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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 中国工会
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9日上午在人民
大会堂开幕。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
丁薛祥、李希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
贺，蔡奇代表党中央致词。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热烈。主席
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工会第十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象征着中国
工会和中国工人阶级团结统一的工会会
徽熠熠生辉，10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
眺台悬挂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精神，组织动员亿万职工为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团结奋斗！”的巨型横
幅。

近 2000 名来自全国各行各业的中
国工会十八大代表和50余名特邀代表，
肩负着亿万职工的重托出席大会。

上午 10 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
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等步入会场，
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王东明宣布大
会开幕。全体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代表党中央发表了题为《奋力
书写我国工人阶级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壮丽篇章》的致词，向大会召开表示
热烈祝贺，向全国广大职工和工会干部
致以诚挚问候。

（下转第五版）

中国工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京开幕
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到会祝贺 蔡奇代表党中央致词

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杨依
军）10 月 9 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
党领袖舒默率领的美国国会参议院两
党代表团。

习近平指出，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双边关系。中美两国如何相处，决定
人类的前途和命运。竞争对抗不符合时
代潮流，更解决不了本国自身的问题和世
界面临的挑战。中方始终认为，中美共同
利益远远大于分歧，中美各自取得成功对
彼此是机遇而非挑战。“修昔底德陷阱”并

非必然，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
发展、共同繁荣。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
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从对方的发
展中获益。全球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
化、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都需要中
美协调和合作。中美作为两个大国，应展
现大国的胸怀、视野和担当，本着对历史、
对人民、对世界负责的态度，处理好中美
关系，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增
进两国人民福祉，促进人类社会进步，为
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绵延不断五千

多年，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兼收并蓄、合作
交流的和平理念。中国创造了经济快速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历史性解
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根本原因是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符
合人民期待、得到人民支持拥护的成功发
展道路。中国将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道路，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
持和平发展不动摇，同世界各国一道，推
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欢迎更多美国
国会议员访华，更好地理解中国的过去、
现在和未来。 （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一行

10月9日，中国工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等在主席台就
座，祝贺大会召开。 新华社记者 申宏摄

□ 本报记者 张海鹰 毛晓星 丁燕

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根基在实体经
济，关键在科技创新，方向是产业升级。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利于东北
把科教和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众
多专家学者表示，我们在科教企相融发
展、“大国重器”重型装备制造业等方面
机遇多多。

机遇 1：构建科教企相融体
系，形成“定制化科研”机制

黑龙江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
教授乔榛表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需要解决科技短板，构建起完备的
科技、教育相融的创新体系正当时。我
省科教资源优势十分突出，哈工大、哈
工程及众多科研院所，具有自力更生的
强大基因，以及自立自强的传统和品
格，是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中我
省的一大优势。

东北农业大学农学院院长陈庆山表
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创新央
地合作模式，把科教和产业优势转化为
发展优势，并针对不同产业需求，优化合

作机制，推动院校与企业深度融合。例
如联合攻关机制、资源和成果共享机制、
奖惩机制等。

“抓住机遇成立高校技术联盟，以市
场需求和产业发展为导向，整合学科和
技术平台资源，围绕龙江生物产业、中医
药产业战略要求，按照‘企业出题，政府
助力，高校解题’的成果转化模式发展。”
哈尔滨商业大学药学院副院长、博士生
导师汲晨锋说，以中药产业为例，龙药质
优不愁卖，但深加工能力不足，高值化品
牌产品少。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哈尔滨
医科大学、哈尔滨商业大学、佳木斯大学
等高校均设有中药学、药学相关专业，黑
龙江省中医药科学院是知名中医药科研
机构，我省可利用丰富的科教资源，高效
推进中医药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推动

“中医药+”产业腾飞。
省科技经济顾问委员会常务副主任

刘世佳表示，我省要利用新机制激发科
技成果转化内生动力，特别是要建立高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定制化
科研”项目机制。围绕相关重点产业发
展战略，联合上下游中小企业等构建一
批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加强行业共性关
键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为联盟成员企

业提供“定制化科研”。
如何把科技自立自强的国家战略转

化成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省科
顾委内贸经济组专家、哈尔滨工业大学
全国干部培训基地特邀专家李清君表
示，积极利用科教资源优势，通过科技资
源整合，把科技成果的供给侧和地方化
发展的需求紧密衔接，把人才当成龙江
科技成果转换的动力源泉和全面振兴内
生动力的引擎，全力做好科技创新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的大文章。

