴在窗上的叫窗花，贴在炕墙上的叫炕围花，贴在顶棚上的叫顶棚花。

庆阳剪纸源于生活、讲究情趣，是劳动妇女生产生活习俗和文化传承的结晶，是她们的

爱心浇灌的花朵。著名民俗学家靳之林先生称剪纸艺人是“真正的艺术家”。并说，“庆阳

剪纸在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美学、艺术学领域里，为我们提供了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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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富的新课题。一幅传统的陇东民俗剪纸，不仅是一张剪纸，而且是凝聚中华民族几千年

历史文化传统的结晶。”

2、世界文化遗产——天水古民居

古建民居是天水市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标志，现存的古建民居共分为六个片

区，占地面积约 16公顷，是中国西北地区现存规模较大和保存较好的明清时期居民院落群。

天水民居继承了秦汉唐宋建筑的优良传统，所以显得朴素典雅，古风犹存。其土墙古槐、

木楼竹影又说明，天水民居既有北方民居的厚重和严谨，也有南方民居的轻巧和灵动，这在

西北乃至全国都是绝无仅有的。具体地说，在院落布局方面，天水民居以北方常见的四合院

为主，同时又融进了南方民居常见的小天井，并对其进行组合和变形，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样

式，极具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在房屋种类上，既有土木结构和砖木结构的瓦房，也有许多

不同风格的木楼。在“大屋顶”的设计上，除了因为雨多，没有采用西北地区常见的平顶外，

硬山顶式、悬山顶式和歇山顶式一应俱全。在院内绿化方面，天水民居多选用竹子腊梅银杏

等南方植物，与院外高大的古槐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木雕方面，既有粗旷流畅之笔，又有精

雕细刻的微型作品。除了具有地方特色的蚂蚱和八卦图外，还有常见的云纹、博古纹等，花

色繁多，工艺精湛。

四、经济发展

2017年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继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强化举措、靠实责任，全面做好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

惠民生、防风险各项工作。省发展改革委、省统计局、国家统计局甘肃调查总队 4月 26日

公布的数据显示，一季度，全省生产总值 1388.75亿元，同比增长 6.1%，全省经济运行总

体平稳健康。

今年我省农业生产实现稳步增长。一季度，全省农林牧渔业增加值 119.08亿元，同比

增长 4.5%，其中蔬菜总产量 132.16万吨，增长 6.5%；水果产量 0.56万吨，增长 8.3%。一

季度末，全省牛存栏 549.01万头，同比增长 2.8%；出栏 50.99万头，增长 5.2%。羊存栏 2002.82

万只，下降 1.2%；出栏 381.36万只，增长 5.3%。猪存栏 523.05万头，下降 2.8%；出栏 283.99

万头，增长 2.2%。

今年以来，我省加快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工业生产平稳增长，结构调整稳步推进。一季

度，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 393.9亿元，同比增长 4.4%。从轻重工业看，重工

业增加值 321.5亿元，增长 4.1%；轻工业增加值 72.5亿元，增长 5.5%。1至 2月，全省规

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8.5亿元，去年同期为亏损 11亿元。

此外，一季度，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 727亿元，同比增长 8.2%。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800.1亿元，同比增长 9.1%。其中，城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630.3亿元，增长 8.9%；乡村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169.8亿元，增长 9.9%。批发业销售额 1254.6亿元，同比增长 17.5%；

零售业销售额 800.7亿元，增长 13.0%；住宿业营业额 22.3亿元，增长 12.3%；餐饮业营业

额 154.5亿元，增长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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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甘肃与“一带一路”

丝绸之路三千里，华夏文明八千年。甘肃，犹如一柄如意镶嵌在中国大西北，既有过使

者相望于道、商旅不绝于途的辉煌，也有过隋朝时期在张掖焉支山举办万国博览会的传奇，

见证了“黄金通道”的繁华。

2013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重大倡议，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全线拓展，甘肃站在发展的新起点上，展现出光明而美

