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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更多优秀酒类文创产品
中国国际酒文化创意设计大赛 （宝鸡站） 圆满落幕
本报讯 （记者 麻雪）10月 28日，

中国国际酒文化创意设计大赛（宝鸡

站）在宝鸡国际会展中心落下帷幕。

此次大赛作为中国（宝鸡）国际酒

业展览会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将中

外酒文化融合汇聚，推动酒文化的传承

与发展，为酒文化创意产业挖掘新的创

意设计力量，推出更多优秀酒类文创产

品。大赛吸引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知名设

计师、艺术家和酒业从业者、酒庄酒企

参与，报名参赛作品近400个。大赛分

为文化酒创意类和文创酒包装、设计类

两大类别。比赛中，参赛者以文创的方

式诠释了酒文化的内涵，通过对传统酒

文化的理解和创新，为观众带来了一场

全新的视觉盛宴。经过紧张评审，最终

评选出了各个类别的获奖作品。其中，

陕西西凤酒文旅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获

得包装设计类特等奖，陕西省太白酒业

有限责任公司获得文化创意类一等奖。

本次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提高

了宝鸡市在国内外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也为中国酒文化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

力，将进一步推动酒产业创新与发展。

本报讯 （闫建平 郭欣欣）近日，

宝鸡市委党校喜报频传，在全省优秀

论文评选和教学竞赛中接连斩获大

奖，获奖频次和数量创近年来新高。

10 月 20 日，全省党校系统第

37 次理论研讨会优秀论文评选结果

揭晓，市委党校获优秀论文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4 项、三等奖 4 项，被评为

征文组织工作先进单位，获奖总数位

列全省地市级党校第一，创近年来新

高。10 月 22 日，在全省党校系统讲

课竞赛活动中，市委党校老师李娟讲

授的《从唯物史观深刻理解“两个确

立”的决定性意义》荣获一等奖，市委

党校获优秀组织奖；10 月 27 日，川

陕苏区红色干教联盟第一次联席会

议暨川陕甘毗邻地区党性教育融合

发展研讨会“精品课展演”在四川省

巴中市举行，市委党校老师刘凤芹讲

授的《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荣获二等奖，实

现了高水平赛教成绩的新突破。

市委党校 ：

教学竞赛获大奖  科研成果创新高

高质量推进中国凤香型酒城建设
本报评论员

一 杯 美 酒 邀 四 海 宾 朋，千 年
酒城宴八方嘉宾。在圆满完成各
项 议 程 和 系 列 活 动 后，2023 中
国（宝鸡）国际酒业展览会圆满闭
幕。这次展会以“丝路美酒 醇享
世界”为主题，聚焦酒产业发展需
求，共享酒产业发展机遇，赋能酒
产业高质量发展，掀开了中国凤
香型酒城建设新的一页。展会精
彩圆满举办，达到了预期效果，受
到了广泛好评，我们对此表示热
烈祝贺！

作为中国凤香型白酒的发源
地，宝鸡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历 次 来 陕 考 察 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指
示，正在高质量建设中国凤香型
酒 城。这 次 展 会 坚 持 以 酒 为 媒，
广聚天下行业精英 ；坚持以酒会
友，共 谋 未 来 发 展 之 路。展 会 秉
持“ 共 享 共 建 ”理 念，全 方 位、多
层次共建经贸平台、共商经贸合
作、共享经贸成果，释放了“展会
+”效应，实现了多赢。可以说，这
次展会是对宝鸡凤香型白酒产业
和品牌的一次全方位展示、高规

格检阅，也是中国凤香型白酒界
的 一 次 高 质 量 会 友、大 范 围“ 扩
群”。这次展会诚邀国家相关部委
和省市领导、国际友人、专家学者
及国内外酒企、商协会、采购商、
经销商代表参展参会，高朋满座，
盛 况 空 前。短 短 3 天 时 间，密 集
举办了 13 场会议论坛和系列活
动，达成合作项目 12 个，签约总
额 15.386 亿元。国内外专家学者
和业界精英积极建言献策，共话
凤香型白酒发展。人民日报、新华
社、中央人民广播电视总台、经济
日报、中国日报等 60 多家中央和
省市主流媒体的 120 多名记者积
极参与报道，进一步提升了宝鸡
和中国酒类产品的国际国内影响
力。这次展会取得了发展目标更
加明确、发展步伐更加坚实、合作
交流更加深入、宝鸡影响更加广
泛等办会成效，为宝鸡高质量推
进中国凤香型酒城建设注入了强
劲动力。