机遇2：聚焦“国之大者”，打
造国家原创技术策源地

李清君表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黑龙
江始终是党和国家的原创技术策源
地。服务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的
发展机遇就在于聚焦“国之大者”，继续
打造国家原创技术策源地，把科技成果
产业化，把科技成果转换成新产业或新
产品，将科技创新形成的新产业优势转
化为国家制造能力、发展能力和安全能
力。这一发展机遇，是其他省份、其他地
域和其他经济板块都不具有的。

（下转第三版）

“抢抓新的重大机遇 奋力推动全面振兴”系列报道①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黑龙江机遇在哪儿？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东北
全面振兴座谈会上指出，当前推动东
北全面振兴面临新的重大机遇：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有利于东北把
科教和产业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构
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凸显东北的重
要战略地位；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需要
强化东北的战略支撑作用。

日前召开的省委十三届四次全会，
全面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
黑龙江期间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吹
响了奋力开创黑龙江高质量发展可持
续振兴新局面的号角。

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黑龙江把
握新的重大机遇，着力点在哪里？如
何抢抓机遇乘势而上？就此记者采访
了省科顾委、省社科院专家及省委党
校、各高校知名教授，广泛探寻真知灼
见，凝聚共识，定位支招，旨在以实的
态度担当作为，把总书记擘画的宏伟
蓝图尽快变为美好现实。今起推出系
列报道。

□刁佳帅 本报记者 郭铭华

体育运动是赛事活动举办的基
础，赛事活动是体育运动的具体表现
形式。随着我国进入经济转型发展
和产业结构调整期，体育赛事在发展
经济、丰富文化、带动产业、改善民生
等方面产生深远的助推效应，成为擦
名片、展形象、促提升的“利器”。

2016 年首届森林自行车赛落户
大兴安岭地区塔河县，2022 年赛事
级别由省级上升为国家级，成为我省
唯一的森林骑行赛事、唯一的多日自
行车赛事。随着赛事级别的提升，参
与范围和影响力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体育+”效应也从平湖滴水起涟漪
扩展到清泉奔涌汇洪流，让这座“因

山而建、以林为生”的大山里的小县
城迎来转型振兴高质量发展的宝贵
机遇。2023年 8月 18日，中国·塔河
第六届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再次打响
发令枪。

优越自然条件增添办赛“底气”

在首届森林自行车赛筹备初期，
比赛地点的选择被列为重中之重。
最终，深处大兴安岭地区中心腹地的
塔河县在众多备选地点中脱颖而
出。塔河是中国最北的边境县，森林
覆盖率高达 90.7%，空气中负氧离子
含量高达每立方厘米 3.8万~5万个，
区域内包含平原、丘陵、山地等多种
地形，盛夏平均气温在19℃左右。

（下转第六版）

“体育+”效应的塔河样本
中国·塔河全国森林自行车赛带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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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辣朝天椒 映红幸福脸
详见第三版

□本报记者 孙海颖

“习近平总书记到我省考察时指出，要以科技创新
引领产业全面振兴，要建好建强国家重要能源及原材料
基地。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
不懈奋斗。”哈尔滨万鑫石墨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万鑫
石墨谷）总经理刘智良告诉记者，万鑫石墨谷凭借国内
领先的技术创新优势，独创单壁碳纳米管生长工艺，在
新能源、新纳米材料、石墨（烯）领域形成四大系列十五
类别产品，目前已进入快速发展期，成为我省石墨产业
龙头企业。

8年砥砺前行 产值年增长50%以上

2015 年 10 月 16 日，万鑫石墨谷石墨（烯）新材料产
业园项目奠基，总建筑面积 25万平方米。目前，产业园
一期建设已经完成，智能装备大楼、石墨烯大楼、碳纳米
管大楼、石墨（烯）新材料基地大楼等建筑高高矗立。

“万鑫石墨谷是一家边建设边生产的企业，自8年前
万鑫石墨谷石墨（烯）新材料产业园成立以来不断完善，
现已建成项目 4项，今年预计追加投资 6.3亿元，重点打
造 5 个项目，企业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年增长率 50%以上
的良好发展势头，预计到今年年底产值可达 3.5 亿元。”
刘智良说。

在技术创新驱动下，万鑫石墨谷在新能源领域、新
材料领域，围绕石墨（烯）、碳纳米管形成了石墨烯材料、
石墨负极材料、碳纳米管材料以及智能装备四大系列产
品，并围绕新型碳材料的研发成果，申请了石墨烯、碳纳
米管相关专利44项、授权26项。目前，10余家全球排名
前二十的电池生产企业都成为万鑫石墨谷的合作伙伴。

