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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从世界遗产视角出发，对乌孙古道及其沿线的自然和人文景观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利用奥维互动地

图，对乌孙古道的地理位置进行详细展示。通过对比性研究，论述乌孙古道符合世界遗产的遴选标准，

符合申遗条件，提出申报世界遗产的可行性。并且针对乌孙古道保护和发展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立法

保护、完善基础设施、推进数字化建设、开展遗产旅游等措施，使乌孙古道走向绿色健康可持续发展的

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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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World Heritage, this paper makes a comprehensive study of the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 along the Wusun Ancient Road. This paper uses the Aowei interactive map 
to provide a comprehensive illustration of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Wusun Ancient Ro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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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ough comparative study,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the Wusun Ancient Road meets the selec-
tion criteria of World Heritage, meets the requirements of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and the 
feasibility of applying for World Heritage.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protection and de-
velopment of the Wusun Ancient Road, measures such as legislative protection, improving infra-
structure, promoting digital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ing heritage tourism are put forward to lead 
the Wusun Ancient Road towards a green,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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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世界遗产是指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文化与自然遗产，是大自然和人类留下的最珍贵的遗产，需要作

为整个人类遗产的一部分加以保护。世界遗产分为文化遗产、自然遗产、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其中部

分世界遗产同时属于文化景观遗产。“文化景观”这一概念是 1992 年 12 月在美国圣菲召开的第 16 届世

界遗产大会上提出并纳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文化景观代表“自然与人类的共同作品”[1]。中国作

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浩繁的遗产资源，遗产类型多样，各处历史古道也是遗产的重要内容。古

道是指近代以前人们开发通行或自发形成的、对于古代社会经济发展具有强大推动作用的道路，是能够

反映当时政策环境、社会交往、经济发展、科技水平状态的物质载体[2]。中国新疆与中亚地区历史悠久，

众多民族迁徙至此，并发展壮大。高耸的天山山脉屹立于新疆，将新疆分割为南疆北疆两部分，形成了

一道难以逾越的屏障，为天山南北的交流交往造成了极大困难。西域的先民们凭借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开发出乌孙古道往来于天山南北。众多的文明古国已经烟消云散，但他们所使用的道路却为这些古国的

贸易、军事和移民活动提供了依据。乌孙古道有着重要的历史价值、自然美学价值和文化价值，应当重

视对于乌孙古道的保护与开发，充分发挥其经济效益。 

2. 研究区概况 

文化景观遗产作为一种特殊的遗产类型，它的提出有助于扩大世界文化遗产的概念和内涵，代表了

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与关联，与其他遗产类型相比，文化景观遗产更强调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和人

类与自然和谐的可持续发展[1]。乌孙古道不仅有深厚的历史底蕴，还有秀美的自然风光，是人与自然和

谐共生的典范。对于乌孙古道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如图 1 所示，广义上的乌孙古道，包括乌孙

国到龟兹国穿越天山南北的多处古道，涵盖了夏塔古道、孟克特古道等古道，以及现在的 217 国道(独库

公路)等道路。狭义上的乌孙古道，则是指从琼库什台至黑英山的这段路线，因其经过包扎墩达板，又称

包扎墩乌孙古道。 

2.1. 乌孙古道的历史背景 

据史书记载，古代塞种、月氏、乌孙、匈奴、突厥、蒙古等游牧民族都曾在伊犁河谷有过较长时期

的活动，并留下了丰富的文物遗存。因此，研究新疆古代游牧民族的历史，伊犁地区是一个重要区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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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山以南也不乏有龟兹、蒙古、维吾尔等民族徙居于此。乌孙作为中国历史悠久的民族，是乌孙古道

较早的开发者，龟兹也同样是曾经的西域大国，是丝绸之路的交通枢纽，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

心，二者都在中国古代历史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从国内历史文献的记载来看，乌孙原是我国西北地

