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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俄罗斯联邦总统普京邀请，国家主席
习近平将于10月22日至24日赴俄罗斯喀山
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这将是

“金砖大家庭”实现历史性扩员后，习近平主席
同金砖国家领导人首度线下聚首。

金砖国家各界人士表示，期待聆听习近平
主席在会晤期间提出的重要主张，相信金砖国
家这支积极、稳定、向善的力量必将蓬勃发展，
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发出公平正义的时代强音

伏尔加河畔，千年古城喀山已为金砖历史
性扩员后的首次领导人线下会晤作好准备。“我
们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来到喀山出席这次盛
会。”俄中友好协会第一副主席、中国“友谊勋章”
获得者加林娜·库利科娃说，期待习近平主席在
此次会晤中就进一步深化金砖国家间合作，解
决共同面临的任务和问题提出新方案、新倡议。

今年1月1日，沙特阿拉伯、埃及、阿联酋、
伊朗、埃塞俄比亚正式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大
金砖合作”在国际社会的瞩目中正式开启。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议会上院）国际事务委
员会第一副主席安德烈·杰尼索夫表示，此次会
晤是俄罗斯作为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举办的最
重要活动。习近平主席出席会晤框架内的系列
活动，必将有力增进金砖国家在全球问题上的
共识，壮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的积极力量。

巴西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罗尼·林斯
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和三大全球倡议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全球
南方国家中引发广泛共鸣。中国在凝聚金砖
国家共识、促进各国协调合作、推进共同议程方
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林斯认为，习近平
主席出席此次会晤将为推动多边主义和包容
性增长注入新动力。

“金砖合作机制致力于促进世界多极化、

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阿联酋迪拜海湾研究
中心研究员艾哈迈德·阿里说，中国提出的“金
砖+”合作模式为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
融入金砖合作敞开大门。随着金砖国家的

“朋友圈”不断扩大，“大金砖合作”的影响力
和吸引力不断增强。“国际社会期待聆听习近平
主席为推动建设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
系提出的中国方案。”

“我十分钦佩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
共同发展作出的贡献。”伊朗中国和欧亚事务
分析师迈赫迪·霍尔桑德说，一个典型事例就
是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在中国斡旋下达成历史
性和解。“每到关键时刻，世界总是希望听到来
自中国的声音，我对习近平主席将在喀山会晤
上提出的主张充满期待。”

在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主任伊扎特·萨阿
德看来，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的发展将提升全球
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
中国是引领金砖国家合作的重要力量，“代表
了来自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值得信赖
的声音”。“我非常期待习近平主席在即将举行
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上提出共同维护国际
公平正义的见解和倡议。”

书写携手发展的精彩故事

跨越山海，相互成就，金砖国家秉持开放包
容、合作共赢精神，坚守团结自强初心，书写着携
手发展的精彩故事。扩员后，金砖国家国内生产
总值约占全球30%，贸易占全球贸易五分之一。

阿联酋《联合报》政治评论员艾哈迈德·哈
马迪认为，金砖合作机制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
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共享发展机遇搭建了重要
合作平台，中方积极推动各国发展战略深度对
接，为深化务实合作、促进共同发展作出重要
贡献。哈马迪相信，习近平主席在喀山会晤上
发表的观点主张将为各国推动可持续发展带

来新启迪。
林斯长期以来关注和研究经济与发展问

题。他指出，在金砖合作框架下，中国推动成立
新开发银行、应急储备安排等经济合作机制，倡
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助力全球南方国家
获得更大自主权来塑造自己的未来。巴西从中
受益良多：新开发银行为巴西的可再生能源和
城市基础设施等项目提供融资，金砖国家间的
农业技术合作促进了巴西农产品对华出口，科
技合作推动了巴西在人工智能和绿色增长领域
的创新发展。林斯相信，习近平主席的喀山之
行将推动金砖国家实现更广泛的经贸合作。

