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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子辉煌，八桂飘香。今天，广西壮族自

治区成立 60 周年庆祝大会隆重举行，我们向

广西壮族自治区各族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美

好祝福！

1958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掀开了八

桂大地发展新的一页。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

放40年和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民族政策光

辉照耀下，一代又一代壮乡儿女团结奋斗、砥

砺前行，创造了令人瞩目的辉煌成就，八桂大

地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2017年，全区地区生

产 总 值 20396.25 亿 元 ，人 均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41955元，分别是 1958年的 832倍、371倍。今

天的广西，实现了从低收入阶段向总体中等收

入阶段、从全国交通末梢向区域性交通枢纽、

从相对封闭的边陲地区向面向东盟开放前沿、

从温饱不足向全面小康迈进的历史性转变，正

阔步前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

时间是伟大的书写者，历史是忠实的见

证人。今年是改革开放 40 周年，明年将迎来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在这样一个继往开来的

历史时刻，回顾总结广西 60年来的沧桑巨变，

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共产党好、社会主义

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民族团结好！

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只要坚定不移坚持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

的正确道路，坚定不移走改革开放之路，广西

就一定能开创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

新时代的广西，充满新希望、迎来新机

遇。“一湾相挽十一国、良性互动东中西”。广

西沿海沿江沿边，具有独特的区位优势。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广西在国家对外

开放大格局中的地位更加凸显。面向未来，

广西发展的潜力在开放，后劲也在开放，有条

件在“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更大作用。立足

独特区位，释放“海”的潜力，激发“江”的活

力，做足“边”的文章，全力实施开放带动战

略，推进关键项目落地，夯实提升中国－东盟

开放平台，构建全方位开放发展新格局，广西

就一定能在更大范围和更广领域融入全国、

拥抱世界，实现跨越式发展。

60年来，党中央一直深切关怀和大力支持

广西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

次对广西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赋予了广西“构

建面向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

开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21世纪海上丝绸

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

三大定位，提出扎实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

展、扎实推进现代特色农业建设、扎实推进民

生建设和脱贫攻坚、扎实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建

设、扎实建设强有力领导班子的“五个扎实”新

要求，为新时代广西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

入了强大动力。把握新定位、落实新要求、担

当新使命，盘活开放发展这一盘棋，打好精准

脱贫这一硬仗，落实协调发展这一要求，激活

改革创新这一动力，发挥好生态环境这一优

势，抓好党的建设这一保障，广西就一定能让

各族人民拥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在

新时代书写八桂大地繁荣发展的新篇章。

时间的脚步永不停歇，奋斗的脚步永不

停歇。今天，从革命老区到千里边关，从漓江

之滨到北部湾畔，八桂大地激荡着干事创业

的火热激情，焕发出改革发展的勃勃生机。

我们深信，广西的明天一定会更美好！

（新华社北京12月9日电）

书写八桂大地繁荣发展新篇章
——热烈庆祝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周年

在越南后江省州城县，一个日供水4万

吨的给水处理工程，为年产42万吨包装纸的

越南理文造纸厂提供了充足的生产用水。

“我们生产纸的时候对水的要求比较

高，事实证明，我们开厂到现在都没有问

题。”越南理文造纸有限公司环保工作负责

人娄彼得说。

从东盟国家越南到缅甸，从东欧的俄

罗斯到南美的玻利维亚，众多国内外大型

企业所采用的废水处理和综合利用技术都

是来自广西大学教授王双飞科研团队的科

技成果。2017 年，王双飞教授的清洁化造

纸技术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弦歌不辍，薪火相传。12月 8日，在广

西壮族自治区成立 60周年之际，广西大学

迎来了 90华诞。1928年，广西大学在梧州

桂江对岸的蝴蝶山上诞生，首开广西高等

教育之先河。

从梧州立校、桂林鼎盛，到柳榕迁徙、南

宁复兴，从成为“国立大学”、进入“211工程”

