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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李 丹）
11月 5日，我市在北京举办食
品创新及人才招引推介会，共
话践行“大食物观”愿景、共
享中原食品实验室创新成果、
共谋开放合作机遇。市委书记
秦保强，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主任、国际食品科学院
院士李宁分别致辞。市长黄钫
主持。市委副书记、组织部部
长常英敏推介漯河市引进高层
次创新人才政策，并作中原食
品实验室成果发布。

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运
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等有关领
导，中国工程院庞国芳院士、任

发政院士及国际食品科学院李宁
院士等科学家，中国人事科学研
究院副院长李建忠等科研院所专
家学者，中国食品和包装机械工
业协会楚玉峰会长等商协会负责
同志，农发行总行粮棉油部副总
经理刘旭燕等金融机构高管，正
大集团农牧食品企业中国区资深
副董事长邢继宪等企业家代表，
以及部分高校就业处代表、学生
代表、新闻媒体记者230余人出
席大会。

中原食品实验室主任任发
政、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
心实验室主任邵兵、中国商业联
合会执行会长兼秘书长王民作大

会发言，双汇发展、正大集团、
卫龙美味、中大恒源、加多宝等
企业聚焦创新引领发展及人才需
求作发言。

秦保强在致辞中代表漯河市
委、市政府向各位院士、领导、
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
来关心支持漯河发展的社会各界
朋友表示感谢，着重介绍了漯河
食品产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
艰辛历程及付出的不懈努力和取
得的探索成效，并现场推介漯
河。他说，漯河市贯彻落实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大食物观”
的重要论述和健康中国战略，以
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二次

创业”再出发，争当践行“大食
物观”的引领者、营养健康食品
的示范者、未来食品的探索者，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多元化食物消
费和营养健康需求；漯河历史文
化厚重，坚持文化点亮城市，在
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
性发展中，蓄积强大的发展势
能；漯河发展势头强劲，聚焦高
质量、奋勇争第一，在中国式现
代化进程中跑出加速度；漯河大
力度、超常规、敢领先建设中原
食品实验室，食品创新高地建设
取得重大突破；漯河尊重人才、
渴求人才，坚持人才第一资源，
营造近悦远来的“最优人才生

态”。当前的漯河迫切需要各类
创新平台创新要素智力加持、集
成赋能，需要世界品牌、中国知
名品牌汇聚漯河，需要各类优秀
人才与城市携手共进、共图未
来。真诚希望各位领导、专家学
者、企业家关心、关注、支持漯
河，把更多创新资源、人才团
队、优质项目布局在漯河，助力
中国食品名城增添新光彩、焕发
新活力。漯河市委、市政府将以
开放的姿态、优质的服务，为各
位科学家和企业家在漯创新创
业、投资兴业营造最优环境、创
造更好条件。

（下转02版）

展示创新成果 招纳各方英才

漯河市食品创新及人才招引推介会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记者 李 丹）
11月3日至4日，市委书记秦保
强带领部分县区、市直部门主要
负责同志和重点企业负责人在北
京开展考察交流活动。市领导周
剑参加。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
限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食品
院”）是我国食品与发酵行业国
内领先、国际同步的科研开发机
构，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产品
创制、国家食品安全和真实性保
障、食品标准制定等领域具有领
先优势。11月 3日，秦保强一

行来到中国食品院，先后走进食
品发酵科技创新展示中心、国家
轻工业食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
中国工业微生物菌种保藏管理中
心参观考察，详细了解中国食品
院发展历程、生产运营、技术创
新、项目孵化和成果转化等情
况，并与中国食品院党委书记、
总经理郭新光及相关专家学者交
流座谈，洽谈有关合作事宜。在
共同观看了我市城市形象宣传片
《今朝漯河》和中国食品院宣传
片后，秦保强重点介绍了首家中
国食品名城的良好发展态势、产

业特色优势，以及我市在科技创
新、人才引育、成果转化等方面
的政策和成效。他指出，漯河积
极争当践行“大食物观”的引领
者，加快建设“优势再造、形神
兼备”的现代化食品名城，以中
原食品实验室为核心打造“顶天
立地”创新体系，聚焦营养健
康、食药同源、未来食品三大主
攻方向精准发展食品产业新质生
产力，推动粮食加工向休闲食
品、功能食品、营养健康食品转
型，成为中国食品产业发展的缩
影，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潜力巨

大。希望与中国食品院进一步深
化合作关系，探索双向赋能新模
式，立足现有基础，发挥各自优
势，围绕践行“大食物观”、优
化大健康产业等领域开展深度合
作，努力构建央地全方位战略合
作格局，让漯河成为创新策源
地、人才汇聚地、合作试验田，
以创新之力跑出高质量发展加速
度；积极推动中国食品院与中原
食品实验室在协同创新、人才培
养、成果转化等方面开展实质性
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人才共
享、成果共用、发展共赢；促成

