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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

晤并对南非进行国事

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

委员会召开会议，研究

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和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主持会议。

习近平在首个全国生

态日之际作出重要指

示强调，全社会行动起

来做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

播者和模范践行者。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第一卷斯瓦希里文版

首发式暨中肯治国理政

研讨会在内罗毕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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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文章《中国

式现代化是强国建

设、民族复兴的康庄

大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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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

第二次全体会议强调，

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

部署，坚定不移推动高

质量发展；大力提升行

政效能，为完成各项任

务提供有力保障。

本报讯（记者 李洋） 第十五届中国包头·

稀土产业论坛、中国稀土学会2023学术年会8月

16-17日在包头市举办。

开幕式上，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副会长、

秘书长段德炳表示，我国稀土行业克服新冠病毒

感染疫情反复和国际环境复杂带来的发展压力，

瞄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不断开辟

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迈

出了由大到强的高质量发展坚定步伐。特别是

中国稀土集团有限公司的组建，进一步提升了稀

土行业绿色化、集约化、高端化发展水平，我国的

国际市场定价权得到有效巩固和提升。

段德炳强调，加快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有

利于支撑我国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依托于

高校、院所、企业等创新主体研发，有力地促进了

稀土产业结构优化，带动和支撑了新时代战略性

新兴产业的发展。

会上，由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副会长、秘书长杨

文浩发布了《我国稀土行业发展情况报告》。该《报

告》显示，我国拥有从稀土矿开采、冶炼分离、稀

土功能材料精深加工到下游、终端应用的完整产

业链，各类稀土功能材料制备的工艺、技术、装

备、产品品质、性价比，在国际上由过去的“跟跑”

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并跑”和部分“领跑”。产能

提升、产量大，供给量占海内外市场70%-90%，各

类稀土功能材料的产品性能、品种规格，基本可

以满足海内外市场相关领域不同层次的需求。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包头市委书记丁

绣峰在产业论坛上表示，包头市将全力建设全

国最大的稀土新材料基地和全球领先的稀土

应用基地。

作为“中国稀土之都”，包头市将努力抓好

“两个稀土基地”建设。丁绣峰提出集中打“四张

牌”：巩固世界最大稀土原料供应基地地位，为建

设“两个稀土基地”提供强有力的原料保障；扩

大稀土新材料产业优势，全力打造全国产业规

模最大、实力最强的稀土新材料基地；大力发

展稀土终端应用产业，全力打造全球领先的稀

土磁材应用和储氢材料应用基地；加速集聚更

多创新资源和要素，全力打造全国领先的稀土

创新高地。

本届论坛由内蒙古自治区政府、中国稀土学

会、中国稀土行业协会共同主办，包头市政府、包头

稀土高新区管委会共同承办。会上颁发了“2022
年度中国稀土学会杰出工程师奖”和“2022年度

稀土科学技术奖”；表彰了全国稀土行业领军企

业；为新成立的中国稀土学会稀土轻合金专业委

员会、陶瓷专业委员会、稀土玻璃专业委员会授

牌，为内蒙古稀土学会、内蒙古科技大学、包头稀

土研究院稀土创新人才联合基地和全国绿色稀土

职业教育联盟揭牌。

本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中国稀土学会

2023学术年会以“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建设‘两个

稀土基地’、打造‘世界稀土之都’”为主题，旨在实

现稀土资源保护性开发、高质化利用、规范化管理，

推动稀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吸引了

1800余位专家、行业协会和企业代表参加。

为期两天的产业论坛与学术年会集中开展

了 5 场专题活动和 24 场分论坛。作为第十五

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的重要活动之一，

由包头稀土高新区承办的 2023 全国稀土新材

料及应用产品展览会在包头国际会展中心同

步举办。展览会展区面积约 1.3 万多平方米，

分设稀土资源和新材料、稀土应用、稀土科技

创新及稀土新能源车展区，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地涉及稀土生产、稀土装备检测配套企业

以及科研院所、高校等 149 家单位参展，其中包

括近20家稀土行业龙头企业、上市公司。

包头全力建设两个稀土基地

我国稀土业迈向高质量发展高地

“双创”大赛参赛企业
连续6年超3万家

本报讯（记者 李争粉） 记者从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组委会办公室了解到，截至目前，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

大赛参赛企业达3.7243万家，其中初创企业组6142家，成长

企业组3.1101万家。参赛企业数量连续6年超过3万家。

记者了解到，以“创新引领，创业筑梦”为主题的第十

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自 5月 9日在北京正式启动以来，

得到广大创新创业企业积极响应。从地区分布看，东部地

区是参赛项目的主要来源地，其中上海、江苏、深圳、广东

赛区参赛企业数位居全国前列，四地参赛企业数占总数的

46.5%。此外，河南、湖南、山东、新疆赛区参赛企业均超过

1000家。

从产业领域看，第十二届大赛聚焦国家战略和重大需

求，突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设立新一代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新能源

