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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
良好的营商环境，较好地推进了项

目建设和招商引资工作，邵阳县实体经
济实现质、量双升，改革创新动能持续激
活，“五好”园区建设跑出“加速度”，全县
经济社会发展呈现出来势好、干劲足、风
气正、大局稳的良好局面。2022年，邵阳
县成功招引产业项目58个、总投资139

亿元，县高新区新增入园企业58家，湘
商回归工作在省政府全会上作典型发
言。此外，全县新备案外贸企业12家，有
实绩的外贸企业个数为17家，同比增长
54.55%，全市排名第一。2022年共完成9
个重大审批项目，当场办结惠企政策兑
现，兑付优惠资金近4000万元。

新华社北京4月 16日电（李国利
邓孟）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
了解到，4月15日，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
组进行了第四次出舱活动。在地面工作
人员和舱内航天员邓清明的密切配合
下，两名出舱航天员费俊龙、张陆圆满完
成全部既定工作，安全返回问天实验舱。

截至目前，神舟十五号航天员乘组
已完成四次出舱活动，刷新了中国航天
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纪录。在这四次出
舱活动期间，3 名航天员在舱内舱外密
切协同，先后圆满完成了舱外扩展泵组

安装、跨舱线缆安装接通、舱外载荷暴露
平台支撑杆安装等任务，为后续开展大
规模舱外科学与技术实验奠定了基础。

此外，执行天舟六号飞行任务的长
征七号遥七运载火箭已于4月13日安全
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后续将与先期已
运抵的天舟六号货运飞船一起开展发射
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

天舟六号飞行任务是载人航天工程
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后的首次飞
行任务。目前，工程全线参研参试人员
正在加紧备战，誓夺任务圆满成功。

神舟十五号乘组完成第四次出舱活动
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出舱活动纪录

4月15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拍摄的神舟十五号航天员张陆（下）成功出
舱的画面。 新华社记者 郭中正 摄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而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
靠高水平创新人才。

4 月 15 日至 16 日召开的第二
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是
我国面向国际科技创新和国际人
才交流的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
展洽活动。来自 28 个国家和地区
的948家机构和组织，近万名海内
外政府代表、专家学者、高端人才
齐聚现场，讨论知识产权、人才交
流与科技创新等相关议题。

保护知识产权 重视科技创新

知识产权制度是保护科技创
新的一项基础性制度。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工作，促进了在全社会形成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保护创新创
造的浓厚氛围。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副总干事
王彬颖在致大会的贺信中表示，中
国在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
升至第11位，同时在国家专利、商
标、工业设计应用和创意产品出口
等多项指标中排名第一。中国拥有
21个顶级科技集群，已经成为全球
创新的领军者。

从2012年的第34位升至2022
年的第 11 位，我国的全球创新指
数排名已经连续多年稳步上升。与
会专家指出，这印证了中国在知识
产权保护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为了更好培养复合型知识产
权人才，我国于 2022 年新设了知
识产权硕士专业学位。国家知识产
权局正积极组织开展专业学位人
才培养体系建设研究，制定推动知

识产权专业学位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工作计划。

聚焦人才培养 推动科技创新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
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科技部
副部长张广军表示，我国始终把科
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
位置，通过科技创新为国家高质量
发展提供更多源头供给，国家创新
体系整体效能显著提升。

2022 年，新修订实施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提
出，国家加快战略人才力量建设，
优化科学技术人才队伍结构，完善
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等创新
人才和团队的培养、发现、引进、使
用、评价机制，实施人才梯队、科研
条件、管理机制等配套政策。

“中国的教育培训事业提供了
强有力的人才支撑，有效推动了创
新发展。”王彬颖表示，中国大力促
进科技人才培养，成立了一批高水
平的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

以广东省为例，2022 年全省
研发人员数量达 130 万人，建成
博士后科研平台 1249 家，在站博
士后超 1.2 万人，专技人才和技能
人才总量分别达到891万人、1850
万人。

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卜玉龙提出，要
整合人才、技术、资本、政策等各
类资源要素，联合各类创新主体，
在构建产学研相融合、上中下游
相衔接的协同创新体系上助力，
从而形成一个良好的循环，推动
人才优势更好地转化为产业发

展、创新发展的优势。

开展国际合作 携手科技创新

科技创新需要更广泛的国际
合作。张广军表示，我国积极参与
国际前沿创新，为应对全球问题不
断作出重要贡献。面向未来，将与
世界各国继续拓展广泛深入的开
放合作与交流互鉴。

“我们一直在聚焦如何进行
国际科技创新，希望能加速在核
心和关键技术上的突破。”参与本
次大会圆桌会讨论的中国科学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霍斯特·梵格是一位生活在深圳
的外籍科学家。他表示，一些突破
只有通过全球合作与科学技术交
流协作才能实现，而中国完全具
备这样的条件。

记者了解到，本届大会上有
100 余家境外专家组织、培训渠
道、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科技企
业在国（境）外专业机构展区深度
交流合作。

张广军表示，将推动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更高水平
的科技交流合作，以包容的心态、
务实的举措构建具有全球竞争力
的开放创新生态，加快建设世界重
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据介绍，我国已经和160多个
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
构建起全方位、多层次、广领域的
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在科技抗
疫、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和清洁
能源等多个领域与多个国家开展
了深入务实且卓有成效的合作。

（新华社深圳4月16日电）

聚人才交流之力 筑科技创新之基
——第二十一届中国国际人才交流大会看点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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