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 国内·国际
2024年9月12日 星期四 责编：杨振宇 美编：王宇

���� ���

����������
���
����������	�������������


���	�	
�����������
����������
����������
������������
����
�����
���o�
�p��
����b ���

■新华社记者 张泉 温竞华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
得长足发展，成为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力
的科技大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
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向着科技强
国加速迈进。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月背着陆、智能采样、起飞返回……在
万众瞩目之下，我国嫦娥六号任务实现
了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的创举，
成功带回1935.3克月球样品。这也是中
国航天史上迄今技术水平最高的月球探
测任务。

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发射，到中
国航天员遨游太空；从中国空间站全面建
成，到探月、探火工程深入推进，中国航天
的高速发展折射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伟
大成就。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
新中国成立75年来，我国始终高度重视科
技创新在国家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

新中国成立时，科技基础近乎为零，专
门的科学研究机构仅有30多个，几乎没有
大型科研仪器设备。随着新中国吹响“向
科学进军”的号角，我国攻克一个又一个科
技难关，成为复兴之路上的重要支撑。

从“两弹一星”到核潜艇，从青蒿素到
杂交水稻，从石油地质勘探取得突破到万
吨巨轮下海，我国科技创新始终聚焦国家
和人民需要，为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
和人民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健全新型
举国体制，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
性变革，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基础前沿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
“中国天眼”、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

“大国重器”接连取得世界级发现；二氧化
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技术造物”；我国科
学家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物质科学、空
间科学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
——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
“嫦娥”揽月，“天和”驻空，“天问”探

火，“地壳一号”挺进地球深处，“奋斗者”
号探秘万米深海，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站
商运投产。
——国家创新体系建设提质加速。
我国逐渐形成以科技型企业、科研院

所和高等学校为主体的协同创新体系。
2023年末，我国拥有的全球百强科技创新
集群数量跃居世界首位，目前高新技术企
业数量达46.3万家。

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
经费支出规模稳居世界第二，与国内生产
总值之比为2.64%，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
平；截至2024年6月，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有
效量达442.5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
利拥有量达12.9件。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
指数显示，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从2012
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2位，是
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

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

取得新成效

323.6 米长、24 层楼高，可容纳乘客
5246人，国产首艘大型邮轮“爱达·魔都
号”宛如一座“海上城市”。自今年1月1日
首航以来，“爱达·魔都号”已运营60余个
航次，服务近25万国内外游客。

因产业链长、带动性强，邮轮制造对经
济发展的拉动比例可达1:14。通过多年科
研攻关，我国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成功建造
“爱达·魔都号”，助推船舶工业高端化发展
的同时，也有力拉动了相关产业发展。

科技与产业融合会产生经济发展的

强大动力。75年来，我国从“一穷二白”的
农业国，到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
业体系，再到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产
业结构持续升级，每一步都离不开科技创
新的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
要靠科技现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
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党的十八大
以来，我国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不断取得新
成效。
——科技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

发展，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国产
大飞机实现商飞，新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
产业增添新动力。2013年至2023年，我国
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
值年均分别增长8.7%、10.3%，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
要引擎。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铸就“大国工程”。
复兴号高速列车的研制，有力推动我

国轨道装备产业体系现代化；“东数西算”
工程加速推进，越来越多西部城市迎来数
字经济发展新机遇；粤港澳大湾区超级工
程深中通道助力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深圳
市和中山市进入“半小时生活圈”……通
过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我国铸就了一批
“大国工程”，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成就美好生活。
高清电视、智能空调、扫地机器人等

成为家居用品的主角；农业育种持续攻
关，让百姓餐桌更加丰盛；新药研发取得
重要进展，多项高端医疗装备加速国产
化，助力守护人民健康；节能环保技术加
速突破，为大家守护碧水蓝天。

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

10909米！这是“奋斗者”号创造的我
国载人深潜纪录。极端恶劣的深海环境
对潜水器抗压能力、操控性能、通信系统

的考验，无一不是世界级的科技难题。
面对挑战，我国组织近百家科研院所、

高校、企业的近千名科研人员开展协同攻
关，突破了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奋斗者”
号部件的国产化率超过了96.5%，生动诠
释了新型举国体制的巨大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系统部署、强力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聚焦“四个面向”，我国加强科技创新
全链条部署、全领域布局，全面增强科技实
力和创新能力，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生
物医药、新能源等新赛道和战略必争领域
加速布局。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我国通过科技
体制改革，不断壮大科技人才队伍，充分释
放创新活力。