中国食品院“牵手”更多漯河重
点企业，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
题，推动更多成果在漯河转化孵
化，赋能企业高效发展。

北京798艺术区是国家级文
化产业示范园区、国家工业旅游
示范基地，是一座由工业遗产改
造而成的艺术社区，汇集了画
廊、设计室、艺术展示空间、艺
术家工作室、时尚店铺、餐饮酒
吧、文化机构等，以文创消费区
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升级的个性
化、多样化、高品质旅游消费需
求。（下转02版）

新华社孝感 11月 5日电
（记者 梅常伟）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 4 日到空降兵军视
察。他强调，空降兵部队在我
军力量体系和作战体系中具有
特殊重要作用，要深入贯彻新
时代强军思想，贯彻新时代军
事战略方针，落实空军转型建
设要求，全面加强练兵备战，
全面提高空降作战能力，努力
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空降兵
部队。

深秋时节，荆楚大地层林
尽染、景色宜人。下午 3 时
许，习近平来到空降兵军机
关，在热烈的掌声中，亲切接
见空降兵军官兵代表，同大家
合影留念。

合影结束后，习近平察看
了空降作战和保障装备，详细
了解典型武器装备技战术性
能，听取有关情况介绍。得知
这些年空降兵部队武器装备体
系建设取得积极成效，习近平
很高兴。他强调，要强化作战
需求牵引，加强空降装备标准
化、系列化、通用化建设和实
战化运用，构建新型空降装备
体系。

随后，习近平参观了空降
兵军军史馆。该军是一支历史
厚重、功勋卓著的英雄部队，
革命战争年代历经战火硝烟洗
礼，抗美援朝战争上甘岭战役
中打出了国威军威，和平建设
时期出色完成一系列重大任
务，涌现出一大批英雄集体和
英模人物。习近平仔细观看展
陈，认真听取讲解。他叮嘱大
家，要用好红色资源优势，教
育引导官兵把光荣传统弘扬
好，争做新时代英雄传人。

在听取空降兵军工作汇报
后，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
近平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空降兵
部队建设取得的成绩给予肯
定。他强调，要牢记职责使
命，增强备战打仗意识，把军
事斗争准备抓得又紧又实。要
把握现代战争空降力量运用特
点和规律，更新空降作战思维
理念，创新作战样式和兵力运
用方式，把空降兵部队独特优
势发挥好。要抓好基础训练和
重难点课目专攻精练，立足复
杂困难条件加强全要素、成体
系、实案化训练，加大同其他
军兵种部队协同训练力度，推
进战训深度耦合，提升联合指
挥、联合行动、联合保障能
力。

习近平指出，要贯彻体系
建设思想，统筹加强空降作战
力量建设，全链路加强干部队
伍建设，扎实推进高质量发
展，成体系形成作战能力。要
加强新质战斗力建设实践探
索，运用先进科技成果为空降
兵部队建设赋能增效，牵引战
斗力生成模式转变。要聚焦实

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扭住空降作战核心能力，落实好“十四五”规
划各项任务，确保如期实现既定目标。要坚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
强空降兵部队建设谋划设计，把目标图、路线图、施工图搞科学。

习近平强调，要扎实抓好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贯彻落实，把
政治工作威力充分发挥出来，为空降兵部队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要
深化政治整训，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锻造政治坚定、能力过硬
的坚强党组织，严肃查处官兵身边的腐败问题和不正之风，确保英雄部
队始终纯洁光荣。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大力加强战斗精神培
育，加强实践磨砺和摔打锤炼，培养空降兵特有的血性胆气。要贯彻依
法治军、从严治军要求，严格教育管理，保持正规秩序，确保部队高度
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各级要坚持重心下移，做好抓基层打基础工作，
满腔热忱为官兵排忧解难，激发广大官兵团结奋进、干事创业积极性，
齐心协力开创空降兵部队建设新局面。

何卫东等参加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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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5 日，市政协党组 （扩
大）会议暨八届二十二次主席会
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
王克俊主持并讲话。市政协副主
席赵改焕、栗社臣、罗伟民、胡
新保、荣之光、李耀军及秘书长
舒畅出席会议。

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
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
文章精神，学习中央、省委、市
委及上级政协近期有关会议、文

件精神，传达学习省政协十三届
常委会第十次会议精神，研究
《政协漯河市委员会提案委员会
关于市政协八届二次会议以来提
案办理情况的报告》。

会议指出，提案工作是人民
政协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经常性、
基础性工作。要采取更加有效措
施，强化精品意识、协商意识、效
能意识、规范意识，高质量做好政
协提案工作。严格立案标准，抓实
提案征集、选题、培育、调研等工

