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掖：“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一带一路”倡议的黄金节点
编者按：坐落在中国西北大地上，位居河西走廊“最窄段”的张掖，自古就以“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一说而得名。这个身处蒙古高原与青藏高原交界地带的城市，在历史上曾因占据古代丝绸之路三条道路的交接点而获得过丝绸之路“咽喉要道”的称号。此

后，其更是凭借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架起了沟通亚欧大陆东西方交流的重要桥梁。张掖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优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人文景观，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和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自古有“塞上江南”和“金张掖”之美誉。今天，依托地方
经济建设取得的成就，乘着中国“一带一路”大战略的东风，古老的丝路重镇正在焕发新的活力。

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河西走廊；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路，还是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张掖都是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商贸交易中心。本期，《中国书法报》推出“走进张掖”专题，多方位地挖掘张掖的历史、文化、经济，带您领略这座古老城市的无穷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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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今5000多年左右的新石器时代，张掖先民已在这里
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和畜牧业，能用石球、石纺轮纺织、做衣
服，制造彩色陶器，并开始使用青铜器。夏帝禹元年，张掖
属《禹贡》雍州之域，西戎氏之故墟。禹封少子于西戎，世
代为首领。

周穆王十三年，祭公率师随穆王西征，西戎归顺。汉

代（前206－220）以前，月氏国称雄于敦煌祁连间，张掖为
其属地。西周时期，戎、狄两族在这里居住。春秋战国时，
乌孙与月氏共居河西。其后，月氏逐乌孙而独居。秦汉之
际，北方的匈奴族强大起来，击败并赶走了月氏人，河西遂
为匈奴右贤王的领地。黑河东、西分别由休屠王、浑邪王
分领。

西汉时期，武帝元狩二年（前121），骠骑将军霍去病进
军河西，战败匈奴，浑邪、休屠二王率众归汉。汉元鼎六年
（前111），取“张国臂掖，以通西域”之意，置张掖郡。

始建国元年（9），王莽废汉立新，令天下改郡、县名。张
掖郡改名设屏郡、觻得改名官式。建武三年（27），光武帝刘
秀令各郡、县恢复旧名。张掖郡及各县恢复原名称。

北魏（386－535）时，《秦汉伎》传入中原，称《西凉乐》，成
为北朝宫廷的“国伎”；张掖的佛教音乐传入中原，称《西凉州
呗》，成为北朝佛寺的法乐。西魏废帝三年（554），因境内之
甘泉而改张掖为甘州。

唐时期，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开置屯田，尽水陆之利，
稻丰收稔，一缣数十斛，积军粮数十年”。河西的国际贸易地
位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张掖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重要
场所。

五代时，后梁乾化元年（911），甘州回鹘攻沙州，张承奉

力屈，订城下之盟，奉回鹘可汗为父。后唐庄宗同光二年
（924）六月，甘州回鹘遣使向后唐纳贡，乃册封王仁美为英义
可汗。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甘州回鹘王仁裕（仁美之弟）
遣使纳贡，被封为奉化可汗。

北宋时期，天圣六年（1028），党项族首领李元昊击败
甘州回鹘，建立西夏。继承汉文化传统继续兴修水利，发
展农业，兴办教育，推崇佛教、道教，建成了规模宏大的佛
教寺院——大佛寺。

元时期，置甘肃行省，张掖为省会。元世祖忽必烈亲
诏郎中董文用垦甘州之土为水田，仿宁夏之法种水稻。城
内建甘肃最大的粮仓——扎浑仓，供应各路军粮。意大利
旅行家马可·波罗前往上都途中，曾在甘州停留一年，在

《马可·波罗游记》中记述了张掖的富庶、城市的规模以及
宗教寺庙的宏伟。

明时期，张掖为陕西行都司及甘肃镇的治所。
清时期，张掖为甘州府治所，甘肃提督统军驻地，节制

凉州、肃州、西宁、宁夏四镇总兵。清王朝在西部的历次军
事行动，均以甘州为军事提调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清
末，张掖人王之佐留学日本时，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回乡后宣传革命主张，他的《致马安良书》，公开支持武昌
起义、拥护共和、废除帝制，风靡全省。