高校，到进入“双一流”建设、部区合建高校，

广西大学一直秉持“保卫中华、发达广西”的

初心，扎根八桂大地，办学育人，成长壮大。

“90年来，广西大学在服务亚热带特色

资源保护利用与产业升级、服务南海及北部

湾海洋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中，紧紧围

绕国家及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热点及难

点问题开展科研攻关，推动了一大批重大科

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的

科技支撑。”广西大学校长赵跃宇说。

张先程研究员主持的“籼型杂交水稻”

项目获国家特等发明奖；卢克焕教授承担

的“牛体外受精技术的研究与开发”项目，

黄日波教授主持的“高活力 a-乙酰乳酸脱

羧酶的研制与应用”项目分别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广西大学注重科技创

新，产生了一批有重大影响的原创性成果。

“办大学不是要来装面目的，乃是要应

广西所需求的。”90 年前，刚刚履新广西大

学校长的马君武在《广西大学之使命》演讲

中说。秉持服务社会、兴桂强国的使命，广

西大学积极服务于国家和地方建设。

大桥两岸，山色青秀，江水碧绿。2018

年 5月 31日，在封闭大修两个月后，英姿挺

拔、造型优美的南宁大桥正式恢复通车，新

铺设了石墨烯复合橡胶改性沥青的路面

上，车辆川流不息。

这是国内率先实现石墨烯在路桥高等

级公路的商业化应用。“南宁大桥应用了我

们团队最新研发的技术成果，能够提高沥

青路面的使用寿命，降低维护成本，是石墨

烯产业化的最新突破。”广西大学可再生能

源材料协同创新中心主任沈培康教授说。

余克服教授带领研究团队对黄岩岛在

内的南海诸岛珊瑚礁进行系统科学考察，

推动了我国南海及沿海地区保护与开发；

郑皆连院士因首创的大跨度钢管混凝土拱

桥 技 术 ，被 授 予“ 李 国 豪 原 创 桥 梁 技 术

奖”……广西大学紧密结合区域和地方重

大战略需求，深化校市、校厅、校地、校企协

同创新，大力推进科教融合，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技支撑。

走过九秩，再踏新程。继出台《广西大

学推进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广

西大学综合改革试点方案》之后，11 月 17

日，广西印发《“部区合建”广西大学实施方

案》，加快推进广西大学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

“广西的发展需要一流大学，广西人民

盼望一流大学，广西大学为此确立了建校

百年目标、三步实施的路线图。建成布局

合理、特色鲜明的国内一流综合性研究型

大学，是广西大学到建校 100 周年时的主

要目标。”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广

西大学党委书记刘正东说。

八桂之南，边海之交，走过90年沧桑的

广西大学，正立足广西、服务全国、辐射东

盟、面向世界，向“双一流”目标阔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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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煌60年·壮美新广西

今年是人民币发行 70 周年，“中
国名片——人民币发行 70 周年纪念
展”近日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
行。展览以不同时期人民币的相关陈
列为主线，展现人民币的主题设计、防
伪工艺及印刷技术等相关知识。

右图 观众在雕刻凹印油墨互动
区体验人民币印刷和防伪技术。

下图 观众观看人民币制版工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人民币发行70周年

纪念展在京举行

（上接第一版）2.着力从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

社会领域改革两个方面同步发力，加快解决

制约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关键问题，激荡科

技创新的源头活水；3.着力加强科技创新统

筹协调，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

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的国家创新体系，让

一切创新源泉充分涌流；4.着力完善科技创

新基础制度，大幅提高科技资源开放共享水

平；5.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

链完善资金链，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

加快建立协同创新机制，加快推进科技金融

有机结合，积极推动强化各类创新主体、各

方面、各环节的支撑和联动，促进三链有机

衔接；6.着力加快完善基础研究体制机制，实

施好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和科学工程；7.着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把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落

