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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通两会直通两会··建言献策建言献策

两年前，北京国际城市发展
研究院院长连玉明第一个提出建
立中央政务区，这一提议后经党
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列入《北京城
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
并确定为首都功能核心区。今年
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连玉明
再次提出提案，他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今年是‘一带一路
’倡议提出5周年，我建议加快构
建数字丝绸之路，深度推进‘一带
一路’建设。”

连玉明提出“数字丝路”的涵
义是：以互联网为纽带、以大数据
为支撑、以数字经济为引领，实现
互联互通，跨越“数字鸿沟”，构建
数字命运共同体，重塑“一带一
路”发展新格局。这一定义来自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一带
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上提出的“我
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
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
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
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

设，连接 21 世纪的数字丝绸之
路。”

为此，连玉明经过详尽调研，
提出五条建议：

第一、建立沿线数字港，与沿
线各国共同构建高速、联动、安
全、泛在的新一代信息基础设
施。共同推进跨境光缆等通信干
线网络建设，促进宽带网络覆
盖。加快“中国云”出海力度，支
持中国国内企业承接沿线国家云
计算和数据中心的建设与运营，
带动中国技术、装备、方案在海外
市场的拓展。适时适地推进“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数据中心落地，
建设离岸数据中心聚集地、自由
数据港和国家数据信息访问共享
节点。基于中国-东盟信息港建
设中国-东盟数字港，并进一步增
加数字港的数量。

第二、建立数字丝路试验区，
构建大数据产业链、价值链、生态
链，共同推动以创新为主要引领
和支撑的数字经济。支持中国互
联网企业、科研院所与沿线各国
互联网企业及相关机构发起建立

国际产业联盟，形成数字丝路的
软实力。加速中国互联网企业与
境外企业的合作进程，加强数字
丝路相关产业规范的研究制定，
将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比较优势转
化为“一带一路”数字经济的发展
优势。基于中国-阿拉伯国家网
上丝绸之路试验区，建设中国-阿
拉伯国家数字丝路试验区，并进
一步增加试验区的数量，促进政
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
为数字丝路提供机制保障。

第三、进一步推动数字金融
发展。大力推动建立“一带一路”
区域性互联网金融中心，打造互
联网金融超市，把中国的普惠金
融模式带到“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利用好中国先进的移动支付
技术，与沿线国家一起打造丝路
版的“支付宝”，共同推进无现金
样板城市建设。鼓励国内银行机
构建设跨境电子商务在线支付平
台，面向“一带一路”提供安全、可
靠的网上支付、手机支付等服务，
进一步优化“一带一路”支付环
境。

第四、铺建数字文明之路，助
力沿线国家民生改善，深化民心
相通。建立“一带一路”网络文化
资源中心，建设面向沿线国家的
文化交流和版权交易平台，加强
在文化遗产、文献、档案等领域的
资源共享。探索“一带一路”数字
化教育服务供给方式，推动“互联
网+教育”应用。发展移动终端应
用，推广“一带一路”在线医疗卫
生新模式，探索“掌上医院”“微信
医疗服务平台”等就诊延伸服务
项目，推进线下医疗卫生服务与
线上健康信息服务的融合。共同
开展国际数据治理政策储备和治
理规则研究，提出中国方案。

第五、在数字丝路建设中加
强智库交流与合作。推动沿线国
家智库对话交流，共同开展战略、
政策对接研究，共同发起重大倡
议，为共建数字丝路提供智力支
撑。同时，大力支持和充分发挥
民间组织和社会智库独特优势，
鼓励与沿线国家民间组织开展公
益服务、学术研讨、文化交流、科
技合作和知识传播等活动。

本报记者 梁隽妤许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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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明：

构建“数字丝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连续六届当选的全国人大
代表、香港刚毅集团董事长王敏
刚，对特色小镇建设情有独钟。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话题自
然也就很快地进入了两年来在
大陆投资界很火爆的特色小镇
上，他称之为“乡村特色小镇”。

