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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

习近平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

国家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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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充分

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

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李强主持 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和

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

第十七次院士大会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

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出席大会， 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

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科技兴则

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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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

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 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

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统筹谋划，加快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李强主持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赵乐际、

王沪宁、蔡奇、李希出席。

上午10时， 大会开始。 解放军军乐团奏响

《义勇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2023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 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3年

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

和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

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 为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的代

表颁发证书。

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

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 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

略任务，不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有力推进科技

自立自强，我国基础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战略

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 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

发展取得新成效，科技体制改革打开新局面，国

际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 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

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强调， 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实践

中，我们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

经验，主要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

色自主创新道路，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坚持“四

个面向”的战略导向，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

活力，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才良性循环，坚持培

育创新文化，坚持科技开放合作造福人类。 这些

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发展。

习近平指出，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

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

刻重塑全球秩序和发展格局。 我国科技事业发

展还存在一些短板、弱项，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

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

未来发展制高点。

习近平强调， 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

势， 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

制， 构建协同高效的决策指挥体系和组织实施

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

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调动产学研各环节

的积极性， 形成共促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工作

格局。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提高基础研

究组织化程度，鼓励自由探索，筑牢科技创新根

基和底座。

习近平指出， 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 增加高质

量科技供给，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

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强化企业科

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做好

科技金融这篇文章。

习近平强调， 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

革，统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优化

配置。 （下转A02版）

五部门：打造消费新场景

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购买限制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国家发展改革委6月24日消息， 为培育和壮

大消费新增长点，促进消费稳定增长，国家发展改

革委、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和市场

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印发《关于打造消费新场景培

育消费新增长点的措施》。

围绕居民吃穿住用行等传统消费和服务消

费，《措施》提出培育餐饮消费新场景、大宗消费

新场景等六项重点任务， 要求各地高度重视培育

消费新场景有关工作，切实加强系统谋划，推动政

策尽快落地见效。

在培育大宗商品消费新场景方面，《措施》提

出，拓展汽车消费新场景。 鼓励限购城市放宽车辆

购买限制，增发购车指标。通过中央财政和地方政府

联动，安排资金支持符合条件的老旧汽车报废更新。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支持汽车置换更新。 扩大公共领

域车辆全面电动化先行区试点范围。 稳步推进自动

驾驶商业化落地运营，打造高阶智能驾驶新场景。

开展智能汽车“车路云一体化” 应用试点。

在打造电子产品消费新场景方面，《措施》提

出，加大柔性屏、超级摄影、超级快充、人工智能助

手、 端侧大模型、 跨屏跨端互联等软硬件功能开

发，增强人机交互便利性。支持智能穿戴设备在通

信娱乐、运动健身、健康监测、移动支付等领域应

用，开拓柔性可穿戴、环境自适应智能纺织品应用

领域。 拓展智能机器人在清洁、娱乐休闲、养老助

残护理、教育培训等方面功能，探索开发基于人工

智能大模型的人形机器人。

在培育购物消费新场景方面，《措施》 明确，

培育国货“潮品” 消费。 建设新消费品牌创新城

市，构建新消费品牌孵化生态体系，培育推广一批

引领性消费品牌。 深入实施消费品“三品” 行动，

分级打造中国消费名品方阵， 重点品牌带头建设

国际品牌。

业内人士认为，《措施》的出台有助于培育一

批带动性广、显示度高的消费新场景，支持一批创

新能力强、成长性好的消费端领军企业加快发展，

推动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产品不断涌现，不断

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和企业潜能。

A04·焦点

中关村的印记：金融与科技双向奔赴

●本报记者 张勤峰 彭扬 欧阳剑环

王亚迪最近连续跑了几个与科创有关的论

坛活动，“多跑一些， 多接触一些科技创新人

才，才能发现更多有融资需求的潜在客户。 ”

北京银行中关村海淀园支行是北京银行

的首家“信贷工厂” ，同时也是“专精特新” 专

营支行，而王亚迪正是支行公司部的一名客户

经理，日常主要工作是挖掘有发展潜力的科创

企业。

从积极“跑会” ，到主动“上门” ，再到创新

产品、服务，不少业内人士坦言，近年来，随着我

国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的金融支持力度， 金融

机构在产品创设、服务创新、机制完善、理念转

变等方方面面的变化越发显著。

中国证券报记者近期走进北京市中关村国

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科创金融改革试验区， 沿着

监管部门、金融机构、科创企业等各方面协力写

就科技金融大文章的笔触，阅读金融润泽科创、

科技改变金融、 金融与科技双向奔赴书写的发

展新篇章。

多维度送暖 不止于扶一程

厦门港海润码头，数十台涂装“斯年智驾”

标识、 全无驾驶舱的智能运输平板车来回穿梭

在岸桥和堆场之间， 与有人驾驶集卡混行而各

司其职、互不干扰，成为港区内的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

“从场景出发，让物流运输无人可及。 ” 在

官网首页“霸屏” 的这条Slogan诠释了斯年智

驾的定位和目标。 这家成立刚满4年的企业，主

要从事场景物流领域无人驾驶技术的研发和应

用，（下转A02版）

港交所：

做孕育优质科创企业的摇篮

A

股市场回购金额

创历史同期新高

浙商证券董事长吴承根：

以自身高质量发展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本报记者 徐昭 马爽

“习近平总书记对金融工作作出的一系

列重要论述，思想深邃、内涵丰富，系统分析了

金融高质量发展面临的形势，首次明确提出加

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

金融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

南。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吴承根近

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证券公司

是金融市场的重要参与者，要全面系统学习贯

彻落实《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不

断提升政治站位和格局，胸怀“国之大者” ，强

化责任担当，积极投身于金融强国建设和服务

实体经济发展的洪流中去，以自身高质量发展

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金融强国建设打开金融机构发展新空间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

述，对‘加快建设金融强国’ 提出明确要求，既

为我国金融工作指明了方向，又为金融机构长

期发展打开了新空间，也为浙商证券奋进中大

型券商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吴承根在深入学

习《习近平关于金融工作论述摘编》后向记者

分享了自己的感受。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血脉，是国家核心竞争

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力量。 吴承根认为：“金融强国一定要有强

大的金融机构， 要有能够高效服务实体经济、

深度参与国际竞争，在全国和全球有影响力的

金融机构，这为包括证券公司在内的金融业提

供了广阔的发展机遇。 ”

资本市场是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金融运行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

在吴承根看来，“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

能” 的明确要求，是对资本市场高效配置资源

的肯定， 是对经济发展需要直接融资的定调。

资本市场建设必将进一步得到重视，资本市场

的规模容量、业务品种、活跃程度和联通机制

也将会得到有序提升，这为券商的发展提供了

广阔舞台。 同时，直接融资的占比、规模、方式

等方面也将得到进一步发展，也为券商的业务

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证券公司是资本市场的“看门人” ，是企

业直接融资的“服务商” 。 吴承根表示，“着力

培育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构” 目标提出后，

证监会出台了 《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和公募基

金监管加快推进建设一流投资银行和投资机

构的意见（试行）》等政策文件，这给立志做

优做强的券商提供了更好的政策环境和发展

机遇。 “当前，浙商证券正积极落实党中央和

监管部门的决策部署，（下转A02版）

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聚焦“未来增长的新前沿”

6

月

24

日拍摄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主会场大连国际会议中心（无人机照片）。

第十五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

6

月

25

日至

27

日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来自近

80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1600

位各界代表将共聚于此，就“未

来增长的新前沿”展开讨论。 目前，论坛各项筹备工作已就绪。 新华社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