展会有期，效能无限。宝鸡将
合作共建凤香型白酒产业链、科

学酿造凤香型白酒产品、守正创
新凤香型白酒文化，力争到 2025
年，基酒产能达到 20 万吨，龙头
西凤酒销售额 200 亿元，综合产
值突破 500 亿元，高品质打造中
国凤香型白酒特色产区。目标宏
伟，任务艰巨。当前，首要任务是
贯彻好、落实好这次展会达成的
共识、确定的目标、签约的项目，
推动各项成果快速落地见效。我
们要以这次展会为新的起点，坚
持 以 党 的 二 十 大 精 神 和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来 陕 考 察 重 要 讲 话 重 要
指示为根本遵循，持续提升宝鸡
凤 香 型 白 酒 和 文 化 的 品 牌 影 响
力，加 速 酒 旅 酒 商 融 合 发 展，以
更 广 视 野、更 快 速 度、更 大 力 度
高 质 量 推 进 中 国 凤 香 型 酒 城 建
设，高品质打造中国凤香型白酒
特色产区。

因为一个展，记住一座城 ；因
为一场展会，叫响一个品牌。中国
凤香型酒城，必将发扬悠久的历
史传承，积极融入时代元素，全面
开启新的篇章！

（上接第一版）
在西安未来人工智能计算中心，

瞄准的则是“算力”。作为西部首个大

规模人工智能算力集群，这里每秒可

进行30亿亿次半精度浮点计算，相当

于150万台高性能计算机同时运算。靠

“算力”驱动，古城西安正在人工智能领

域加速发展。

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夯

实实体经济之基。如今，陕西单晶硅

片、重卡变速器产量全球领先，新能

源汽车产量居全国前列 ；数字产业

化、产业数字化驶入快车道，数字经

济规模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

三成。

最近，陕西又新增3条产值规模

上千亿元重点产业链：煤制烯烃芳烃、

太阳能光伏、乘用车（新能源汽车）。“我

们要让陕西经济在‘长个子’的同时，

‘体形’更好、‘体魄’更强。”陕西省委书

记赵一德表示。

成果转化：走出实验室，

走上生产线

“20多年来，我进行过3次尝试，

都没成功，没想到70岁‘出山’后干成

了！”西安交通大学退休教授赵玉清

感慨道，退休5年，望着书房里的一摞

获奖证书、专利证书蒙上灰尘，他心有

不甘。

转机在2021年到来，当时陕西启

动秦创原创新驱动平台建设。老教授

肯出山，是因为有了两颗“定心丸”：一

是研究了半辈子的离子束非晶碳基超

硬薄膜技术；二是职务科技成果长期

使用权改革的新规。

一段时期以来，职务科技成果属

于国有资产，不少科研人员存在“不敢

转”的顾虑。陕西科教资源富集——111

所高校、1814家科研机构、上百万名

专业技术人才，然而丰厚的科研成果

却转化难。

“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

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推动经济高质量

发展迈出更大步伐。”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为陕西加快科技成果产业

化指明了方向。

为打通科技成果“变现生金”的

通道，2022 年 3 月，陕西在 75 家高

校院所开展“三项改革”试点——职

务科技成果单列管理、技术转移人

才评价和职称评定、横向科研项目

结余经费出资科技成果转化，聚力

破解“不敢转”“不想转”“缺钱转”等

难题。

“感觉就像‘松了绑’，多年的夙

愿实现了。”赵玉清说。他的项目落

地西咸新区、入驻秦创原，已成功

“闯”入航天、汽车、电子等行业，颇

受市场青睐。

今年初，在试点基础上，陕西出

台深化科技成果转化“三项改革”10

条措施。截至目前，陕西 5.3 万余项

职务科技成果实现单列管理，1.2

万余项成果正在实施转化，317 人

凭借成果转化贡献晋升职称。

“三项改革”解除了科研人员后

顾之忧，秦创原则为其搭建起创新

创业舞台——定位明确 ：“全省最

大的孵化器”和科技成果转化“特

区”，总窗口设在西咸新区和西部创

新港。

“科研成果，要迈出‘下书架、上

货架’的第一步，需要多方面立体保

障。”在秦创原创新促进中心副主任

李利看来，资金支持尤为关键 ；懂技

术、懂产业、懂市场、懂管理的科技

经纪人“牵线搭桥”，同样至关重要。

2022 年，陕西省技术合同成交

额突破 3000 亿元，居全国第六。西

咸新区秦创原总窗口进行“全链条

服务”的科技经纪人团队，目前已有

158 人。

绿色打底：人不负青山，

青山定不负人

和合南北、泽被天下的“中央水

塔”秦岭，蜿蜒千里的九曲黄河，逶迤

东去的长江最大支流汉江……地跨黄

河、长江两大流域，秦岭横贯东西——

陕西，山川形胜。

“陕西生态环境保护，不仅关系自

身发展质量和可持续发展，而且关系

全国生态环境大局。”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指示，激励着陕西在生态文明建

设上咬定青山不放松。

要山坡的“被子”，还是要“票

子”？前些年，一些陕北人心中，竖着

一个大问号。

困惑在于，黄土高原上，曾荒山萧

索、风沙漫天，“春种一面坡，秋收一袋

粮。要再栽上树，就更没饭吃了。”

