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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江苏镇江

的西津古渡临江而立。

“京口瓜洲一水间，钟山只隔数

重山。”“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

自可愁。”……古往今来，无数文人

墨客都曾在此候船或登岸，留下了众

多千古传诵的名篇佳作。

一埠西津，渡古今。走进镇江市

西津渡历史文化街区，凹凸不平的青

石板路、斑驳的旧石墙、古朴的木板

门老店铺……古街上历史文化景点串

联成景，满眼皆历史。

沿着青石板路拾级而上，一路走

过小码头遗址、待渡亭、救生会馆等

地，记者发现，这里的运河和古街文

化相互交织，历史与现代深度融合。

循着这些历史遗迹和古建筑，人们可

以毫不费力地触摸到镇江这座城市的

文化脉搏。

西津渡作为当时镇江通往江北的

唯一渡口，逐步发展为漕运重镇、交

通咽喉。六朝时期西津渡古街开始形

成，至北宋时期已发展为相当规模的

集市。伴随着江海河岸的历史演变，

西 津 渡 作 为 渡 口 的 功 能 逐 渐 淡 化 ，

1998 年 ， 当 地 开 始 对 街 区 进 行 保

护，让历史文脉延续，渡口逐渐演化

为古街区，社会功能不断完善。

“街区中老建筑的墙，叫乱砖清

水墙，每块砖的大小、薄厚不一，让

街区保留了历史的记忆。”西津渡文

化旅游公司副总经理仲纯介绍，“我

们的保护原则，就是修旧如旧，遗存

其真，能不修复尽量不修复，能加固

尽量加固。”

据介绍，街区成片的民宅大多建

于清末民初，基本保留了原有风貌。

西津渡也是镇江市文物古迹保存最

多、最完好的地区，吸引众多游客前

来。

“到了西津渡，第一站一定要来

看小码头遗址，这里是镇江运河文化

的一处历史性见证。”镇江市大运河

文化带建设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礼刚告

诉记者，小码头遗址始建于清代康熙

年间，是救生会、义渡局的专用码

头。

救生会，始建于宋代，目的是在

江上救护各种船只和渡江人，是义务

打捞沉船的社会慈善机构，也是世界

上最早的义渡和救生组织。工作人员

介绍，“现在能看到的救生会建筑建

于康熙年间，是在 1999 年由西津渡

古街保护领导小组整修复建的，也是

迄今为止世界上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

救生遗址。现在遗址内修建了中国镇

江救生博物馆，走进参观便可以了解

到万里长江的千年救生历史。”

在救生会的不远处，“一眼看千

年”的标牌十分醒目。在一处玻璃罩

覆盖的考古挖掘坑前，游客们纷纷驻足

观看。该考古挖掘坑展示的是唐宋元明

清等朝代的道路基底。

“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道路基底层

叠压积，保存着这座千年渡口的历史记

忆。”王礼刚感叹道。

得到保护开发的西津渡，不仅保留

了浓厚的历史气息，还发挥了传统商

贸、文化展示等功能，建成了传统商贸

街、专业博物馆及省级非物质文化展示

中心。

恒顺香醋酿制技艺、锅盖面制作技

艺、膏药制作技艺……如今，西津渡已

进 驻 10 余 项 非 遗 ， 散 落 在 老 街 各 处 ，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非遗项目体验路线。

坐落于西津渡的镇江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收藏着来自全国各地的

珍贵民间文艺资料，常年举办非遗展

览、非遗体验及小型展演等活动。“其

中，‘白蛇传传说文化展示厅’以 《白

蛇 传》 为 背 景 ， 设 置 了 ‘ 白 蛇 出 世 ’

‘西湖借伞’‘水漫金山’等关卡，游客

随着故事的不断推进闯关通关，是这里

最有特色、最受欢迎的体验互动区。”

镇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工作人

员秦露介绍。

“镇江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以委

员提出的提案为契机，积极配合实施主

体，推进西津渡片区整体保护与利用，

加强风貌管控，切实提升镇江历史文化

名城的形象。”今年 4 月，镇江市政协

委员石捷、吴华芳陆续收到了相关部门

的提案答复。

在石捷、吴华芳看来，西津渡景区

周边文化底蕴深厚，不仅有赛珍珠故居

（纪念馆）、京口闸遗址、民国时期镇江

邮政局等众多古迹遗址，还有久负盛名

的伯先路、京畿路、大西路等繁华街

市，应该扩大西津渡景区外延，把周边

文化底蕴深厚、人文景观丰富的老城历

史文化街区、商业街区纳入西津渡景区

范围，做大做强西津渡旅游商圈。

“建议完善夜间标识、灯光环卫等

配套设施建设，改造提升夜景亮化、美

化工程，延长照明时间，提升消费者夜

间消费体验感。”

“建议以西津渡景区为中心，向东

向南合理规划浏览路线，对周边人文景

观和街巷进行修缮和开发利用，既美化

亮化周边环境，也充分展示古城历史风

貌，切实提升镇江历史文化名城的形

象。”