在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授巴
卢·德米西看来，与中国等金砖伙伴的合作有
效助力埃塞俄比亚吸引外资、改善贸易物流和
实现出口多样化。沙特利雅得政治和战略研
究中心研究员阿卜杜勒·阿齐兹·沙巴尼认为，
沙特参与金砖国家合作具有广阔前景，特别是
随着沙特“2030愿景”与共建“一带一路”倡议
的深度对接，沙特在能源、投资、互联互通和技
术创新等领域的发展潜力将不断释放。南非
智库克里斯·哈尼研究所所长西滕比索·本古
说，“大金砖合作”将为实现各国发展目标和现
代化创造更多相互支持协作的平台和空间。

“中国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现代化道
路，为全球南方国家带来了重要启示。”俄中友
好协会副主席谢尔盖·萨纳科耶夫说，全球南
方国家不断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共
同捍卫发展权利，正凝聚起越来越强大的力
量。他期待，习近平主席将为此次喀山会晤带
来中国智慧，促进全球南方国家通过团结协作
实现共同发展振兴。

共创文明互鉴的美好未来

“文明多姿多彩、发展道路多元多样，这是
世界应有的样子。”习近平主席去年在金砖国

家领导人第十五次会晤上的这番话，给印度金
砖国家研究所副研究员阿洛克·库马尔·帕塔
克留下深刻印象。

帕塔克非常赞同习近平主席的观点。他
说，通过参与金砖国家教育、卫生、旅游等领域交
流活动，他亲身体会到互学互鉴有利于促进不
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金砖国家治国
理政研讨会和人文交流论坛等活动丰富了我们
的共同经验。习近平主席喀山之行将为不同文
明交流互鉴、共同进步注入更多能量。”

近年来，金砖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如火如荼，
电影节、艺术节、运动会、学术论坛等活动精彩
纷呈，架起一座座民心相通、文明对话之桥。

在林斯看来，金砖框架下举行的一系列文
化活动拉近了相关国家人民之间的距离，金砖
国家职业教育联盟推动技术和工程等领域学
生和专业人士的交流，女性创新大赛促进女性
利用数字经济机遇创新创业……“中国一直致
力于加强金砖国家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倡
导各国相互学习、加强合作。相信习近平主席
此行将为进一步促进金砖国家人文交流凝聚
更多力量。”

哈马迪指出，中国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倡
导多元文化交流互鉴，展现了弥合文明分歧、
化解文明冲突的广阔胸襟。中国的主张和倡
议将推动不同政治制度、文化风俗的金砖国家
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和平共处、交
流互鉴，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科学、教育和文化委员
会副主席柳德米拉·斯卡科夫斯卡娅说，即将
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有望在
教育、科学、文化、人工智能、新技术、人文交流
等领域取得共识和成果。“习近平主席来到喀
山出席会晤，将在金砖国家携手发展的历程上
留下深刻印记。”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邱夏 刘
恺 江宥林）

知识产权是创新的重要载体，保护知识
产权就是保护创新。

“中国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连续5年位
居全球第一。”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邓鸿
森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产权
大会第一次在中国举行，具有里程碑意义，凸
显了当今知识产权的真正国际性，以及携手
合作加强全球知识产权生态系统的重要性。

2024年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世界知识
产权大会10月19日在浙江杭州开幕，来自92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300 名业内人士齐聚一
堂，聚焦知识产权领域前沿热点问题深入研
讨。

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受
到世界瞩目。邓鸿森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上
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刚加入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时，在该框架下
年度国际专利申请量仅约 100 件，2023 年这
个数字已达7万件左右。

本次大会是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成立
127 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与会嘉宾普遍认
为，这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知识产权
事业历史性成就的高度认可，也凸显了中国
在世界创新版图中的重要地位。

中国正在为推动国际知识产权进步贡献
更多智慧和方案。据介绍，中国成为世界上首
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
家；《专利合作条约》国际专利、海牙体系外观
设计、马德里国际商标申请量稳居世界前列。

“近年来，中国的知识产权申请量快速增
长，已成为国际专利申请最多的国家。这意

味着，中国的科技创新能力有了长足进步。”
国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会长奥山尚一表示，
中国一直在努力制定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的相
关法律，并与国际各方保持着积极沟通与交
流。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
推进，数据、算法、模型等新型知识产权课题
快速涌现，知识产权保护面临许多新挑战。