区的古老民族，约在西汉时西迁至伊犁河流域，其所建立的乌孙国为汉代西域的第一大国[4]。但之后乌

孙国发生内乱，并且不断衰弱。东晋十六国时期，乌孙为柔然所逐，南徙帕米尔高原，逐渐消失于历史

舞台[5]。早在西汉时期，乌孙古道就已经得到使用，是乌孙国对外交流的重要通道，也是重要的军事通

道和贸易通道。乌孙国是汉时西域大国。汉武帝为联合对抗匈奴，曾又两度远嫁皇室孤女刘细君和刘解

忧，与乌孙和亲，解忧公主的女儿弟史公主，通过翻越天山和龟兹王联姻，都曾利用乌孙古道。 
 

 
注：该图基于奥维互动地图软件下载的审图号为 GS 京(2023)1613 号的标准地图制作，

底图无修改。 

Figure 1. The geographical location of Wusun Ancient Road 
图 1. 乌孙古道地理位置 

 
夏塔古道是古代伊犁至阿克苏的交通枢纽，夏塔古道的木扎尔特达坂是唐代著名的弓月道的必经山

口，在民间交往、贸易、军事和外交上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夏塔是古丝绸之路北道连接南北疆的

重要的通道，唐僧西天取经、张骞两次出使西域走的都是夏塔古道，据记载，唐玄奘去天竺国西行翻越

的“凌山”就是夏塔古道[6]。夏塔古道保存了众多历史古迹。在夏塔谷口发现了细君公主墓，是细君公

主远嫁乌孙和亲的实证，在夏塔河形成的冲击平原上坐落着乌孙古墓群、草原石人、格登山记功碑、夏

塔古城遗址和波马古城等遗迹。在夏塔古道哈达木孜大达坂和木扎尔特山口附近有许多维吾尔文字和三

区革命军徽记的石刻，石刻记录了 1945 年三区革命维吾尔军由此进军南疆阿克苏的军事行动。 
包扎墩乌孙古道至今仍存大量的军事设施，有博孜克尔格古营盘、戍堡遗址，还有众多的岩画、墓

葬和石人。还发现了东汉时期的碑刻，名为“刘平国治关亭诵”，佐证了包扎墩乌孙古道的存在与使用。

刘平国刻石现位于乌孙古道南端黑英山乡峡谷口的岩壁上，书体为汉隶体，舒朗秀丽。它见证了一千八

百余年的历史沧桑，可见汉代对西域的重视。它是我国民族史上非常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活化”了

一段历史，为研究西域文化交流和汉代书法艺术源流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文献实物[7]。此道汉代

起至清、民国时均有通行，清政府平息大小和卓叛乱时还曾利用道。古道北侧的入口是琼库什台，琼库

什台村是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游牧民族定居最早的村落之一，建筑技术和施工技艺等仍然都保持着传统建

筑文化的印迹，历史信息丰富，具有较强的原真性，是至今伊犁河谷保存完好的一个木构建筑群[8]。 
今天的 217 国道(独库公路)，也是一条古老的通道，是古丝绸之路北线与中线的交通线路之一。在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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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时，北通乌孙，南接龟兹，是当时频繁使用的道路。留存有龟兹故城遗址反映出了龟兹的历史、军事

和社会状况。还有克孜尔尕哈烽燧遗址(Kizilgaha Beacon Tower)、苏巴什佛寺遗址(Subash Buddhist Ruins)、
克孜尔千佛洞遗址(Kizil Cave-Temple Complex)等古迹。显示出 217 国道（独库公路)作为历史时期重要交

通路线的辉煌，有宝贵的历史价值。独库公路被誉为“英雄之路”。修建伊始，独库公路作为由国务院、

中央军委下令修建的战备国防公路，1974 年修建，经过 9 年艰苦奋斗，1983 年 9 月建成通车[9]。孟克特

古道更是被认为是乌孙西迁伊犁河谷所使用的道路，见证了乌孙族的迁徙。沿着这条古道，上世纪 70 年

代中期曾修建了国防公路，原本作为独库公路伊犁段的前身公路，后因当地自然条件恶劣和交通条件改

善等原因被废弃，现在古道上仍有明显的公路痕迹。 
乌孙古道是当地非物质文化的载体。新疆天山是我国的五大牧区之一，当地的牧民逐水草而居，根

据自然条件划分出了春、夏、秋牧场，每当季节变换，牧民便更换牧场，转移到水草更加丰茂的地区。

部分牧民依托乌孙古道进行转场，体现了天山以北季节性轮牧的传统。季节性轮牧有利于草场的恢复，

保护了草场的生态，是当地牧民长期从事游牧的经验和智慧的结晶，体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世居