▲“2017中国书法风云榜”评审现场

张掖自古以来不仅是丝路商贾重镇、塞上
锁钥枢纽，而且是南北民族交融、中西文化荟
萃之地。现今，张掖是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的
节点城市，是我国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西煤东
运的战略通道，也是解决西缺东援的补给通
道。随着张掖机场的通航、兰新高铁的运行、
甘州北至内蒙古阿右旗南至青海祁连公路的
开通，张掖已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立体交通枢
纽和承接青藏和内蒙古两大高原的物流通道，
使河西走廊“居中四向”的区位优势更加突出。

张掖市充分发挥丝路战略通道优势，在
重大生态基础设施建设上实现突破。围绕强
化张掖在丝绸之路的重要地位和国家经济、
能源、国防安全战略通道功能，加大交通、电
力、信息、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以

河西五市同城化张掖枢纽建设为目标，着力
提升交通网络等级和密度，形成东西畅通、南
北贯通、互联互通、立体交通的大格局。全面
推进国家级公路运输枢纽建设，加快张掖至
扁都口、张掖至肃南和张掖绕城高速公路建
设，加大肃南至青海祁连等普通国省道建设
和农村公路升级改造，实现县县通高速、乡镇
通国省道、村村通沥青（水泥）路。充分发挥区
域枢纽和丝路重要节点城市的区位优势，在新
型城镇化发展上实现突破。张掖是河西走廊
承东启西、沟通南北、“居中四向”的重要区域
枢纽城市，张掖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城乡发展
一体化中，坚持走具有自身特点的新型城镇化
之路，逐步建设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重要节点
城市。

◎今日张掖：“一带一路”倡议的黄金节点

▲甘州木塔全景图 摄影：陈冈

“一带一路”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根据变化了的国内国际环境，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提出的经略周边、联通世界的战略构想，反映了我们党对我
国未来发展格局的运筹帷幄和对国际经济发展形势的深刻洞察，具有重大的经济、政治、外交意义。“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为进一步提高我国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宽广的战略平台，对
内能够形成区域合作新格局，对外则能够构建区域合作新模式，从而为促进区域合作发展指明了方向。张掖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阵地，在区域发展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机
遇。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端，南靠青藏高原，北依内蒙古高原，西向则是新疆和广阔的中亚地区，又因高速公路、铁路、高铁以及飞机场构成的立体交通网络而成为区域交通枢纽，在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因而“一带一路”建设赋予了“张国臂掖”以全新的历史责任和丰富内涵。

“一带一路”是张掖最大的发展机遇。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机遇，张掖市抢占先机，顺势而为，持续优化发展环境，千方百计加快发展步伐。就机遇而言，无论是古代的丝绸之
路，还是今天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张掖都是一个具有经济战略地位和生态安全地位的城市。围绕“一带一路”伟大战略构想的推进，张掖必将在机遇面前大有作为。

打造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节点城市

古城张掖的文化情怀
——“2017年度中国书法‘风云榜’评选”

暨“中国书法媒体大展”在张掖举行

1.“书法大事件”1件：
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评选

2.“杰出老书法家”2人：
周俊杰 林 鹏

3.“创作实力人物”1人：
陈忠康

4.“创作潜力人物”2人：

王 玺 方 放

5.“书法展览”5个（联展2个、个
展2个、已故书法家展览1个）：
联展：
从长安出发——陕西八人书法艺术作品巡
回展
于明诠、欧阳江河书法展

个展：
执管风韵——管峻书画展
王镛“寸耕堂铭砚展”

已故书家个展：
“正大气象——纪念胡问遂诞辰110周年”系

列展

6.“书法批评人物”1人：
曹宝麟

7.“书法作品集”2本：
《李一书迹》《石开书画印》

8.“书法学术著作”1本：
李元博《书法美学解析》

9.“书法公益人物”1人：
张 海

10.“书法组织人物”1人：
潘善助

11.“书法社团”1个：
陕西省于右任书法学会

12.“书法教育人物”1人：
陈阳静

13.“基层书法人物”2人：
王怀罡 骆培华

14.“特殊贡献”1个：
张掖甘泉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4月9日上午10时，甘肃张掖市美术馆嘉宾云集、
气氛热烈。由张掖市人民政府、政协张掖市委员会、