“一系列新技术、新业态如雨后春笋般勃
发，知识产权工作的战略地位和作用也日益
凸显。”中国贸促会专利商标事务所所长、国
际保护知识产权协会中国分会会长龙传红
说，一方面我们要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另
一方面也要对知识产权的权利边界进行更清
晰界定，为创新提供更加良好的环境，以服务
创新驱动发展。

“在知识产权领域，国际间真正的协调离
不开中国。”加拿大专利律师弗雷德·巴比埃
里说，这将不断促进全球创新发展。

“持续推动构建更具活力的全球知识产
权生态系统”“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世
界知识产权组织等多边框架”“构建开放包
容、平衡有效的知识产权国际规则”……本次
大会传递出深化知识产权高水平合作的积极
信号。

与会嘉宾认为，要继续加强国际合作，坚
定维护国际知识产权多边体系，推动全球知
识产权治理体系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
展，让科技创新成果惠及更多的国家和人民。

新华社杭州10月20日电（记者王俊禄
唐诗凝 唐弢）

中办国办印发《意见》

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持续深化博士研
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意见》指出，博士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最高层
次，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关键支撑。加快推动博士研究生
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服务需求、改革创新、
开放融合，推动规模扩大与内涵建设相协调，打造中国
特色、世界一流的博士研究生教育体系，加快建设世界
重要博士研究生教育中心，有的放矢培养国家战略人才
和急需紧缺人才，为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
地、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指出，要完善学科专业体系，强化国家战略
人才培养前瞻布局。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完善及时响应
国家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建设和调整机制，加强理工
农医类以及基础学科、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学位授权点
建设，提升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占比，加快关键领域学
科专业建设，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发展。要重塑培养流程
要素，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加强思想政治引
领，改革招生管理模式，优化培养过程，强化分流退出和
多向选择，探索建立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培养分类发
展、融通创新机制，完善评价体系，建设高水平导师队
伍，深化创新国际交流合作。要重构协同机制，提高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能力。激发科教融汇活力，激活产教融
合动能，赋能区域创新发展，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意见》强调，要优化资源配置，强化统筹领导。加
大博士研究生教育投入力度，建立健全稳定支持机
制。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培养单位先行先试、分类分
批开展改革试点。

■新华社记者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对
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工
作作出重要指示，充分肯定
国家级经开区40年来的发
展成就，并对新时代新征程
国家级经开区建设提出新
要求。大家表示，要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
指示精神，艰苦奋斗、锐意
进取，为建设更高水平开放
型经济新体制、推动高质量
发展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指示为国家级经开区建设
指明前进方向、提供根本
遵循，令人倍感振奋。”商
务部外国投资管理司司长
朱冰表示，商务部将牢记
使命担当，努力改革创新，
完善工作机制，发挥牵头
部门作用，会同相关部门
和地方，指导和推动国家
级经开区积极参与构建新
发展格局，以高水平对外
开放促进深层次改革、高
质量发展，以钉钉子精神和

“绣花”功夫全力抓好落实。
1984年9月，大连经济

技术开发区作为我国第一
家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
获批成立。截至目前，国家
级经开区数量达到229家，
遍布31个省（区、市）。

“总书记对国家级经开
区建设的肯定与期许令人
信心倍增。”大连光洋科技
集团党委副书记田兆强深有感触地说，企业扎根大连经
开区30年，从最初几台设备到如今建立起25万平方米智
能制造装备产业园，是大连经开区发展的见证者、建设者
和受益者，未来还将继续在这片热土上抢抓新机遇、实现
新发展。

建设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是我国推进改革开放
的重要举措。立足新的历史方位，贯彻落实好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要求，国家级经开区要勇当改革开放
的排头兵，进一步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总书记对国家级经开区提升开放带动作用提出更
高要求，让我们感到重任在肩。”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党
委书记、管委会主任洪世聪说，天津经开区将继续在打造
改革开放新高地上做示范、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当
表率、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上当标杆，做好链接国内国
际双循环的重要节点，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深化改革扩
大开放上走在前列。