于此的民族，保留了众多文化传统和习俗，遗留了哈萨克族毡房的制造技艺、刺绣、骑射和歌唱舞蹈等

技艺。 
乌孙古道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联通天山南北，北衔准噶尔盆地，南控塔里木绿洲，在东西方

文化交流中起到重要的作用，为西域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和统治提供了有力证据。乌孙古道作为沟通新疆

南北交通要道，留下来了无数佳话美谈，遗留了众多的历史古迹，印证着多民族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的

历史事实，展现了乌孙古道深厚的历史底蕴。建国以后由于天山南北公路交通状况的改善，部分古道也

逐渐废弃鲜有人烟。 

2.2. 乌孙古道的自然状况 

夏塔古道经过了夏塔景区和托木尔–汗腾格里地区。夏特可以说是欧亚大陆腹地野生生物物种的基

因库，植被物种丰富而稀有，弥足珍贵。原始森林类型保存完整，松树类型齐全，植被是整个天山森林

生态系统最为典型的代表。森林公园有 1000 余种高等植物，野生动物种类丰富，陆栖脊物有 152 种还有

各类昆虫 196 种，这里不仅有松鼠(Sciurus vulgaris)、旱獭(Marmota bobak)、雪兔(Lepus timidus)、雪鸡

(Tetraogallus himalayensis)等动物出现，还栖息有雪豹(Panthera uncia)、北山羊(Capra sibirica)、盘羊(Ovis 
ammon)等国家珍稀野生动物，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就达 30 余种[6]。托木尔—汗腾格里地区是三大山地冰

川分布区之一，是天山最大的冰川作用中心，区内冰川类型多样，包括山谷冰川、冰斗谷冰川、冰柱冰

川、悬冰川、斜坡冰川等。保护区中的积雪终年不化，冰蚀地貌显著，冰碛地貌发育良好。片区的天山

南坡有一系列完整的垂直自然带谱，在山麓，大片干旱草原维持了原有的生态(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

遗产中心 https://whc.unesco.org 整理)。 
包扎墩乌孙古道的北侧入口琼库什台，处于喀拉峻遗产片区内。喀拉峻地处伊犁河流域，是新疆天

山面积延伸最宽广的山地草甸草原带，它囊括了高山、冰川、雪峰等多种自然景观，它是中天山遗产最

核心所在[10]。古道内拥有草原、密林、雪山、冰川、湖泊、河滩、断崖等各类景观，其中包扎墩达板、

堰塞湖天堂湖和乳白色的河流风景尤美。 
217 国道(独库公路)沿线途径独山子大峡谷、乔尔玛风景区、唐布拉百里风景区、那拉提草原、巴音

布鲁克天鹅湖风景区、巴音布鲁克草原、库车大峡谷等景区，拥有高山、雪山、河流、湿地、森林、山

地草原、河谷草原、戈壁荒漠、峡谷地貌、雅丹地貌、冰碛湖等地貌景观。独库公路也是天然动植物宝

库：亚高山草甸植物、禾草草甸草原植物、天鹅(Cygnus)等野生动物，出产雪莲(Saussurea involucrata)、
贝母(Fritillaria walujewii)等名贵药材[11]。孟克特古道中，孟克特山岭海拔近 4000 m，终年积雪，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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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特的冰川景观。还有堰塞湖、雪山、草原、花甸、溪流、温泉、松林等自然景观，各种美景交相辉映。