1978年春天，作为家族长子
的王敏刚从父亲手中接过中华
集团董事总经理的权力，时年29
岁。他敏感地把自己企业的发
展与中国大陆经济的改革开放
联系在一起，成为华人世界造
船、旅游酒店业的中坚力量。 国
家发改委启动特色小镇建设以
后，作为中国旅游业商会的执行
会长，王敏刚带领很多会员去甘
肃甘南、陕西陕北、四川九寨沟、
云贵村进行考察，鼓励会员去做
特色小镇。

“文化、文物、遗产，重点是怎
么样发挥好资源的功能，对原有
设施加配套、加资源，做出市场效

应来。像西部，在我们的开发下，
现在联合国很多活动已经在那里
举办。”王敏刚介绍说，“我参与过
很多小镇的投资开发。我觉得乡
村特色小镇的文化内涵、务实意
义对扶贫、对偏远边穷地方的经
济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可是要建成一个成功的特色小
镇，必须要经过比较专业、科学的
论证。否则就跟我们有一段时间
一样，搞起商业一条街全国都搞
同样的东西。这样特色小镇的意
义就曲解了。”

18年前，王敏刚曾经在乌鲁
木齐改造过二道桥国际大巴扎。
这个地方是一个有200多年历史
的少数民族聚居地，是市政府的
旧城改造项目。当时当地政府想
在那里做 CBD。王敏刚说服当
地相关部门，保留了原住民和原
貌。“每个民族的特色不一样，要
和谐，要融合，必须要尊重地方的
文化，那是他们的根，他们的魂。”
王敏刚介绍，后来才有了现在很
有名的新疆吐鲁番绿洲宾馆，融
合传统伊斯兰风格和维吾尔民族

特色，四周环绕有葡萄园。
“在不破坏原来文化生态的

前提下，运用好已经有的产业资
源、历史资源和生态资源，需要
很专业的设计。不是每一个建
筑、每一个村，每一个房都可以
建酒店，一些适合做商店，一些
适合做展览、会议，所以，要看每
一个建筑、每一个资源可以做什
么，哪怕是一个小作坊，都可以
反映当地的工艺传统。”王敏刚
动情地说。

“一方面创意经营很重要，
另一方面，要想更好地结合最新
的高科技信息技术来增加乡村
的吸引力，必须要引进专业的管
理。在推广、包装、经营上，必须
要找专业人士。要做很多精心
细心的钻研考虑，才可以做好一
个项目。”

1993年，他决定投资1.5亿元
在敦煌建酒店。1995年，酒店落
成。敦煌山庄位于莫高窟与鸣沙
山下，南与五色沙土遥遥相峙，北
接茫茫大漠戈壁，三面绿洲环绕，
气势恢宏的建筑与幽静的自然风

光融为一体，再现了大漠古堡的
风貌。一天中太阳从东到西时，
山体就显现出不同的影子。

“后来我们还做了安徽黄山
屯溪老街的项目。我们把后面
河街打造成了一个亮点。从安
徽出来的文房四宝、农产品都经
过这条河街。”除此之外，浙江绍
兴鲁迅故居百草园的开发也是
王敏刚的项目，他下大力气，把
做成西班牙式建筑的百草园后
街，恢复成了民国式房子。

说起特色小镇的话题，王敏
刚很有兴趣，“所谓特色，一方水
土一方镇，一个是与大自然结
合，是生态保护；一个就是生态
跟村镇的历史相结合，就是文化
定位。那个村为什么在那里建
起来，一定有它的原因，有一些
有趣的历史人物故事，哪怕是一
个很小的人物。这些机缘，地方
的历史文化，与其生态背景结合
起来，就是文化的定位。最原真
的东西是最珍贵的。有真实的
理据、历史的支撑，县志、村志这
些都很重要的。”

本报记者 梁隽妤

全国人大代表、香港刚毅集团董事长王敏刚：

特色小镇要把当地文化做进血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