黄埔海关所属穗东海关关长王永俊是一个“老经开
区人”，工作近30年，他见证了广州经开区内的外贸企业
从最初几十家到如今6000多家。王永俊表示，海关部门
将充分释放综合保税区、跨境电商、加工贸易、减免税等
政策红利，助力地方产业优势与海关政策优势相结合，以
海关改革助推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

开放合作是国家级经开区的鲜明特质。“总书记的重
要指示要求激励我们进一步提高招商引资工作能力和水
平。”苏州工业园区投资促进运营有限公司副总裁卞毓春
说，苏州工业园区将聚焦重点产业延链、补链、强链，高质
量招商引资，形成产业支撑性强、产业链上下游关联度高
的产业集群，加快建设开放创新的世界一流高科技园区。

极米光电有限公司是宜宾临港经开区引入的首个生
产物联网智能家居类产品的企业。“总书记提出扩大国际
合作的要求，让我们立足经开区谋发展、加快走出去拓市
场更有信心。”公司董事长钟波说，经开区为企业发展、人
才成长、科技研发充分赋能，我们要坚定信心加快发展，
努力成为有全球影响力的杰出科技公司。

铜陵铜冠电子铜箔有限公司位于铜陵经开区，公司
自主研发的铜箔产品达到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公司董事
长印大维说，将牢记总书记要求，充分利用经开区产业链
创新链优势，加强行业关键技术、共性技术、前沿技术攻
关，不断向产业高端化、绿色化、数字化迈进，为发展新质
生产力作出贡献。

“我们将遵循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坚定不移抓创新谋
发展。”广西—东盟经开区经济发展局局长张丽萍说，开
发区将发挥好区位优势，努力打造食品加工、新能源、高
端装备制造等主导产业特色鲜明、新兴产业健康成长的
现代化产业园区。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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凝聚积极稳定向善的力量
——金砖国家各界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赴俄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六次会晤

连续5年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球第一

中国知识产权发展获国际点赞

记者手记

这一次，在福建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提
及一种精神：“敢为人先、爱拼会赢”；在安徽
合肥，他引用了一句话：“人生能有几回搏”。

拼搏，是理解总书记闽皖之行的一个关
键词。

考察的第一站是福建东山岛，东海与南
海交汇处一座蝶形小岛。

漫长的海岸线上，迎风挺立的木麻黄垂
着一串串墨绿色的针叶，仿佛诉说着山海间
的蝶变。

“时隔23年再来，很是欣慰、很有感慨，
东山岛发生了巨变。”15 日下午，东山岛东
南角的澳角村，习近平总书记沿着兴海大道
步行远眺。

碧海潮起潮落，故地换了新颜。
“近的是虎屿，如猛虎伏地；远的是龙

屿，似巨龙横卧。”村党委书记林华忠指向海
面，向总书记介绍两座外形奇特的小岛。

海也者，能发人进取之雄心者也。出没
风波里，拼搏海浪中，激发着人们龙精虎猛的
意志、龙腾虎跃的干劲。东山，这个当年因海
而困的风沙岛，早已成为向海而兴的生态岛。

从澳角村的兴海大道到渔港码头，民宿
鳞次栉比，渔船桅樯林立。大海的臂弯里，
微风吹来新鲜渔获的味道，巴浪鱼、兰花蟹、
墨鱼、海带……以海为田，耕海牧渔。

码头边的海鲜市场，村民们高兴地向
总书记讲述大海的馈赠。

“我在福建工作的时候，就感到我们的海
岛都很有发展前途，当时提出要念‘山海经’，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总书记忆及往事。

闽南人常说“行船走马三分命”。踏浪而
行，奔波而渔，曾经的渔村人用一叶扁舟承载
生计。如今，从海洋捕捞、海水养殖、海产品
加工，到海景民宿、海鲜电商，他们打拼出更
加美好的幸福生活。

海风轻拂，阳光灿烂。临别之际，总书记
鼓励乡亲们“做好‘海’的文章，在乡村振兴、
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一往无前”。

“蝶岛”在蝶变，鹭岛在腾飞。
厦门，习近平同志到福建工作的第一站，

这里积淀了他宝贵的为政实践与思考，“我当
时很兴奋地到厦门来啊，就是想来尝试对改
革的实践、对开放的实践”。

彼时的厦门，正处于发展的关键节点，正
努力探寻“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的
方法路径。