《中国书法报》、《书法报》、《书法导报》、《中国书法》杂
志、《书法》杂志、《大观书法家》杂志、《书法研究》杂
志、《青少年书法报》、《中国书画》杂志、《中华书画家》
杂志、《美术报》、中国书法网、中国书画研究网和中国
书法家论坛主办，甘肃画院、政协张掖市委员会办公
室、张掖市文联、张掖市文广新局和甘州区人民政府
承办的“2017年度中国书法‘风云榜’评选”暨“中国书
法媒体大展”在张掖市美术馆隆重举行。

中共张掖市委副书记、张掖市市长黄泽元致辞，中
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翟万益，中国书协理事、中国书
法出版传媒董事长·总裁、书法出版社社长、中国书法
报社社长·总编辑、中国书法杂志社社长李世俊，中国
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书法院院长王春新和中国书法
家协会理事、书法报社社长舟恒划先后进行了发言。
最后由张掖市政协主席关尧宣布“2017年度中国书法

‘风云榜’评选”暨“中国书法媒体大展”开幕。张掖市
政府副市长王海峰主持开幕式。来自全国各地的书法
名家和艺术界、文化界名流及爱好书法的社会各界人
士、学生共 2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开幕大会并参观了
书展。

“中国书法‘风云榜’评选活动”自2009年推出后，
已持续举办了 8 年。本次“风云榜”评选分为“书法大
事件”、“杰出老书法家”、“创作实力人物”、“创作潜力
人物”、“书法展览”（联展、个展、已故书家个展）、“书
法批评人物”、“书法作品集”、“书法学术著作”、“书法
公益人物”、“书法组织人物”、“书法社团”、“书法教育
人物”、“基层书法人物”、“特殊贡献”14 个项目，评选
出21个具体作品和人物，每一个项目及其作品和人物
都经过来自全国的专业媒体代表的集体磋商确定。代
表们站在专业书法媒体的立场，本着公平公正的态度
对上一年书法界发生过的重大影响的人和事进行梳理
和评判，为建立起良好的书法生态，激发书法家的社
会责任感，让书法媒体人真正成为中国书法界的“守
夜人”。

该活动自 2009 年推出后已经持续 8 年，2017 年度
中国书法“风云榜”评选活动在张掖举办，不仅是张掖
市文化事业发展的一大盛事，成为传承优秀文化、彰
显文化特性、提升张掖形象、扩大对外开放度和影响
力的重要推力，而且对于树立张掖市文化产业发展旗
帜，弘扬传统文化、打造学术名区，加快推进华夏文明
传承创新区建设，实现文化事业与经济社会融合发
展，大幅提升张掖影响力和开放度意义重大。

2017年度中国书法“风云榜”榜单

文化，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灵魂，是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五位一体”战略发展的主线。“一带一路”承古
惠今，既是对古代丝绸之路东西方文化交流往来的继承
和发展，又在新时代开创了各国各地区间文化交流合作
的巨大空间，更将唤醒“一带一路”沿线遗存的中华文化
基因，形成具有强大影响力和辐射力的中华文化生态
圈，助推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张掖在“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过程中有着明显的
地域优势，张掖是古代三条丝绸之路的交汇之城，又因
为绿洲面积大、物产丰富、商贸繁盛而成为古代丝绸之
路上最重要的休整补给之地，无论取经的法显、唐僧还
是游历的马可·波罗；无论身负重任的官员使节，还是商
旅驼队都在此驻扎，造就了数以千计的遗址、数以百计
的文物，以及至今尚存的会馆、粮仓，因而是名副其实的
丝路古城邦。

历史文化资源的丰富使得张掖市名胜古迹众多，旅
游资源丰富。张掖市利用发展特色旅游业的契机，有效
的促进了西域文化的研究、传播与推广工作。使张掖地
区成为了“丝绸之路经济带”上一道亮丽的且极富文化

气息的风景线。
大佛寺
张掖大佛寺景区因寺内有中国最大的室内涅槃卧

佛像而得名。寺院始建于1098年，曾为佛教圣地。室内
卧佛涅槃像长 34.5 米，金装彩绘，形态逼真，视之若醒，
呼之则寐。卧佛身后塑十大弟子，两侧廊房塑十八罗
汉。藏经阁内珍藏有明英宗颁赐的6000多卷佛经，部分
以金银粉书写，保存完好，为佛门稀世珍宝。