……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镇江市政

协委员持续关注西津渡古街区的开发

和管理、保护和文化传承等问题，提

出多件提案，相关职能部门分别进行

了答复。

街区创成国家级“城市中央休闲

区”、首批“江苏省示范步行街”、省级

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成功入选“水韵

江苏，长江百景”……关于西津渡如何

在保护传承的基础上促进文旅产业高质

量发展，镇江一直在探索。“通过持续

保护和传承运河文化，千年古都镇江一

定会焕发新的风采。”秦露表示。

西津古渡：

一 眼 看 千 年
本报融媒体记者 谢阿愁 袁世鼎 汪凯

近日，安徽省芜湖市湾沚区花桥镇，人们在鸠兹湾艺创共富乡村的田园里休闲游玩。

近年来，湾沚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因地制宜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农文旅融合景点，推动乡村旅游产业的发展，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助

力乡村全面振兴。 肖本祥 摄

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中国与该地区的关系发展走

出了“黄金三十年”的不平凡道路。尤其是 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提出共

建“新丝绸之路经济带”，进一步密切了中国与中亚地

区的联系。11 年来，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融通、合作与

相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构建，作出了三

重地区贡献。

第一，中国与中亚的融通为地区提供了一种全新

的发展理念。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指引下，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

展理念，到发展新质生产力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等治

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充分反映到中亚与中亚的

合作关系中。2013 年 9 月，习近平主席在哈萨克斯坦

进 行 国 事 访 问 期 间 提 出 共 建 “ 新 丝 绸 之 路 经 济 带 ”，

倡导创新合作模式，着力加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

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并以此为发端形成

了“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带一路”倡议之下，中

国与中亚国家的发展理念不断契合，合作内涵不断延

伸 。 当 前 ， 中 亚 地 区 已 经 成 为 高 质 量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的示范区。

近年来，不断完善创新的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理念与实践同样与中亚密不可分。不论是新型国际

关 系 还 是 构 建 人 类 命 运 共 同 体 ， 又 或 是 全 球 文 明 倡

议 、 全 球 发 展 倡 议 与 全 球 安 全 倡 议 ， 中 亚 国 家 对

习近平外交思想理念的认识日益深刻，对中国外交实

践 的 认 同 日 益 增 加 。 除 机 制 化 的 双 边 交 往 与 合 作 之

外 ， 中 国 与 中 亚 国 家 还 在 联 合 国 、 上 海 合 作 组 织 、

“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亚洲相互协作与信

任措施会议等平台和机制下密切配合协作。2023 年 5

月，在西安召开的中国—中亚峰会，标志着双方共同

建设携手建设守望相助、共同发展、普遍安全、世代

友好的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

第二，中国与中亚的合作为地区提供了有特色的发

展机遇。当今俄罗斯、美国、欧盟以及印度、日本等国家

或行为体均在依托自身制度和发展状况，与中亚国家建

立政治、经济与外交等领域合作机制，并提供国防安全、

基础设施与公共交通、卫生健康、环保等领域的国际公共

产品。同样，凭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以及肩

负的国际责任和国际道义，通过双多边合作，中国与中亚

国家搭建了独具特色的国际合作平台，提供了有持久生

命力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等平台和机

制的政策红利和发展机遇不断释放，中国不断向地区国

家提供以基础建设为核心的各类国际公共产品。借助于

此，中亚国家在欧亚交通领域的独特优势不断放大，为

自身发展、地区经济开发和强化对外互联互通作出巨大

贡献。地区蕴藏的油气等能源矿产资源转化成发展优

势，各类绿色清洁能源转化成经济红利。中国各类优质

产能的落地生根拉动了地区工业水平的提升，输入的各

类优质产品普遍提高了地区民众的生活水平，各国输出

的各类优质食品则满足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第三，中国与中亚的相处为地区国家展示了一种和

谐的共存之道。中亚极为重要的地缘位置使得其历来是

民族部落和宗教文化的冲撞融合之地，近代以来也曾是

老牌帝国进行“大博弈”的场域。值此当今百年变局之

际，域外有影响力的行为体更是纷纷加大在地区的战略

投入，有关国家对地区影响力的争夺越来越激烈。面临

这种态势的中亚国家，既有意发展与域外行为体的良好

关系以拓展国家利益，又面临着维护主权安全和领土独

立的重任。

面对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如何相处这一历史难题和现

实困境，中国与 1992 年独立的中亚国家在“上海五国”机

制下稳妥解决了边界划分问题，并在互信、互利、平等、协

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指引下，将这一机制成功拓展成上

海合作组织，使其成为共同维护欧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主要力量。正如 2022 年 1

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国同中亚五国建交 30 周年视频峰会上所总结，中国同中亚五国

合作的成功密码在于双方始终相互尊重、睦邻友好、同舟共济、互利共赢。可以说，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贯坚持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近年来秉承的“亲诚惠容”的

周边外交理念，使得中国与中亚国家完全找到了正确的相处之道，双方关系已经成

为区域睦邻友好的典范。

当前，中国与中亚国家全部实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覆盖、双边层面践行人

类命运共同体全覆盖、签署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全覆盖。频繁密切的元首

交往和高水平政治互信，互惠互利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的人文交流，让中国—

中亚命运共同体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拓展。在中国—中亚元首会晤机制的

引领下，在中国与中亚国家的常态化合作中，未来中国必将对地区的和平与稳

定、发展与繁荣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

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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