作，力求多出优质提案、精品提
案。坚持提案者、承办单位、市委
市政府督查部门和提案委四方沟通
协商机制，抓好集体提案、重点提
案和事关全局性问题的提案办理协
商，推动提案办理质量不断提升。
加强业务培训、知情明政和信息赋
能服务，努力为委员撰写提案、相
关单位办理提案创造条件、提供保
障。建立健全覆盖提案征集、立案
审查、重点提案遴选、办理协商、
提案督办、提案反馈、激励考核等

各个环节的制度体系，完善落实政
协提案办理工作考核评价机制，推
动政协提案成果转化为政协服务高
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会议强调，要抓好常态化学
习、提升专业化水平、加强制度化
建设，高标准提升专委会工作。积
极构建专委会常态化、长效化、
制度化学习机制，完善专委会政
协委员党支部学习、主任会议集
体学习和专委会学习座谈会等制
度，推动形成党组织引领学、党

内带动党外学、集中分散结合学
的浓厚氛围。结合自身特点和专
业特长，在党的建设、协商议
政、调研视察、民主监督等方
面，积极打造个性化、特色化的
工作品牌。坚持“联合办公”机
制，健全联系委员和界别制度，
完善对外联系合作机制，总结、提
升和延伸“三议两审一定”重要文
稿审核把关机制，进一步发挥专
委会基础性作用，努力干出

“专”的水平、“专”的形象。

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
暨八届二十二次主席会议召开

王克俊主持并讲话

强化创新合作 学习文旅经验
为壮大城市能级强动力增势能提内涵

秦保强在北京开展考察交流活动

“从最初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到现如今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
业，一路走来，我们研发出多款
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金刚石产
品，包括金刚石刀具、金刚石钻
头、金刚石滚轮等，广泛应用于
机械加工、轴承加工、汽车零配
件制造、工具量具、航空航天等
领域，实现了技术创新的新突
破。今年，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通过各类政策引导、鼓励我们发
展壮大，帮助我们获取科技贷，
解决了企业研发中心建设的资金

难题。”近日，位于市城乡一体
化示范区的河南东进精密工具有
限公司负责人说。

今年以来，市城乡一体化示
范区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聚焦创新主体培育，持续在
政策引导、专业指导、梯次培育
上下功夫，全年培育认定各类创
新主体超20家，并不断激发企
业创新活力，超额完成市定高质
量发展目标任务。

政策引导，营造浓厚创新氛
围。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及时更

新宣传新政策新措施，发挥奖补
政策的支持作用，做好政策和企
业“一对一”比对研究，并精准
推送，让现有研发企业享受到最
大的政策红利，最大限度调动企
业积极性，树牢企业创新发展、
转型升级的经济思维，营造全区
良好创新氛围。今年以来，帮助
河南东进精密工具有限公司获取
科技贷资金200多万元，解决了
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遇到的难
题。

专业指导，优化创新服务水

平。建立工信、科技、税务、市
场监管等部门联动机制，协调解
决企业在创新发展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共同推进企业培育工作。
依托“万人助万企”活动和全社
会研发投入提升专项行动，常态
化开展送政策、送服务活动，共
走访企业50余次，指导企业做
好知识产权培育和研发数据归
集，健全研发辅助账，鼓励企业
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加大技术
成果转化力度，为省级、国家级
创新品牌申建做好准备。

梯次培育，提升创新发展质
效。构建递进式科技型企业培育
体系，健全“科技型中小企业—
市级高新技术企业—国家级高新
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次
培育机制，形成储备一批、培育
一批、申报一批、认定一批的良
好态势，不断提升企业创新发展
质效。截至目前，市城乡一体化
示范区共新培育入库科技型中小
企业16家、市级及以上高新技
术企业3家、省级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2家。 郭文秀 赵梦衍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

强化创新主体培育 激发企业创新活力

新华社上海11月5日电（记者
高 亢）第七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5
日发布《世界开放报告2024》。报
告指出，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成效显
著，2008年至2023年，中国开放指
数 从 0.6789 升 至 0.7596， 提 高
11.89%，升幅位居全球前列；2023
年，中国开放指数在129个经济体
中排名第 38位，比 2022 年提升 1

位。
“在2023年报告对中国式现代

化作出系统梳理的基础上，今年
的报告侧重从改革的视角对中国
的开放实践进行总结。”虹桥国际
经济论坛研究中心负责人曲维玺
在当日举行的 《世界开放报告
2024》 发 布 暨 国 际 研 讨 会 上 表
示，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

标识，中国长期坚持对外开放的
基本国策，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
促共赢，在融入世界与发展自我
中实现互利共赢。

报告称，2023年，世界开放指
数为0.7542，同比下降0.12%，比
2019年下降0.38%，比2008年下降
5.43%，震荡收缩趋势明显。

（下转02版）

《世界开放报告2024》：
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成效显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