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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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在北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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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发表重要讲话。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6月24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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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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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和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左）颁奖。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广 交 各 界 朋 友 反 映 各 界 心 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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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
推动党纪学习教育入脑入心走深走实

徐新荣在省政协警示教育会议上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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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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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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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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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区域科技创新布局，

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加快健全符合

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完善激励制度，

释放创新活力。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

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

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加快建设

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

高技能人才。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励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

（下转第2版）

本报讯 （记者 白瑶）6月 24日，省政协

召开警示教育会议。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徐新荣主持会议并讲党纪学习教育专题党课。

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

加强党的纪律建设的重要论述，深化以案说德、

以案说纪、以案说法、以案说责，进一步促进

党员干部用心学纪、准确知纪、自觉明纪、严格

守纪，切实把党纪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推动

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

有关文件精神，观看了《铁纪如山》警示教育片。

徐新荣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围绕全面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

论述，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推进党的自我

革命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论述是我们党对管党治党规律性认识的

全面深化和创新发展、是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

伟大工程取得卓著成效的坚强保证、是新征程上

党的纪律建设的根本遵循，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

和实践要求，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徐新荣表示，要切实增强推动政协党的纪律

建设的责任感，深入查找在政治纪律、组织纪律、

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方面

的差距和不足，深刻剖析问题症结，列出问题

清单，严肃认真抓好整改。要以务实举措把

政协系统党的纪律建设引向深入，形成推进政协

事业创新发展、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强大

动力。要把好思想关，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在深学细悟中

坚定理想信念、掌握思想方法、增强纪律自觉。

要把好政治关，以拥护“两个确立”、做到“两个

维护”为根本，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为抓手，以

增强监督合力为重点，切实筑牢政治忠诚。要把好

自律关，始终坚守初心，坚持自省内讼，做到慎微

慎独，培养形成“自觉的纪律”。要把好作风关，

深化拓展干部作风能力提升年活动，大兴读书

学习之风、调查研究之风、求实重效之风、担当

尽责之风，持续抓好“作风体检”和问题纠治，以

新风正气激发干事创业热情。

省政协副主席李兴旺、杨冠军、刘宽忍、

张晓光、孙科、李忠民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记者 孙奕）6月 24日下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

波兰总统杜达举行会谈。

习近平指出，波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今年是

中波建交 75 周年。75 年来，中波关系始终保持平稳发展。

特别是8年前我们共同决定将中波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以来，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全面拓展深化，合作成果惠及

两国人民。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

的方式展开。中方愿同波方一道，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秉持建交初心，赓续传统友好，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向更高水平

发展，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下转第2版）

习近平同波兰总统杜达会谈

新华社北京6月24日电 6 月 24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

向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跨越百年的鼓岭情缘是中美人民友好交往

的一段佳话，很高兴看到中美各界青年相聚福州，重温鼓岭

故事，传承鼓岭情缘，增进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交流与理解。

习近平强调，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中美关系的

未来在青年。希望你们深入交流、增进友谊，相知相亲、携手

同行，把中美友好传承下去，为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贡献

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共筑和平、共促进步、共创繁荣。

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当日在福建省福州市

开幕，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福建省人民政府、中华全国

青年联合会举办。

习近平向2024年“鼓岭缘”中美青年交流周致贺信

本报讯 （记者 满淑涵）6月24日，全国

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

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颁发了 2023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记者当天从省科技厅了解到，陕西

共有32项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奖，其中，主持完成

21项，参与完成通用项目 11项。主持完成的

项目总数和通用项目数大幅提升，较2020年度

分别增长31.25%、63.64%，均位居全国第二位。

陕西获奖成果“多点开花”，在基础研究

领域取得突破。主持完成的18项通用获奖成果，

学科分布广，涉及数学、生物学、机械与制造等

领域。西安交通大学主持完成的“弱观测成像反

问题的L（1/2）理论与自适应正则化方法”项目实

现我省国家自然科学奖数学领域零的突破。

此外，获奖成果聚焦陕西重点产业链，有力

推动优势产业发展。18项通用获奖成果中，

15项契合陕西重点产业链。陕西在电子信息、

新材料、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领域已具备突出

的研发实力，并在产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创新

引领作用。

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仍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陕西主持完成的

4项国家自然科学奖均是高校完成；主持完成

的18项通用项目中高校有15项，占比83.33%。

与此同时，科技领军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

主体作用凸显。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主持

完成的“高效低成本太阳能单晶硅片制造关键

技术创新与应用”项目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使我国光伏单晶硅片制造关键技术实现完全自主

可控，销售收入达 2197.2亿元，支撑我国光伏

产业跃居世界领先地位。这是 2011年以来，

陕西首个由民营科技企业牵头完成的获奖项目。

省科学技术奖成为冲击国家科学技术奖的

重要基础。2023年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的18位

第一完成人中，有15人曾在2018年至2023年

间获得过省科学技术奖。2015年至 2020年，

我省主持完成的国家科学技术奖通用项目共

41项，其中38项第一完成人在2009年至2019年

间获得过省科学技术奖 62项（51项为省科学

技术一等奖）。

陕西32项成果获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