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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戴宏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赋予了
古丝绸之路全新的时代内涵，成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
路径和宏伟实践。9月 16日，阿尔山论坛在兴安盟阿尔山市开
幕，与会专家学者以及相关行业代表围绕“全球文明对话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主题，发表见解、展开讨论，分享他们对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思考，表明了国内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
注、认可和积极参与。

论坛期间，举办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全体会议、内蒙古图书馆
馆藏珍品及图书展、阿尔山漫步、内蒙古味道品鉴等活动，精彩展

现阿尔山形象和“内蒙古品牌”魅力。本届论坛还将举办三个平
行论坛：全球文明对话与时政、经济、社会发展；游牧文明与牧区
现代化；“内蒙古”品牌建设的新路径（内蒙古味道、内蒙古能源、
内蒙古影视）。

文明和文化的多样性是各国交流合作的起点与动力。阿尔
山论坛作为一个非官方、非盈利、定期、定址、开放性的国际会议
组织，以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以及各国间平等、互惠、合作与共
赢为主旨，通过跨地区文化传播与交流，促进经济领域的合作共
赢，让优秀的文化走出去、引进来。

秋天的阿尔山，像诗一样浪漫多情，像画一样美丽宁静。阿
尔山论坛的举办，同时让“一年四季都很美”的阿尔山再次吸引世
界的目光！

□本报记者 胡日查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地
缘相近、人缘相亲，双方友
谊源远流长。在阿尔山论
坛上，记者专访了参加会议
的蒙古国科学院院士、蒙古
国农牧业科学研究院副院
长巴凯。

巴 凯 说 ，希 望 通 过 这
次论坛，向各国学习先进
的科学技术，运用到蒙古
国畜牧养殖、生态旅游等
方 面 。 我 们 尊 重 不 同 文
化，同时要共同努力、共创
未来。以“全球文明对话
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主
题的阿尔山论坛，对于不
同文化之间相互交流、保
护人类宝贵资源、共同解
决面临的难题等方面有重
要的意义。尤其是论坛重
点讨论全球人类共同面临
的食品安全、电力供应、气
温变化和保护、改进游牧
文化等问题，是值得赞赏
的。

他 表 示 ，虽 然 我 们 在
游牧文化文明中具有优势
和长期积累的经验，但是
在 21 世 纪 科 学 技 术 飞 跃
式发展时期，也面临着转
变和进化的难题。蒙古国
是世界上保持和传承游牧
文 化 文 明 的 少 数 国 家 之
一，毗邻而居的蒙古国和
中国只有互相帮助、互相
合作、互相分享经验，才能
解决这些问题。近几年中
国内蒙古自治区在科学引
导传统草原畜牧业发展、
发展高新技术、转型升级
方面开展了大量的工作，
积累了很多经验。

巴凯希望，通过阿尔山
论坛，中蒙两个国家的科学
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们能
够在充分分享研究经验的
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实施联
合研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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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高敏娜

“我们有理由认为，弘扬
草原文化应当成为生态文明
建设的重要思想来源与价值
取向。”9月16日，在阿尔山论
坛上，记者专访了中华全国环
保联合会理事洛桑灵智多杰。

他说，生态文明要实现两
大根本性转变：一是社会发展
方式的转变——从不可持续
的发展方式向可持续的发展
方式转变；二是人类追求目标
的转变——从追求无止境的
物欲目标向追求可持续的康
乐幸福目标转变。建设生态
文明，推动建立和谐的人与自
然关系，就是要实现人与自然
的和谐相处、和谐发展和共生
共存。

洛桑灵智多杰认为，在
这方面，草原民族自古秉承

“敬畏生命、尊重自然、坚持
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与山
水相依为命，才有了今天阿
尔山的绿水青山。在这个意
义上，游牧文明是一种生态
文明，是一种生态智慧，不仅
为保护弥足珍贵的草原生态
环境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
能够为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
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提供了重要的启迪。