唐布拉草原海拔为 2520 m，拥有呈碱性的温泉水，温度约为 38℃~40℃，PH 值约为 8.6~9.0。温泉水内

富含多种矿物质，符合国家医用矿泉水的标准[12]。 

3. 乌孙古道申报世界遗产的策略与遗产价值 

对比世界遗产委员会的 10 条遴选标准，乌孙古道满足(ii)、(iii)、(v)、(vi)、(vii)。(ii)：乌孙古道是

新疆与中亚历史上地跨天山南北的重要交通路线，体现了多民族文化的交流。这些交流交往活动对建筑

和城市规划、商品贸易、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有深远影响。(iii)：乌孙古道及其周边古迹也为历史上乌孙

国和龟兹国等众多西域文明古国的存在和交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见证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政治、经济、

文化的交流，以及社会发展。(v)：乌孙古道是连接伊犁河谷与塔里木盆地的重要贸易路线，见证了天山

季节性轮牧的文化传统。乌孙古道的开发与使用充分利用了当地的地形条件和气候条件，连接了天山南

北各游牧文明和农业文明，是新疆与中亚历史上贸易路线开发的杰出范例。(vi)：乌孙古道见证了张骞出

使西域、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和唐玄奘西取真经等历史事件，佐证了乌孙的迁徙和汉唐以

来历代中原政权对西域的交流与经略。(vii)：乌孙古道有丰富的垂直带谱，拥有及高山、峡谷、雪山、

草原、湖泊、河流、湿地、森林、戈壁荒漠、雅丹、冰川、雪峰、堰塞湖、温泉等自然地貌，还有众多

珍稀的动植物。世界遗产的平衡性发展已成为国际关注的焦点，世界遗产委员会大力提倡、鼓励遗产种

类的丰富多样化[13]。乌孙古道，是新疆众多古道的典型代表，符合真实性(Authenticity）和完整性

(Integrity）的原则，乌孙古道的申遗将填补我国以古道作为世界遗产的空白。同时，乌孙古道连接了丝

绸之路的北道与中道，乌孙古道在政治、经济、文化上都与丝绸之路有很强的相关性，因此可以将乌孙

古道作为丝绸之路新疆段的扩展项目来申报。由此可见乌孙古道申遗具有极高的可行性。 
乌孙古道的遗产价值突出。乌孙古道历史跨度达到两千余年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使用和开发历

史悠久，见证了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连接了丝绸之路的北道与中道，是中华民族历史和中华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乌孙古道具有重要的美学价值、观赏价值、生态价值、历史价值、科研价值和经济价值的

活态遗产。乌孙古道是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交融的典型体现，凝聚积淀了丰富独特的多民族文化，乌孙古

道的开发也有利于增强各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自信心，增强各族人们保护和传承本民族文化的使命感。

乌孙古道串联了自然景观、文化古迹和古村古城，连接了天山周围多个单体、静态的遗产，是重要的群

体遗产，有较高的活化利用价值，经过科学开发和合理规划，有望将乌孙古道打造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

擎，促进天山南北整体统筹协调发展。 

4. 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策略 

4.1. 立法保护 

新疆存在众多立法保护问题，法律法规的颁布较为滞后，地方具有针对性的法律缺位，缺少针对乌

孙古道的全局性、全方位和综合性保护法规，规章大多只停留在政策性层面，许多法律法规不明确，没

有解决保护遗产过程中的诸多技术问题、体制问题和管理经营问题，没有规定遗产保护的权利与义务的

规范和法律责任的落实，许多景区跨越多个地州，法律法规存在衔接和协调问题，不利于统一协调管理。

乌孙古道虽然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规的保护，其中独库公路还受到《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道路运输服务“十四五”发展规划》等政策性法规的保护，但大部分地区相关保护法规缺位，存在

文物古迹保护不善，驱车倾轧草地，不收纳垃圾等破坏生态环境等行为，缺乏立法保护和管理是导致出

现生态和保护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 
科学地保护和开发世界遗产的科学、教育、文化和旅游资源，是带动国家和地区的文化 、经济和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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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业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14]。因此乌孙古道要充分学习和借鉴国内外遗产保护的杰出范例，推进乌