突破创新 打破行业技术壁垒

万鑫石墨谷技术团队借助深圳贝特瑞、北京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和温州大学多年的研发成果积累，不断
突破创新。

“目前，万鑫石墨谷独创的单壁碳纳米管生长工艺，
不但可生产出高纯度单壁碳纳米管，还可突破技术壁
垒，实现商业量产，这在国内属于技术领先地位。”万鑫
石墨谷战略部经理郝承凤向记者介绍，单壁碳纳米管是
一维碳纳米材料，其壁厚只有一个碳原子大小，平均直
径为1.5纳米，约为头发丝直径的10万分之一，是实现太
空天梯的重要材料；其导电性是铜的 1000倍，导热性是
金刚石的 3倍，是后摩尔时代晶体管最佳硅基替代备选
材料。可广泛应用于新能源电动汽车锂电池制造、导电
场景的复合材料生产、具有超高导电导热性能要求的军
工材料以及碳基芯片制造等领域。

刘智良说，万鑫石墨谷正在筹建单壁碳纳米管生产
线，预计2024年投产，届时年产量可达150吨，彻底打破
国内单壁碳纳米管无法量产的行业技术壁垒。

形成碳材料产业集群 打造百千亿级产业链

为抢占市场和科技竞争制高点，近年来，万鑫石墨谷立足哈尔滨区位、
人才、科研、产业、资金等优势，成立石墨（烯）新材料研究院，致力于搭建产
学研成果转化平台，打造建设成国家级石墨（烯）科研创新中心、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产业化示范中心、政策创新实验中心，利用蝴
蝶效应，吸引全省乃至全国石墨新材料产业链企业和科研院所，形成石墨新
材料产业集群，带动上下游全产业链，最终在哈尔滨形成碳材料产业聚集，
打造百千亿级产业链。

刘智良说：“石墨谷目前正处于快速发展期，企业确定了‘一个核心四个
平台’的战略定位，即以石墨谷为核心，建设产业、研发、资本、孵化四个平
台，和‘以平台促产业，以产业促合作，以合作促发展’的战略布局。公司已
启动了上市辅导工作，计划3~5年完成 IPO上市，力争将石墨谷打造成中国
石墨业的硅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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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丹 本报记者 马一梅 李健

栽树、喷漆、砌墙……日前，走进龙江
森工大海林局公司柳河林场，干部职工群
众正在为灾后恢复重建进行着最后的收尾
工作。

在年近 80 岁的受灾居民林惠敏家中，
林惠敏正在和外孙冲刷着被洪水浸泡过的
洗衣机，林惠敏激动地拉住记者的手，开心
地介绍自家发生的变化。

“灾情发生后，林业局给我们发米、发
面，还发棉衣、棉鞋，房盖新喷的漆，墙面新
刷的涂料，我们的家更好看了……”

为了在上冻之前把家里的物品拾掇好，
这两天，趁着晴好天气，受灾居民李书生请
来七八位街坊邻居帮忙搭建板棚。“洪灾时，
林场干部冒着生命危险帮老百姓抢险救灾，
现在又全力帮我们重建，这家家户户的板杖
都是林场给夹的，而且所有的材料都是林场
给出的。”看着一排排整齐的板杖，一个个规

整的小院，李书生重建家园的信心更足了！
昔日被洪水冲毁房屋的场地，如今已被

平整、回填，林场副主任郭树成带领着林场
职工对新栽植的红松和樟子松进行扶正和
填埋黑腐质土。看着大家忙碌的场景，郭树
成感慨地说：“柳河的百姓非常支持我们的
灾后重建工作，有力的出力，有设备的出设
备，没有受灾的帮助受灾的尽快恢复家园，
让我们很感动。”

“目前，林场的夹板杖工作已接近尾声，
外墙粉刷、房盖喷漆、场区内巷道铺垫已全
部完成，我们有信心把家园建设得更好。”柳
河林场场长崔玉鹏说。

经过两个多月夜以继日、齐心协力的灾
后恢复重建，新夹板杖1200余米，喷漆房盖、
粉刷墙体200余户，新栽红松、樟子松1000余
棵，铺垫巷道砂石千余米……如今的柳河林
场板杖规范整齐，巷道平整干净。焕然一新
的房屋，迎风挺立的幼苗，让这个历经洪水考
验的林场焕发出勃勃生机。

“我们的家更好看了”

焕然一新的房屋。 孙庭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