马蹄寺
马蹄寺位于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境内，地处祁连

山脚下，是一处庞大的石窟寺院建筑群。传说天马下凡
时踩在了这里的一块岩石上，蹄印留下，因而得名。这
里既有汉传佛教的寺院，又有藏传佛教殿宇，同一地方
风格不同，十分独特。马蹄寺环境秀丽，山清、水秀、峰
奇、洞异堪称四绝。游客在这里旅游还可以住裕固族帐
篷，喝青稞酒，吃手抓肉，体验草原游牧民族独特的生活
方式和文化特色。

汉、明长城
山丹县新河驿长城旅游景区位于山丹县城东20公里

的312国道2646里程碑处。是以古长城景观和黄土高坡
自然风景为依托的旅游区。作为景区依托的山丹古长城
段，主要由建于西汉元鼎六年（前111）、距今已有2000多
年的汉长城和建于明隆庆六年（1572）、距今已有400多年
的明长城组成。

文殊山石窟
文殊山石窟位于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祈丰藏族

乡，始建于北凉时期（401—433），是一处规模较大的佛教
石窟群。文殊山石窟是中国早期佛教遗存，位于凉州模
式石窟的范围内，是研究十六国时期佛教艺术的珍贵资
料，对研究河西地区与西域的佛教建筑、艺术关系有重要
价值。其壁画具有河西地区早期洞窟壁画的布局特点，
有些壁画内容可弥补莫高窟之不足，有些则是敦煌艺术
的延续和发展。现存的西夏时期的壁画是研究西夏佛教

及其绘画艺术的重要资料。
张掖钟鼓楼
张掖钟鼓楼又称镇远楼，俗名鼓楼，又名靖远楼，位

于张掖市中心，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交汇于此，是河西走廊
现存最大的鼓楼。是凝聚着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结晶的标
志性建筑。张掖鼓楼是仿西安钟楼建造，平面方形，建在
一座砖砌的坛上，面阔3间，进深3间，底宽16米。台平面
呈方形，台底宽32米，高9米，基座至楼顶30多米，楼为三
层木构塔形，重檐四面坡，攒尖顶。飞檐翘角，雕梁画栋，
典雅庄重，是一座体现明代建筑风格的古建筑。

童子寺石窟
在河西丝绸古道上，民乐县城东面约十公里的童子

坝河的中游，有一座建于北魏时期的名闻遐迩的古寺
——童子寺及童子寺石窟群。今日所见童子寺砖木结
构的三间大殿、观音殿、念佛殿、厢房、寮房等建筑，为释
觉尘及四方信众募资于 1994 年重建，古朴庄严，与寺后
山体上的石窟形成一完整的佛教胜迹。童子寺石窟约
建于北魏时期，有大小石窟洞40余孔，窟洞内有塑像和
壁画。窟洞分中心柱洞窟、大佛殿洞窟、菩提洞、罗汉洞
等窟室，洞内壁画分北魏、隋、唐、元、明、清各代均有，保
存完好的为明、清时期的作品。其中菩提洞和天洞子内
有密宗内容的壁画，塑有六大观音、五大明王、千手千眼
观音等像，在敦煌千佛洞也难得一见，对研究河西石窟
极有参考价值。

民乐圣天寺
圣天寺地处民乐县城西北角，始建于明永乐四年

(1406)。建寺 600 年来，沧桑屡更，几度兴衰。清同治四
年毁于兵燹，光绪三十二年洪水千总孙兰重修，“文革”
期间再度被毁，幸存大殿三间，现为县级文物保护单
位。1991年开始，陆续修建了具有江南风格的大雄宝殿
一座，以及经堂、钟楼、鼓楼、天王殿、斋堂、僧舍、客房共
60 多间。建筑规模宏大，雄伟壮观，殿宇巍峨，回廊曲
折，雕梁画栋，金碧辉煌。

悠久的历史

◎古代张掖：“丝绸之路”上的璀璨明珠

▲“2017中国书法风云榜”现场

▲观众观看展览

“金张掖，银武威，皋兰坐罢坐天水。”这是晚清至民
国期间流传于甘肃的一句话。据考证，古代张掖、武威、
兰州和天水是甘肃最富庶的几个地方，这里水丰粮足，人
口众多，经济发达，商贸活跃，加上良好的自然环境和顺
畅的交通条件，凡是考取功名到甘肃任职的人，都想着能

