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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投资、贸易、金融等改革举措先行先试。借助行业协

会、异地商会资源优势，持续拓展利用外资领域。积极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节点城市参加或者举办青海

品牌商品推介会，切实增强我省企业品牌创建和运营能

力，持续促进我省企业与国内外企业和国内国际市场的

交流与合作。

（四）资金融通，强化金融支持

作 为 “ 一 带 一 路 ” 建 设 的 重 要 支 撑 ， 青 海 省 结 合

自身优势和资源，贯彻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断深化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金融领域的合作，健全多元化

的融资模式，推动落实《关于大力发展青海省跨境人民

币 业 务 的 实 施 意 见 》 ， 扩 大 人 民 币 跨 境 使 用 深 度 和 广

度，进一步提升跨境人民币业务服务实体经济的作用。

同时继续推动落实《关于外汇管理支持青海省参与“一

带一路”建设的指导意见》，争取贸易外汇收支便利化

试点落户青海。围绕省内龙头企业，协助梳理海外发展

规划、筛选优质投资项目、设计融资方案，做好开发性

金融的“融资+融智”综合服务。加大与“丝路基金”的

沟通对接，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一带一路”建设项目

的信贷支持力度，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并争取在民

族文化等具有竞争优势的进出口传统主导产业加快推动

人民币跨境使用，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如亚洲开发银行

贷款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生态治理与保护项目青海省子项

目在青海省启动实施，又如在曹家浦保税物流中心B型试

点进行进出口活动的企业中，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业务，通过发放股权、债权的形式帮助本土企业解决融

资困难的问题。加快推进小微企业和农村信用信息库家

网建设的进度，引导金融机构根据绿色贷款专项统计制

度调整信贷方向，推动四大普惠的综合发力，构建良好

金融生态环境，提升金融服务能力，服务“一带一路”

金融需求。

（五）民心相通，加强人文交流

民 心 相 通 是 青 海 参 与 共 建 “ 一 带 一 路 ” 的 重 要 举

措，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一

带一路”国家民众心灵相通的纽带和理解包容力量的源

泉，更是顺利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坚实民意基础和

社会根基。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至今，青海省充分依托独特

的人文优势，积极在文化、教育、体育等领域开展一系

列人文交流与合作，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

第 一 ， 通 过 旅 游 、 文 化 、 教 育 等 各 种 人 文 项 目 促

进交流，加强相互之间的信任。充分利用境外旅游宣传

平 台 赴 境 外 开 展 宣 传 促 销 活 动 ， 在 韩 国 、 英 国 、 意 大

利、日本等境外客源地市场提升“大美青海”文旅品牌

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探索文化旅游国际交流合作的新路

径。印发《青海省丝绸之路文化产业带发展规划及行动

计划（2018-2025）》并协同北京市人民政府、青海省

文化和旅游厅、青海省文物局等协办《山宗·水源·路

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文物展。同时，锚定

“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重点任务，线上线下推介

青海文化旅游资源，不断加快建设“大美青海”文旅品

牌。环湖赛、国际冰壶精英赛、抢渡黄河极限挑战赛等

品牌赛事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不断扩大。成立藏医药国际

合作基地，深化医疗卫生领域合作交流，持续组织医疗

队赴布隆迪开展援外医疗任务。可可西里申遗成功，设

立三江源国家公园。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青

海文化周”和“大美青海”系列活动，组织国家级和省

州级工艺美术大师走出国门参与“一带一路”人文和民

间交流，推进优秀文化产品走出去。

第二，不断提高民生项目的数量和质量。共建“一带

一路”中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民生项目，包括应对贫困、 农

业、教育、卫生、环保。这些民生项目不仅改善当地居民

生活，也促进了青海与周边地区人民的民心相通。 

　　《山宗·水源·路之冲——“一带一路”中的青海》文物展现场，让观
众留恋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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