好的发展前景。“一带一路”巨笔正在擘画甘肃发展的崭新蓝图。

“一带一路”重大倡议的实施，使甘肃成为丝路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

从 2013年至今，“一带一路”无疑是最热的词汇之一。

丝绸之路全长 7000多公里，在我国境内总长 4600多公里，在我省境内贯通全省长达

1600余公里。甘肃是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欧洲的重要交通枢纽、商贸物流和能源输送大通

道，处于承东启西、南拓北展的重要地位。

我省与中亚、西亚国家地缘相近、人文相通，人员往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敦煌文化、

黄河文化等为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做出过重大贡献。甘肃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历史遗产、

经典文化、民族民俗文化、旅游观光文化等四类资源列全国第五。我省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

能源资源富集。近年来，随着新能源的开发建设，全省光电、风电并网装机分别居全国第二

位和第三位。巨大的人文优势、资源优势让甘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重要性凸显。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一五”“二五”期间布局 156项重大项目，其中有 16项在我

省布局建设，包括兰化、兰石等共和国工业长子，形成了甘肃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改革开

放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后，随着有色冶金、现代农业、装备制造及新能源、生物医药、

新材料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产业基础更加雄厚，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产业合作方面具有

较大潜力。

基于此，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赋予了甘肃“联结欧亚大陆桥

的战略通道和沟通西南、西北的交通枢纽，西北乃至全国的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全国重要的

新能源基地、有色冶金新材料基地和特色农产品生产和加工基地，中华民族重要的文化资源

宝库，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示范区”，以及“构建我国向西开放的重要

门户和次区域合作战略基地，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定位。

抢抓“一带一路”建设历史机遇，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

历史的时空中镌刻下清晰的丝绸之路“黄金段”坐标，“一带一路”建设的大潮里澎湃

着强劲的“甘肃动力”。

2014年 5月，按照中央赋予甘肃对外开放的战略定位，省委、省政府抢抓机遇，谋深

谋远，强化顶层设计，及时制定出台了《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段建设总体方案》，以落实

“五通”为重点，拉开了甘肃“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大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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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 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后，省委、省政府于 2015年 10月制定出台了《甘

肃省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

三年来，我省充分发挥综合经济文化优势和向西开放纵深保障支撑作用，围绕打造“丝

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构想，构建以兰州新区为重点的经济平台、以丝绸之路（敦煌）

国际文化博览会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重点的文化交流合作平台、以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

谈会为重点的经贸合作平台，建设面向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国~中

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为重点的

经贸产业合作和人文交流窗口，将兰白、平庆、天水、定西、金武、张掖、酒嘉、敦煌作为

节点城市，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经贸产业合作、人文交流、生态建设、金融创新支持五

项重大工程建设。

“13685”总体规划的横空出世，绘就了我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的美

好蓝图。

“一带一路”倡议全线拓展，甘肃打出一系列精彩的行动牌

从“一带一路”壮美蓝图到行动画卷，甘肃腾飞发展的新篇章徐徐展开。

我省通过突出着力重点、落实组合措施，打出了一系列精彩的行动牌：

打好平台牌。把平台打造作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抓手和载体，以兰州新区为

重点的经济平台、以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和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为重点的文化

交流合作平台、以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为重点的经贸合作平台，一体规划、一体建设、

一体推进；

打好外向牌。深入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鼓励省内大型骨干企业抱团“走出去”，

通过投资参股、合作开发、技术转移等途径，开展境外勘探、购买、开发能源资源，承接交

通、水利、建筑等大型建设工程，抢占国际市场份额。支持产品有特色、技术有优势的中小

企业加快“走出去”步伐；

打好交流牌。发挥我省文化历史悠久优势，依托“一带一路”高校战略联盟和省内研究

机构、大专院校等，加强与丝路沿线国家在敦煌学、岐黄中医药、丝路文化以及中西亚文化

等方面的学术交流与合作，建设中西亚国家研究中心，进一步推动向西文化传播，带动民心

相通、贸易往来；

打好通道牌。立足战略通道和区位优势，依托兰州新区综合保税区和武威保税物流中心，

加快向西开放的陆港和空港建设。近年来，我省相继开通了天马号、兰州号、嘉峪关号国际

货运班列，为我省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黄金段提供了有力抓手，也是我省打造国家向西