到这些地方去做官，既可干事又能获取最大的荣誉和利
益，这也正是封建社会“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
位意识体现。张掖位列其首，足见张掖往日之繁华。

张掖有灿烂的民族文化。张掖最早既为少数民族
所居之地，历史上又是西域进入中原的必经之地，也是
强盛王朝实现统一、强大的战略要冲。历史上，月氏、匈
奴、柔然、突厥、党项、吐蕃、蒙古等几十个民族曾在这里
繁衍生息，匈奴、党项、蒙古等少数民族还曾建立过政权
或实施过有效管辖。至今张掖仍有30多个少数民族成
分，其中裕固族是全国独有的少数民族，因而造就了非
常独特而丰富的民族文化。

张掖有深厚的宗教文化。张掖在历史上是佛教东
渐的重要节点，法显西行、唐僧取经都曾途经张掖并在
此讲经说法，留下了大量珍贵的遗存和传说。唐代经济
的繁荣，促进了文化昌盛。著名高僧玄奘去印度（天竺）
取经，途径张掖。诗人陈子昂奉旨视察张掖，写有《上谏
武后疏》。王维、高适、岑参、马云奇等驻足甘州时均留
下著名诗篇。甘州音乐《波罗门佛曲》传入宫廷后，唐玄

宗改制为《霓裳羽衣舞曲》。甘州边塞曲流入中原后，成
为教坊大曲，以《甘州破》《甘州子》《八声甘州》《甘州曲》
等命名的词牌、曲牌流传甚广。唐末，张掖与中原、西域
关系密切，通互市，发展贸易；僧侣往返，佛教文化得到
进一步交流。张掖还是一个各类宗教兼容并存，和谐共
处的地方，历史上有甘州古城“半城芦苇，半城塔影”的
记载，直到清代甘州城内还有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
教、拜火教等多种宗教及其寺庙院观。张掖宗教文化之
深厚可见一斑。

张掖有发达的商贸文化。张掖市曾在609年举办过
“万国博览会”，一度曾是古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商贸中
心，是汉唐时代除古都长安之外最大的商贸中心，也是
几千年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补经之所和贸易重镇，元
代设甘肃路总管府，后改为甘肃行中书省，其治所就在
甘州，明清两代，甘州城内的会馆多达几十家，南来北
往，东进西安的商贸皆汇聚于此，因此，张掖的商贸文化
既是自然的区域文化特色，也是丝绸之路文化重要的组
成部分。

文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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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通常是指欧亚北部的商路，与南方的茶马古道形成对比，西汉时张骞和东汉时班超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长安（今西安）、洛阳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联结
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这条道路也被称为“陆路丝绸之路”，以区别日后另外两条冠以“丝绸之路”名称的交通路线。因为由这条路西运的货物中以丝绸制品的影响最大，故得此
名。其基本走向定于两汉时期。张掖地处河西走廊中端，南依祁连山脉与青海相连，北望巴丹吉林沙漠和内蒙古接壤，黑河穿境而过，因发挥着“以通西域”的要塞作用而闻名中外，
成为古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张掖是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全国生态文明示范工程试点市和全国农业改革与建设试点示范区，首批全国水生态文明城市建
设试点。

张掖是一个既有足够的历史长度，又有足够的文化厚度的地方。从长度看，张掖早在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生存，早在公元前111年即设郡县，纳入中央政府管理；从厚度看，张掖
既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又是宗教文化交汇之地，还是东西方文化汇聚之所。形成了既有厚重积淀，又多姿多彩的文化形态，所以张掖作为“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当之无愧的。

丝绸之路上的文化重镇
深挖历史资源，助力“一带一路”文化建设

拓通丝绸之路的张掖“万国博览会”
隋炀帝杨广继位后，为了拓通丝绸之路，经营西域商

贸“互市”，保证长治久安，决定西巡。隋大业五年（公元
609），山丹历史上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件，举世闻名，载
入史册。此年六月，隋炀帝御驾亲临张掖，登山丹焉支
山，参禅天地，谒见西域二十七国使臣，举行“万国博览
会”，这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唯一一次中原王朝帝王西
巡至山丹境内的重大活动，史称“万国博览会”。