实到现代化建设整个进程和各个方面。对

上述 7 个“着力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

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切实把创新抓出成

效，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业

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研发人

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形成有利于

出创新成果、有利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新机

制。以只争朝夕的紧迫感，抓出创新成效，

形成新的机制，这是中央领导人面对科技体

制改革中的“硬骨头”吹响的攻坚克难战役

“冲锋号”。

（三）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要坚持“三个面向”，精
心设计，大力推进

2015 年 3 月党中央国务院颁布《关于深

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的若干意见》，明确了我国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的总体思路，提出要强化科技同经济对接、创

新成果同产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

对接、研发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

增强科技进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度。这个文

件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对科技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同年 5月 5日，

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实施方案》，进一步明确了科技体制改

革的总体目标，力争到 2020 年在科技体制改

革的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突破性成

果，基本建立适应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

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科技创新发展规

律的国家创新体系。

如何加快推进科技创新、深化科技体

制改革？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三个

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精心设计和大力

推进改革，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

都充分活跃起来，形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

的强大合力。其要点为：一是围绕使企业

成为创新主体、加快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

来谋划和推进科技体制改革。二是按照遵

循规律、强化激励、合理分工、分类改革要

求，继续深化科研院所改革。三是以转变

政 府 职 能 为 目 标 ，推 进 科 技 管 理 体 制 改

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转变政府职能是

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实质上要解决

的是政府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重点

是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即哪些事应该

由市场、社会、政府各自分担，哪些事应该

由三者共同承担。围绕这一核心思想，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加 快 转 变 政 府 科 技 管 理 职

能、改革科技计划体系、改革科技项目和经

费管理、改革科技评价和科技奖励制度等

方面都提出了新要求。

可以说，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体制改革

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领域和“硬骨头”，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擘画的蓝图和行进路线

图，全面发力、多点突破、纵深推进，其涉及范

围之广、出台方案之多、触及利益之深、推进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截至目前，改革主体架

构已经确立，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取得

实质性突破，形成了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和标志性的重大成果，创新创业成为当代中

国最靓丽的风景线和时代风尚。

在纪念改革开放 40 周年的时候，我们要

更加珍惜已有改革的成果，更加深悟细会习

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一系列重大决

策，更加坚定用改革解决发展问题的立场和

方法论，以逢山开路、遇水架桥的大无畏气概

和工匠精神，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切实

抓好改革措施的落实落地，尽快建立起适应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求、符合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规律、科技创新发展规律的国家创新体

系和科技管理体制。

（作者系浙江省政协副主席）

科技日报讯（记者刘园园）国家发改委、

国家知识产权局、科技部、工信部、中国科协

等 38 个部门近日联合签署《关于对知识产权

（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开展联合惩戒的合

作备忘录》（以下简称《备忘录》），《备忘录》已

在国家发改委官网公布。

《备忘录》的联合惩戒对象为知识产权

（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为的主体实施者。它

列举了 6 种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行

为，包括重复专利侵权行为、不依法执行行

为、专利代理严重违法行为、专利代理人资格

证书挂靠行为、非正常申请专利行为、提供虚

假文件行为等。

根据《备忘录》，对于上述行为，各部门

将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对联合惩戒对象采取一种或多种惩

戒措施。

其中国家知识产权局采取的惩戒措施有

5项：加大监管力度，依法从重处罚违法行为；

取消进入各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快速维权中

心的专利快速授权确权、快速维权通道资格；

取消申报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和优势企业资

格；取消申报国家专利运营试点企业资格；在

进行专利申请时，不予享受专利费用减缴、优

先审查等优惠措施。

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则包括限制政府性

资金支持，对政府性资金申请从严审核，或降

低支持力度；限制补贴性资金和社会保障资

金支持；失信情况记入金融信用信息基础数

据库及互联网征信系统等 33项。

《备忘录》还明确，今年 12 月底前实现

知识产权（专利）领域严重失信主体的联合

惩戒。

知识产权领域严重失信将遭联合惩戒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9日电 （记者瞿剑）
《中国农业科学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十大行