开放新平台的重要举措。

2016年，我省与“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贸易额突破 100亿元人民币，达到 101.1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10.2%，占全省进出口总额的 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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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首届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成功举办，发布了《敦煌宣言》，我

省与有关国家、国际组织和地区签署文化协议及产业项目协议近 100项，签约金额超过 1000

亿元，会址永久性设在敦煌市。

全省已与“一带一路”沿线 16个国家开展了实质性国际产能合作，与津巴布韦、牙买

加等重点国家的产能合作取得新进展，2016年全省实现对外投资额 6.19亿美元，增长 4倍，

为历史最高水平。

教育、中医药服务、科技等合作交流频繁，全省共有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15家，

境外岐黄中医学院和中医中心达到 13个，国际友好城市达到 57对。2016年接待入境游客

7.15万人次，实现旅游外汇收入约 1890万美元，分别同比增长 31.1%和 36.1%。

5月 11日，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召开前夕，甘肃省公路航空旅游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在北京与中国银行、巴克莱银行、花旗亚洲签署境外融资框架协议。这是甘肃国

有企业勇于改革、大胆“走出去”参与国际资本运营、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又一成

功范例。

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就在前不久，省政府在北京主办“世界 500强走进

甘肃对接交流会”，吸引包括中国铝业集团、华润集团、戴尔科技集团、杜邦集团等 31家

世界 500强企业参加，就甘肃投资项目、投资平台、投资环境等深入交流，凝聚广泛共识，

取得积极成果。

境外融资、经贸合作、交通互联、人文交流……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抢抓“一带一路”

建设机遇，紧紧围绕国家对甘肃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战略定位，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黄金段为统领，发挥通道优势，加大交流合作，全力打造向西开放“新高地”，推动全省

对外开放不断取得重大进展。

发挥通道优势，道路互联互通取得积极进展

甘肃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也是中国与欧亚各国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交通运输的

必经之地。

国家“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将甘肃由改革开放的内陆腹地转为向西开放的前沿，甘

肃东西绵延 1600多公里的“大通道”优势再次凸显，甘肃丝路“黄金通道”的定位也正在

加速实现。

如何让“大通道”真正“通”起来，“活”起来，“亮”起来？首要的是交通基础设施

的互联互通。为此省委省政府深入实施“6873”交通突破行动，以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加

大交通基础建设，从 2015年起力争用 5年时间解决甘肃交通瓶颈制约问题。

“6873”交通突破行动实施两年多来，已取得了积极成果。公路方面，十天、瓜敦、白

明、临渭等一批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天平、景中、甜永等高速公路项目加紧建设。目前

我省与周边省份实现了高速公路联通，14个市州政府所在地也实现高速公路联通。国家高

速路网的联通，进一步提升了我省各地出行通达能力，内引外联的基础更加牢固，为进一步

扩大开放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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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建设得到跨越发展。2014年底，兰新高铁通车运营，一举将甘肃、青海、新疆三

省区带入高铁时代；今年 3月 21日，备受关注的宝兰客专甘肃段开始联调联试，预示着从

古丝绸之路起点陕西西安，经丝绸之路重镇兰州，向西一直到新疆乌鲁木齐，一条长达 2300

多公里的“高铁丝路”即将全线贯通。

民航发展更是突飞猛进。2015年甘肃民航理顺管理体制后，新组建成立的省民航机场

集团加大基础建设，开拓航空市场，一年一个新台阶。去年，兰州中川机场跻身全国“千万

级”大型机场行列，旅客吞吐量增幅连续两年位居全国省会机场首位，境外旅客进出港人数

每年以近一倍的速度增长。

在此基础上，我省积极推进兰州、武威、天水三大国际陆港和兰州、敦煌、嘉峪关三大

国际空港建设，努力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大通道和物流大枢纽。近几年，省有关部门积

极推动开通了“天马号”“嘉峪关号”“兰州号”等国际班列，进一步推进与丝绸之路沿线

国家道路联通、贸易畅通。截至今年 3月中旬，共开行国际班列 186列，发送货物 27.81万

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