隋大业五年（609），隋炀帝西巡，自关中赴河西，沿渭
河，越陇山，绕过宝鸡，经青海乐都，入扁都口穿越祁连山
到张掖。一路上车辚辚，马啸啸，战旗猎猎，金戈铁马，极

尽炫耀隋王朝帝王之威、国力强盛之能事。途中，六月八
日经大斗拨谷，山路隘险，风雪晦冥，与从宫（二名妃子）、
士卒冻死者大半。于大业五年六月十一日到张掖，活动
十几日，其中六天时间在山丹焉支山活动。十七日，炀帝
谒见高昌王鞠伯牙、伊吾吐屯设及二十七国使臣，并在道
左（古丝路道，峡口西侧）“佩金玉、穿锦屐”，焚香奏乐，歌
舞噪喧，武威、张掖十几万士女夹道欢迎，“衣服车马不鲜
者郡县皆督课之，乘骑填咽，周亘数十里，迎接炀帝。二
十七国使臣贡献千里之地”，炀“大悦”。十八日，宣诏设
西海等四郡；二十一日，在“观风行殿”盛陈文物布展，让

西域诸王及使者观看，以示文明，并宴请二十七国使臣，
奏九部国乐（来自印度、新疆、朝鲜等各地音乐），演出“鱼
龙漫延”舞蹈（据《资治通鉴》记载，让人扮成珍稀动物，有
猞猁兽先跳跃，忽然水满街道，到处是龟鳌鳖，鲸鱼吞云
吐雾，遮天蔽日，转眼化为黄龙七八丈。又二人分左右行
走，头上各顶一条长竿，竿上有人舞动，相互在杆上跳跃，
尤为壮观）。二十三日，“大赦天下”。炀帝为效防周穆
王、秦始皇、汉武帝参禅各山，在焉支山登峰顶参天禅
地。这次“万国博览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
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

建设“一带一路”区域经济新格局

张掖处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前沿阵地，在区域经济发
展中具有重大的历史机遇。

党的十八大以来，张掖市委市政府团结带领全市各族
人民，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
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及视察甘肃时做出的“八个着
力”重要指示和对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要批示精
神，主动适应和把握经济发展新常态，坚定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深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
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全市经济发展保持平稳增长，各
项社会事业取得新进展，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
基础。

一、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
2016年，全市生产总值达到399.94亿元，比2012年增加

108.02 亿元，年均增长8.8%。经济总量在全省的位次由
2012年第8位上升为2016年第7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
32729元，比2012年增加8525元，年均增长8.4%。

二、经济结构不断优化，三次产业协调发展
依托丰富的资源优势和良好的区位优势，大力培育发展

特色优势产业，着力加快发展方式转变，结构调整取得积极成
效，转型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协调性、稳定性、可持续性进一步
增强。三次产业结构由2012年的26.5:34.8:38.7调整为25.6:
27.5:46.9，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提高8.2个百分点。非公经济
快速发展，占比达到57.6%，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活力。

三、项目建设深入推进，经济发展动力增强
坚持把项目建设作为提升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增

强发展后劲的总抓手，立足张掖资源、能源、生态、通道、人文

等方面的比较优势，抢抓政策机遇，加快招商引资步伐，全力
推进项目建设，谋划、论证、争取、实施了一批带动能力强、事
关可持续发展的大项目、好项目，固定资产投资规模持续扩
大，投资结构不断优化，投资拉动效应更加凸显，经济转型发
展的动力和活力增强。

四、商贸流通繁荣活跃，经济转型成效显现
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快速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

断涌现，信息消费、电子商务、物流快递等蓬勃发展，市场活
力明显增强，消费结构升级加快，带动居民消费潜力有序释
放，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

五、经济发展质量明显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强
2012年以来，张掖市委市政府积极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以创新驱
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经济运行质量不断提高，
可持续发展能力不断增强。

六、社会事业全面发展，民生保障日益完善
坚持把惠民生、增福祉作为科学发展的根本取向，全面

落实各项惠民政策，健全完善保障体系，社会各项事业协调
发展。

▲在古张掖地区出土的《居延汉简》

▲张掖东北角鸟瞰图 摄影：陈冈

▲甘州木塔全景图 摄影：陈冈

▲张掖境内石窟 ▲马蹄寺

▲古代丝绸之路地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