孙古道遗产保护法律的完善。顺应世界各国遗产保护和管理机制改革的趋势，积极与国际接轨，吸收、

借鉴和学习国外科学先进的遗产立法经验，推进国外概念的本土化研究。从我国遗产保护和管理的现实

需要出发，出台全面、综合的保护措施。注重不同地州法律的衔接，因地制宜，分类保护，加强执法力

度，落实法律法规的实施，提高群众保护遗产的积极性。明确法律法规，增强文化遗产法规的可操作性。

设立对应的机构管理，收取一定的保护和管理费用，各景区共同管理、共同开发、共同保护，形成针对

遗产保护的合力。建立长效保护机制，促进遗产保护事业的绿色健康和可持续发展。 

4.2. 完善基础设施，提高服务质量 

乌孙古道存在自然条件恶劣，交通条件差，配套设施不足，环境保护不力，安全隐患多等问题。乌

孙古道海拔起伏大，地形崎岖，自然灾害频发，水文条件复杂，气候变换快差异大。因此基础设施条件

差，建设难。包扎墩乌孙古道甚至还未铺设公路，只能依靠徒步或骑马穿行，可进入性差。其它地区也

存在道路承载能力差，路面硬化不足等问题。大部分地区卫生间、加油站、停车场等配套设施不足。游

客随意扔垃圾，翻越防护栏和栅栏。 
应对上述问题，各景区应当建设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游客接待中心、停车场、公共卫生间、垃圾

箱、餐馆和旅舍。修建必要的道路、防护栏、索道和桥梁，搭建标准化旅游标识牌。投放数量足够的区

间车，增加相关工作人员，加强对游客的管理和服务，保证景区高效运作。全方位覆盖网络，推动信息

化建设。排查相关安全隐患，确保相关救援和消费设施设备齐全，预备救护车、消防车、直升飞机等设

备，提高应急救援效率。完善相关旅游配套设施和生活服务配套设施，适当开发旅游项目，重视提高服

务质量和管理水平，串联景区，整合沿线资源。将乌孙古道建设成为精品旅游区，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舒适度和满意度。 

4.3. 推进乌孙古道旅游资源数字化建设 

乌孙古道内部与周边有丰富的文物古迹，部分古迹因保护不善已经难以再现当年光景，同时乌孙古

道在旅游开发、经营管理和安全保障等方面也面临众多困难，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宣传遗产资源，推动消

费升级和社会共享，应当对乌孙古道进行全面的数字化转型和信息化建设。 
在遗产保护方面，要重视对文物古迹进行扫描、测绘和考证，以及相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

护。对相关遗产资源数据进行标准化、全方位的采集，以权威可信的文献和史料为依据，开展文物古迹

的数字化修复，构建电子模型，真实反映遗产资源信息，不断对遗产资源进行归档和信息整理，建设动

态化管理的遗产资源数据库。 
在旅游开发方面，对乌孙古道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贸易往来的场景进行模拟，利用增强现实技术

(Augmented Reality)和虚拟现实技术(Virtual Reality)，进行虚拟场景建模，再现当时的历史场景，使游客

获得直观地视觉听觉的体验。随着数字技术的进步，数字叙事已成为一种流行的媒介，可以在线和现场

应用，与实体和虚拟访客建立联系，数字叙事正在增加游客的可访问性，并使用 MR、VR 或 AR 重建已

灭绝的地点[15]。建设数字博物馆，让游客能够在线上观赏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激发游客旅游和保护遗

产的积极性。 
在经营管理和安全保障方面，搭建数字化旅游服务平台，提供旅游导览服务、电子向导服务、咨询

服务和缴费服务等相关服务，利用大数据分析等数字化手段，对游客进行引流分流和游客容量控制。大

量布设监控设备，监管游客与工作人员的行为，控制生态环境污染，监测路段安全状况，减少安全隐患。

采用 GPS 定位技术，为游客提供导航服务，也便于救援工作的迅速开展。还可以采用网红直播、拍摄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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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片、无人机旅拍和制作游戏等方式，扩大知名度，做好线上营销。数字化技术的运用必须从重视“静