他表示，阿尔山现在成为
国际性季节开放口岸和我国
第四条欧亚大陆桥的桥头堡，
由于地处大兴安岭南麓，地理
位置优越，阿尔山发展绿色旅
游业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同
时，阿尔山作为我国泛东北亚
地区和中俄蒙合作关系中重
要的交融处，综合其优越的自
然、生态和文化资源，已具备
展现我国北国风光、靓丽风
景、倾力打造高端文化论坛的
条件。阿尔山作为“阿尔山论
坛”永久会址，在各个方面都
会有大的发展和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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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任镜宇

阿尔山论坛上，来自国
内外的 300余位专家学者
围绕本届论坛主题“全球文
明对话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分享了自己的观点。中国
工程院院士尹伟伦表示，树
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要有天下大同的情怀。

尹伟伦认为，粮食安
全、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网
络攻击、人口爆炸、环境污
染、疾病流行、跨国犯罪等
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层出
不穷，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
存都构成了严峻挑战。不
论人们身处何处、信仰如何
和个人愿意如何，实际上已
经处在一个命运共同体当
中。

他说，中国持续推进人
类命运共同体，源自中华文
明历经沧桑始终不变的“天
下大同”情怀，从“以和为
贵”“协和万邦”的和平思
想，到“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处
世之道，再到“计利当计天
下利”的价值判断。同其他
命运共同体共生共存的理
念，是中华文化的重要基
因，薪火相传，绵延不绝。

尹伟伦表示，“命运共
同体”是中国政府一直强调
的人类社会的新发展理
念。2011 年《中国的和平
发展》白皮书提出，要以“命
运共同体”的新视角，寻求
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
的新内涵。9月4日在北京
召开的“2018 年中非合作
论坛北京峰会”，推动了中
非传统友谊向前快速发
展。而本届阿尔山论坛的
召开，相隔“2018年中非合
作论坛北京峰会”只有短短
的十几天，体现了内蒙古对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
关注和身体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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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日查
见习记者 高敏娜

在阿尔山论坛召开之际，
记者专访了兴安盟盟委书记
张恩惠。他表示，兴安盟正处
于推动富民强盟、跨越追赶的
关键时期，阿尔山论坛的召开
对兴安盟的经济社会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他说，作为中俄蒙经济
走廊上的重要节点，扩大开
放、加强国内外交流合作是
兴安盟一项紧迫的重大任
务。设立阿尔山论坛，通过
文化传播与交流，能够充分
展现地区良好形象，有效提
升地区知名度、美誉度，推
动地区深度融入“一带一
路”建设，进一步拓宽发展
空间、增强发展后劲。

张恩惠说，首届阿尔山论
坛以“全球文明对话与人类命
运共同体”为主题，积极搭建
加强全球文明对话、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交流平台，通过
深层对话、深入研讨、广泛交
流，深刻把握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的丰富内涵，研究
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
建路径，特别是将草原文化
融入全球文化，互相借鉴、
相互促进，为推动全球治理
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
系和国际新秩序的共同价
值规范，创建民族团结、和
谐发展的良好局面，把各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
成现实作出积极贡献。

“我盟将全力支持办好
阿尔山论坛，打造好对外交
流合作的平台，在促进世界
文化交流与合作、推动人类和
平与发展、彰显中国文化自信
的同时，进一步畅通与国内外
专家学者、企业家等各界人士
的沟通渠道，借力借智借势
推动兴安盟经济社会发展
开 创 新 局 面 、再 上 新 台
阶。”张恩惠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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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山论阿尔山论坛坛：：

凝聚凝聚凝聚各方智慧力量各方智慧力量各方智慧力量 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搭建国际交流平台搭建国际交流平台

与会嘉
宾在认真做
记录。

与会嘉宾与会嘉宾
分享心得分享心得。。

五彩呼伦贝尔儿童合唱团为与会嘉宾带来精彩的
演出。

66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位来自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分享他分享他
们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们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考。。 精彩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精彩的发言赢得阵阵掌声。。

论坛上的内蒙古图书馆馆藏珍品及图书展。

阿尔山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彩旗迎风招展阿尔山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彩旗迎风招展，，迎接八方来客迎接八方来客。。

（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记
者 于涛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