从厦门经济特区到厦门自贸片区，时光荏
苒，时代新篇。16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了
厦门自贸片区，参观自贸试验区建设成果展。

展厅的背景墙，如海浪般起伏，恰似波澜
壮阔的改革开放历程，从制度创新到高水平
开放，串联起厦门自贸片区一个个敢为人先
的成就和经验。

展台上，摆放着一本出版于1989年9月的
《1985 年—2000 年厦门经济社会发展战略》，
主编正是习近平同志。

习近平总书记拿起来仔细翻阅，当年筚
路蓝缕的创业场景，如在眼前。

“厦门自由港模式的基本构想”“厦门市的

发展与对内对外辐射作用”“厦门市2000年科
学技术发展战略”“厦门市城镇体系与生态环
境问题”……30多年过去，这本发展战略蓝图，
虽已纸页泛黄，依然闪烁着穿越时空的光芒。

书的序言，仿佛自信的预言：我们相信，
既然我们有决心研制出具有厦门特色的发展
战略，那么本届政府及后任政府就一定有信
心带领厦门人民团结奋斗……

“我曾经是一个特区人”。习近平同志对
“厦门精神”有过深刻的总结——艰苦奋斗、
拼搏创新、包容并蓄、大气和谐。

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任接着一任干，一代
代“特区人”始终在改革大潮中勇立潮头、奋
勇争先。

抚今追昔，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感慨：“看
到今天的厦门，我们感到很欣慰。我们在这
里参与了创业，如今的发展，比我们当时想象
的还要好。”

改革开放的传奇，在拼搏中成就；科技创
新的高峰，在拼搏中攀登。

从不靠海、不沿边的“江淮小邑”，一跃而
成“科里科气”的创新之城，安徽合肥近年来
的发展，出乎不少人的意料。

20 多年前，在我国城市版图上，合肥的
经济总量排在80名开外；现如今，它已能跻
身20强。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到
合肥考察调研，始终聚焦这里的“发展之钥”。

合肥滨湖科学城的建设，让城市发展拉
开了骨架。17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
里，察看安徽省重大科技创新成果集中展示。

展厅里，新能源汽车、新型显示、人工智

能、量子科技等领域的代表成果悉数亮相，直
观展现出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
的硬核实力。总书记一一驻足，仔细察看。

“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言语之
中，饱含赞许。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要打头阵。科
技创新是必由之路。”面对现场的科研人员和
企业负责人，总书记的一番话催人奋进，“‘人
生能有几回搏’，大家要放开手脚，继续努力，
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贡献聪明才智。”

展厅里，掌声经久不息，充溢壮志豪情。
地方的发展面貌之变，折射人的精神面

貌之变。自然环境和资源禀赋，自是发展的
重要条件，但绝非决定因素。

此次在福建东山考察，习近平总书记专
门参观了谷文昌纪念馆。

纪念馆展厅里，有这样一段话，震撼人
心：“我们共产党人，不能做自然的奴隶，不能
听天由命，不能在困难面前退缩，自然条件再
差，也要在这里建设社会主义！”

讲解员向总书记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1958年，谷文昌带领东山人民试种木麻

黄时，一场倒春寒袭来，大片木麻黄几乎枯
死，只有9株存活下来，很多人灰心失望了，
谷文昌却看到了其中的希望：“有九株，就有
九百株、九千株、九万株！”

亿万千百十，皆起于一。“惟其艰巨，所以
伟大；惟其艰巨，更显荣光。”

林涛阵阵，木麻黄参天如盖；海天辽阔，
时代潮势不可挡。

新华社北京10月20日电（记者朱基钗
张研）

人生几回搏，爱拼才会赢

中国知识产权事业历史性成就

世界瞩目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刚加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专利合作·条约》（PCT）时，

在该框架下年度国际专利申请量仅约100 件

·2023年，这个数字已达7万件左右

·中国成为世界上首个国内有效发明专利数量突破400万件的国家

我国自主研发、完全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一代高速
智能动车组在福州南站准备
出发。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