汽车以及节能环保七大产业赛道。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

企业以 1.526万家居首，占参赛企业总数的 41.0%，其后依

次为高端装备制造企业6269家、生物医药企业5937家、新

材料企业4395家、节能环保企业3593家、新能源企业1107
家、新能源汽车企业682家。

从创新情况看，本届大赛的参赛企业中，高新技术企

业超过 1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超过 1.5万家，参赛企业共

拥有各类知识产权约41万件，户均拥有各类知识产权约11
件，其中发明专利 4.6589万件，占所有参赛企业拥有知识

产权的 11.4%。参赛企业中研发人员超过 40万人，占员工

总数的 30.7%。参赛企业中大学生科技企业 8000余家，占

参赛企业总数的23.5%。

根据第十二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组织方案，本届大赛全

国赛入围企业为地方赛优胜企业，大赛组会委办公室将根

据举办地方赛情况和参赛企业数量，产生各赛区入围全国赛名

额。经测算，399个初创组、1103个成长组入围全国赛名单。

据了解，自 2012年首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举办以来，

大赛累计吸引参赛企业和团队超过 32万家，撬动银行、创

业投资等金融资本投资参赛企业超过千亿元，在历届参赛主

体中已有超过200家企业成功上市。第十二届大赛进一步强

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构建企业主导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创新要素集聚平台，促进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新

时期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强劲动能。

本报讯（记者 李洋）8月 16-22日，

2023 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北人亦创国

际会展中心举办。本届大会以“开放创

新 聚享未来”为主题，由开幕式、闭幕式，

主论坛、专题论坛及配套活动组成，同期

举办 2023世界机器人博览会及 2023世界

机器人大赛。

本届大会论坛突出开放共建、学术引

领与产业发展，由 6 场主论坛、近 30 场专

题论坛及配套活动组成。320余位国际组

织代表、院士、国内外知名专家和企业家

应邀参会，围绕机器人开放合作、技术趋

势、产业应用、生态建设，聚焦机器人+应

用场景及热点话题展开主旨报告和高峰

对话。

开幕式上，北京市委常委、常务副市

长夏林茂表示，随着人工智能、新一代信

息技术与机器人深度融合，机器人产业将

迎来新的发展期。北京市将牢牢把握战

略机遇，实施机器人产业创新发展的专项

支持政策，全力打造全球机器人产业高

地。坚持高端引领，强化场景应用，推动

集聚发展，加快建设机器人产研结合示范

区和产用结合聚集区，培育一批专精特

新和独角兽企业，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

进的产业集群。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辛

国斌在致辞中表示，当前，融合感知、数字

孪生、人工智能、结构仿生等新技术加速

渗透，机器人呈现出人机共融、虚实融合、

智能驱动、泛在交互等发展特征，产业逐

步逼近变革跃升的临界点，蕴含着巨大的

投资机遇和澎湃的发展动能。我国拥有

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市场、最丰富的应用场

景，有条件、有能力把握住这次变革机遇，

为全球发展贡献更多方案和智慧。

为提升展会国际化、专业化、市场化

水平，本届大会博览会首次全馆打造“机

器人+”制造业、农业、商贸物流、医疗健

康、商业社区服务、安全应急和极限环境

应用等十大应用场景展区和一个关键零

部件展区，多维度、多视角呈现机器人行

业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新应用。展览

总面积达 4.5 万平方米，较去年增加 5000
平方米，吸引了 160家国内外机器人企业

携近 600件展品参展，60款全球首发新品

将在博览会现场集中发布，数量居历届之

最。本届博览会聚焦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设置关键零部件展区，将有30余家企业和科

研机构在此亮相，全面展示机器人产业强链

补链攻关成果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实力。

与此同时，本届大会同期开启2023世

界机器人大赛锦标赛（北京），设共融机器

人挑战赛、BCI脑控机器人大赛、机器人应

用大赛、青少年机器人设计大赛四大赛

事，含 27个大项，68个小项，116个竞赛组

别，在延续高质量办赛水准的基础上，各

赛项均有所创新。该赛事被广泛赞誉为

机器人界的“奥林匹克”，不仅能激发青少

年对机器人的兴趣、创新创造性思维和跨

学科知识的整合能力，还将培养青少年的

爱国精神和责任担当，为机器人产业高质

量发展增添强劲动能。本次大赛每天将

有 4000余名来自全球的精英赛手同场竞

技，选手数量是去年的 2.5 倍。竞赛同期

举办 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脑控机器人挑

战活动，创造本年度的脑控打字、脑控无

人机赛会记录。

世界机器人大会是中国机器人领域

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国际元素最丰富的

行业盛会。由北京市政府、工业和信息化

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中国电子学

会、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委会承办，自2015年至今已成

功举办七届。

北京经开区作为世界机器人大会的

永久会址，近年来，抢抓机器人产业新一

轮快速发展窗口期，加快推动机器人产业

高质量发展，服务北京构建机器人产业集

群。目前，北京亦庄机器人产业已集聚了

机器人生态企业近百家，产值占北京市同

行业的 50%，减速器等关键核心零部件实

现自主可控，在特种、工业洁净机器人等

产品方面实现了创新突破。

开放创新开放创新 聚享未来聚享未来

20232023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世界机器人大会在京开幕

近年来，敦煌研究院持续加大文物保护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不断加强文物科技保护力度。通过组建甘肃

省敦煌文物保护研究中心，建成国内首座文物保护领域

多场耦合实验室，为土遗址保护提供数据支撑；初步建成

预防性保护监测预警及风沙环境治理体系。此外，还通过

文物的修复、数字化项目的实施，不断提升科研平台建设，

为深化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事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目前，敦煌研究院已发展成为我国管理世界文化遗

产数量最多、跨区域范围最广的文博管理机构，也是国内

外最大的敦煌学研究实体。图为在敦煌研究院文物数字

化研究所内，工作人员展示对莫高窟彩塑进行三维重建

后的成果。 新华社记者 李贺/摄

外商缘何青睐国家高新区

政策支撑

氢能商业化进程提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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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大模型“瘦身”

加速落地移动端

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企业创新积分制”试点

大会主办方供图大会主办方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