新中国成立时，全国科技人员不超过
5万人，专门从事科研工作的人员仅600余
人。如今，我国科技人才队伍量质齐增，研
发人员全时当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形
成了全球最完整的学科体系和最大规模的
人才体系。

通过松绑减负，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
投身科研；通过“揭榜挂帅”“赛马制”等，让
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聚焦加强研发投入、加
快青年人才培养、加大初创企业扶持等内
容，出台一系列改革举措，科研人员创新创
业活力进一步被激发。

关于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党的
二十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部署。未来，
我国将在优化重大科技创新组织机制、统
筹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强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建设、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有
组织的基础研究等方面持续深化改革。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蓝图绘就，目
标在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国科技创新事业必将再攀
高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有力
的科技支撑。

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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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进强国路 阔步新征程

向着科技强国加速迈进
——新中国成立75周年科技事业发展综述

新华社美国费城9月10日电（记者 熊茂伶 谭晶晶）美国副
总统、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美国前总统、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特朗普10日晚进行了首次电视辩论。

这场辩论由美国广播公司主办、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
国家宪法中心内举行。两人从握手并相互问候开始，但在接下来
100多分钟时间里，彼此猛烈抨击，火药味十足。

面对主持人提出的美国人是否比4年前过得更好等经济话
题，哈里斯声称本届政府主要在替特朗普政府收拾烂摊子，特
朗普财税政策服务于美国富豪和大企业。特朗普回击称，美国
经济“糟糕”、通货膨胀问题严重，美国正处于第三次世界大战
的边缘。

哈里斯和特朗普随后还就移民和边境安全、堕胎权、对外政
策、医保等大选热门话题展开激辩，二人相互指责对方说谎、缺乏
施政计划。特朗普把大量移民从南部边境非法涌入美国归咎于哈
里斯，称美国正在“衰落”“消亡”。哈里斯提及特朗普被起诉和弹
劾，称他搞不清事实和状况，被世界领导人嘲笑。

有美国媒体描述，这场备受关注的辩论沦为一场恶语相向的
口水仗，就两位候选人的主要政策立场和主张而言，美国选民面对
的是截然不同的两条道路。

辩论后，双方团队都声称自己是赢家。哈里斯团队发表声明
说，哈里斯为美国提供了一条新的前进之路，将彻底终结特朗普带
来的“黑暗和分裂”。哈里斯团队还挑战特朗普进行第二场辩论。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这是他发挥最好的一次辩论，并指责
辩论主持人偏袒哈里斯。

当天，在举行辩论的国家宪法中心附近，巴勒斯坦支持者举
行示威活动，抗议美国政府对巴以冲突的应对。哈里斯和特朗
普各自的支持者也在附近聚集。近期多项民调显示，两人选情
胶着。

综合新华社电 第79届联合国大会10日下午在纽约联合国总
部开幕。第79届联大主席菲勒蒙·扬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合作，应
对气候变化、冲突升级、可持续发展放缓等一系列全球挑战。

菲勒蒙·扬在开幕致辞中说，和平与安全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应
努力解决地区冲突。“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缓解紧张局势，并在世界
范围内建立信任。”他同时强调，要通过创新和绿色经济推动公平的
经济增长，确保“各国无论大小都能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致辞中强调，当前全球形势严峻，需
要在减贫、消除不平等和化解气候危机等各领域采取具体解决方
案。他说，联合国是一个寻求多边解决方案的场所，在应对人类面
临的挑战时，联大仍然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工具。

根据联合国大会一项决议，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里亚
德·曼苏尔10日在联大会议上不再像以往一样坐在后排，而是和
联合国会员国代表一起坐在前排。

巴勒斯坦目前为联合国观察员国。
据法新社报道，埃及常驻联合国代表乌萨马·马哈茂德·阿卜

杜勒－哈利克·马哈茂德说，这一安排不仅仅是形式上的变化，“这
是一个历史性时刻”。

第79届联合国大会开幕
巴勒斯坦代表首次坐前排

美民主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进行首次电视辩论

哈里斯和特朗普相互猛烈抨击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俄罗斯联
邦安全会议秘书、前国防部长谢尔盖·绍
伊古10日宣布，俄罗斯军队8月以来已在
顿巴斯地区推进将近1000平方公里。美
国总统约瑟夫·拜登同日称，美方正在研
究解除限制乌克兰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打
击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的可能性。