动方案（2018—2022 年）》9 日发布，启动实施

五年内“十大行动”，旨在加快形成一批引领

和支撑乡村振兴的宏观战略、政策制度、关

键技术和典型模式，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理

论指导、政策供给、技术支撑、前沿引领和典

型样板，推动农业科技创新能力和水平整体

跃升。

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梅旭荣介绍，“十大

行动”主要包括：乡村振兴政策创设支撑行

动、乡村振兴标准体系创建行动、农业科技

精准扶贫示范行动、乡村振兴整县推进科技

示范行动、农业绿色提质增效技术集成转化

行动、农业绿色投入品创制行动、农业关键

核心技术跨越行动、农业科技前沿突破行

动、‘一懂两爱’农业科技队伍建设行动、农

业科技创新平台提升行动”等。其中，农业

绿色提质增效技术集成转化行动，要在粮食

生产功能区、重要农产品保护区、特色农产

品优势区、典型生态区重点推进水稻、玉米、

小麦、奶牛、羊等 16 个产业绿色增产增效技

术集成与转化应用。到 2022 年，集成 600 项

先进适用技术，构建 160 套可复制可推广的

综合技术生产模式，形成“高产、优质、高效、

生态、安全”的新型生产体系；农业绿色投入

品创制行动，要重点研发一批环保高效的肥

料、农药、饲料及添加剂、疫苗及诊断制剂、

兽药和地膜等新型产品，突破农业生产中资

源环境和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瓶颈问题，创制

一批节能智能的栽培、养殖、植保、收获、加

工等机械装备，提升农业生产信息化、机械

化、智能化水平；关键核心技术跨越行动，围

绕农业核心关键领域和“卡脖子”技术，重点

突破“农作物高通量表型精准鉴定、畜禽核

心种质育种、高效农业装备智能控制、农村

生活垃圾污水无害化处理、优质乳品质评

价”等一批受制于人的短板技术，实现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核心技术成果。

中国农科院启动乡村振兴科技支撑十大行动

诚信建设万里行

科技日报讯（实习记者于紫月）“调研

发现，无论是当今职场的中流砥柱 80后还

是初入职场的 90后，都呈现出明显的亚健

康状态。睡眠问题、肠胃不适、皮肤问题、

颈椎和腰椎酸痛、月经不调是职场女性提

及次数最多的健康问题。”12月8日，第十三

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在京召开，会上发布

了《2018中国城市职场女性健康绿皮书》。

“根据世界银行 2017 年的劳动力市场

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力参与率达 61.5%，高

于 美 国（55.74%）、日 本（50.5%）和 法 国

（50.56%）等高收入国家。”澳佳宝研究院院

长 Lesley Braun 表示。尽管背负着职场和

家庭的双重压力，我国职场女性仍呈现出

了积极进取的工作态度，超过 60%的受访

城市职场女性对目前的工作“比较满意”和

“非常满意”，但也有近 50%的受访者表示

其经常受到失眠或睡眠问题的困扰，更有

近 30%的女性表示她们“经常失眠”。从 60

后到 90后，睡眠问题无一例外地成为健康

问题之首，普遍存在于各年龄段的职场女

性中。

具体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职场女性的亚

健康状态？调研显示，工作压力、久坐、作

息不规律、长期注视屏幕和生活压力等日

积月累地伤害着职场女性的健康。久坐于

电脑前埋头苦干、忙碌到顾不上按时吃饭、

频繁加班夜归是职场女性普遍的“办公室

生活”写照。

专家表示，当代中国城市职场女性背

负着压力不断追求实现自我价值的目标，

但健康问题也亟待重视起来。在职场女性

自身提高健康管理意识的同时，国家相关

部门和健康传播机构也应肩负起责任，为

职场女性提供科学系统的指导。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疾控局局长毛群

安说，女性是我们社会公众关注的人群，应

突出解决好妇女、儿童、残疾人、老年人等

所面临的健康问题，强化从胎儿到生命终

点的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和保障。

职场女性普遍存在睡眠问题

12月 7日至 8日，第十一届全国 3D大赛在云南省玉溪市举办，向市民展示高科技成
果及数字经济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改变。图为小朋友排队乘坐VR模拟战斗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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