态遗产”的保护，向同时重视“动态遗产”和“活态遗产”保护的方向发展，运用数字化技术仅仅只是

一种新型手段，而保护文化的多样性、鲜活性和文化生态平衡才是最根本的目的[16]。 

4.4. 开展遗产旅游，推进可持续发展 

世界遗产的“真实性、完整性”准则，决定了旅游开发建设应以保证遗产资源的景观与生态安全为

前提[17]。世界遗产的管理、保护和开发应从中国的国情出发，遵循立足保护、科学规划、合理开发、永

续利用的原则[18]。乌古道开发时间晚、力度小，缺乏管理，经营情况混乱，因此重视对于乌孙古道的可

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遗产旅游让游客获得对遗产景观与文化的体验，让旅游者明白遗产保护的重要性，

认可对遗产的保护工作。同时也要求我们在不破坏遗产地生态的前提下，进行合理开发，做到保护与开

发相平衡[19]。 
保证乌孙古道遗产资源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注重乌孙古道的绿色健康发展。划定保护范围，建设控

制地带，确保遗产安全。在不同地区应因地制宜编制保护规划，并将其作为一个整体对待，形成统一的

保护规划，改革相关的保护架构，实施整体保护，最终实现多目标的多赢保护[20]。加强对工作人员的培

训与对游客的监督管理，建设遗产保护标语，大力开展遗产教育，增强公众的遗产保护意识，使公众树

立正确的遗产价值观。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修复周边遭到破坏的文物。拆除或整改与当地文化风

格不协调的建筑，保持建筑风格一致。 
加强管理经营，开展遗产旅游。规范行业准则，调控市场价格，打击高价乱象，推进生态旅游，挖

掘文化内涵，凸显民族特色。划定门票、游玩项目、住宿和餐饮价格区间，整改清退漫天要价的商家。

开展徒步旅行，马背旅行，推出徒步、骑马、漂流、攀岩和文艺表演等当地特色的娱乐项目。建设毡房

木屋营地，餐饮和住宿要体现民族文化特色，开发传统手工艺品，大力销售土特产品。将沿线的物质和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开发有机结合，增强当地居民的遗产认同、文化自信，提高居民对当地发展的自信心

和参与其中的积极性。注重旅游产品的特色化、多样化开发，打造出具有地域特色和民族文化的旅游品

牌。游客既可感知独特地域文化、纯正民族文化，也可找寻多民族共同建设、共同繁荣的历史痕迹，在

遗产主客互动中实现遗产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21]。当地居民是可持续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因

此遗产管理部门要充分倾听当地社区的意见，确保社区在当地的发展战略中具有重要地位[22]。引导居民

全方位的参与，提高居民的普通话水平，改善人居环境，以人为本，充分发挥旅游的扶贫功能，使旅游

发展红利和生态红利更多、更全面的惠及当地居民。要建立利益相关者的沟通和参与的渠道，提高利益

相关着的参与能力[23]。开展公路旅游，适应自驾游的发展趋势，坚持“路景一体”的原则，使公路兼具

通行与观光的功能。将重视乌孙古道的旅游业发展，加大推进力度。各景区协同治理，整体利用，相互

配合，互利共赢。 

6. 结论 

乌孙古道是新疆与中亚历史上各民族文化交流和交融之路，是地跨天山南北的重要的经济贸易、政

治、军事和民间交往通道。乌孙古道和周边古迹为乌孙和龟兹的存在和交往提供了有力证据，佐证了汉

唐以来历代中原政权对西域的交流与经略，见证了张骞出使西域、细君公主和解忧公主远嫁乌孙和亲和

唐玄奘西取真经等历史事件。因此本文通过对比其他相关世界遗产和古道，提出乌孙古道申请世界遗产

的可行性，同时要把握申遗机遇，实现乌孙古道遗产价值。并且还针对乌孙古道保护和发展所面临的问

题，本文提出了立法保护、完善基础设施、推进数字化建设、开展遗产旅游等措施，使乌孙古道达到绿

色健康可持续发展，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引擎，促进天山南北整体统筹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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