俄军推进

俄罗斯国防部10日通报称，俄军已控
制包括克拉斯诺霍里夫卡、沃佳涅在内的
顿涅茨克多座村庄。据俄罗斯卫星通讯
社报道，俄国防部长安德烈·别洛乌索夫
致电祝贺俄军攻下上述地区。

绍伊古10日发表电视讲话时说，乌克

兰军队上月突袭与乌克兰接壤的俄罗斯
边境州库尔斯克意在提高自己在谈判中
的地位，并分散俄军在顿巴斯地区部署，
但俄军加快了对顿巴斯的攻势。

绍伊古还传达了总统弗拉基米尔·普
京的立场，称只要乌军还驻留在俄罗斯领
土，俄方就不会与乌克兰政府对话。

乌克兰武装力量总参谋部10日称，乌
军在克拉斯诺霍里夫卡等地抵抗俄军。

美“拱火”

拜登10日回答记者有关是否会解除
对乌克兰使用美制远程武器打击俄罗斯
境内目标的限制时表示，美国政府正在研
究这一议题。

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以美国国
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
考尔为消息源报道，美国国务卿安东尼·

布林肯11日访问乌克兰期间或通知乌方，
美方允许乌方使用美制陆军战术导弹系统
打击俄境内目标。

另据英国《泰晤士报》10日援引英国
政府消息人士说法报道，美国政府内部要
求“松绑”对乌克兰武器使用限制的官员正
在极力说服拜登等人，美国政府今后数周
内可能改变先前禁止乌方使用美制远程武
器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要求。

俄军已在顿巴斯地区推进1000平方公里

美或“松绑”乌武器使用限制

据新华社北京9月11日电 以色
列军队10日承认，上周在约旦河西岸
死亡的美国公民艾谢努尔·埃兹吉·埃
伊吉“很有可能”死在以军士兵枪
下。美国官员对此表示谴责，要求以
军整改在约旦河西岸的交战规则和
行为规范。

以军在一份声明中说，初步调查
显示，埃伊吉5日在约旦河西岸北部
城市纳布卢斯附近村庄拜塔中弹，她
参加的针对犹太人定居点的抗议活
动演变为骚乱，数十名示威者焚烧轮
胎，向以军士兵投掷石块。

声明说，以军士兵朝“骚乱主要
煽动者”开枪时，“很可能”埃伊吉被
“间接”击中。声明特别强调以军士
兵并未瞄准埃伊吉。

以军说，已对埃伊吉之死发起刑
事调查，调查结果将向上级部门提交。

以方向巴勒斯坦方面要求对埃
伊吉的遗体做尸检。埃伊吉的遗体
目前在巴方手中。当地医院确认她
头部中弹而亡。

埃伊吉是土耳其裔美国公民，同
时拥有土耳其国籍。她现年26岁，来
自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她的家
人10日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以军
说法。声明说：“她被训练有素的狙
击手射杀，以方却暗示这不是故意
的，我们深受伤害。”

埃伊吉的亲戚接受土耳其媒体
采访时说，埃伊吉瞒着他们到约旦河
西岸参加抗议活动。她在“国际声援
运动”组织做志愿者。这一组织10日

发表声明，拒绝接受以方说法，称以军士
兵瞄准埃伊吉开枪，将其打死。

埃伊吉的男朋友哈米德·阿里说，她
的死亡“不是意外，凶手必须被绳之以
法”。他指责美国政府不作为，“白宫没
找过我们，整整四天了，我们等待拜登总
统拿起电话，做正确的事”。

拜登当天早些时候接受媒体采访时
称，埃伊吉被“地面弹起的子弹”误伤而亡。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一
面在加沙地带推进军事行动，一面在约
旦河西岸多次突袭抓捕巴勒斯坦人，轰
炸难民营中所谓巴方武装人员藏身处。
一些犹太定居者频繁袭击巴勒斯坦平
民。据巴勒斯坦卫生官员称，自新一轮
巴以冲突爆发以来，在约旦河西岸已有
超过690名巴勒斯坦人死于冲突。

据越南农业

与农村发展部消

息，截至当地时

间11日5时，台

风“摩羯”及其后

续影响在越南已

造 成 141人 死

亡、59人失踪。

图为在越南河内

章美县，一些房

屋被洪水淹没。

新华社发

以军承认“误杀”美籍示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