20多年退耕还林，黄土高坡已“穿

上绿衣”。陕北的绿色生机，让农民初

尝“自然的善意”。然而，陕西黄河流域，

仍是生态相对脆弱的区域——这里的

绿，是“浅绿”，而非“深绿”。

如今，陕西人向“深绿”迈进。

黄河岸边，延安市宜川县晋陕峡

谷，山势陡峭、土壤贫瘠、种树不易。为

“不留一寸荒山”，宜川因地制宜，创造

出“石坑客土大苗”的造林法——在斜

坡砌垒石坑，从别处调配土壤，栽种不

易遭野兔啃食的大树苗。

宜川县林业局局长郝云峰介绍，

2012年以来，宜川用此方法“啃最难啃

的骨头”，已累计造林3.7万亩。

植被修复、水土保持、山水林田湖

草沙综合治理……陕西打出“组合拳”，

将绿色版图向北推进了400公里，年入

黄泥沙量显著减少。2022年，陕西黄河

流域65个国控断面中，Ⅰ至Ⅲ类水质

断面占比93.8%，总体水质首次达优。

秦巴山深处，汉中、安康、商洛三

市，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主要水源

地，境内汉江、丹江的年入库水量占丹

江口水库的七成。

日影浮波，烟荷染翠，水鸟翔集。天

汉湿地公园，是汉中市民的“后花园”。

近年来，为了统筹城市发展与汉

江生态保护，汉中市铁腕治水、用情护

水、让民亲水，将昔日“脏乱差”的旧荒

滩，建设成了新公园。

为确保“一泓清水永续北上”，陕

西交出新答卷：2022年，陕西长江流

域46个国控断面中，水质全部达到Ⅱ

类以上，优良率100%。

心怀“国之大者”，陕西奋力当好

秦岭生态卫士。陕西省生态环境厅副

厅长赵甲宏介绍，秦岭陕西段生态环

境质量达到“优良”等级的面积占比提

升至99.3%，让秦岭美景永驻、青山常

在、绿水长流的目标正在变为现实。

青山苍翠、大河安澜，三秦大地用

“含绿量”打底，孕育出高质量发展的

“含金量”。

“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延

安市洛川县副县长张军旗说，“尝到‘绿

色红利’的百姓，在乡村振兴中乐享全

新的生活。”

开放突破：打造内陆开放

高地，打开发展新天地

“我的家乡陕西，就位于古丝绸之

路的起点。站在这里，回首历史，我仿

佛听到了山间回荡的声声驼铃，看到

了大漠飘飞的袅袅孤烟。”2013年秋，

习近平主席出访中亚时首次提出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

时代造就机遇，机遇成就梦想。

10年时光，不沿边、不临江、不靠

海，深居西北腹地的陕西，顺势而为，乘

势而上，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大格

局，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打开发展

新天地。

黄土地上，有了大港口，中欧班列

“长安号”奔驰不息。

日前，伴随一声清脆的鸣笛，“长

安号”光伏专列从西安出发。搭乘“出

海”的，是隆基绿能50个集装箱光伏组

件，经过长途跋涉，抵达目的地乌兹别

克斯坦。

“黄土地上，吹来徐徐‘海风’。”西

安自贸港建设运营有限公司总经理袁

小军介绍，中欧班列“长安号”目前常态

化开行国际干线17条，基本覆盖中亚、

南亚、西亚及欧洲地区主要货源地。

“钢铁驼队”奔赴“一带一路”，为

陕西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澎湃动能：

2022年，中欧班列“长安号”开行量首

次突破4600列，运送货物411.7万吨，

开行数量、货运量、重箱率3项关键指

标均居全国前列。

路越走越宽，眼界也越来越广阔。

陕西企业打开思路与视野，不断拓展

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

前阵子，陕汽控股集团驻塔吉克

斯坦营销区区域总经理孙东波非常忙

碌。“年初，当地客户有车辆采购计划，

要求配置特殊，交付时间紧。”孙东波忙

着问需求、调订单，“听到客户很满意，

这才松了口气。”

今年前8个月，陕汽控股集团出

口销量超过3.69万辆，同比增长逾八

成。陕鼓、法士特、爱菊粮油……越来越

多的陕西本土企业，积极开拓海外市

场“走出去”。

搭乘“一带一路”快车，陕西以高

水平对外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

新，实现互利多赢。

“勇立潮头、争当时代弄潮儿”。今

日陕西，正迎来机遇叠加、优势迸发、要

素汇聚的关键当口，驶入创新引领、开

放突破、追赶超越的快车道。

（转自 10 月 28 日 《人民日报》）

 （上接第一版）进一步拓展中国特色

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形成了党

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

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

化时代化新境界，党的民族工作取得

新的历史性成就。

习近平强调，党的二十大以后，

全国各族人民迈上了以中国式现代

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的新征程，党的民族工作面临新的形

势和任务。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一个民族也不能少。我们要大

力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为强国

建设、民族复兴凝聚磅礴力量；要全

面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让各族

人民共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

荣光。

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需要构建科学完备的中华民

族共同体理论体系。要立足中华民族

悠久历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同

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相结合，遵循中华民族发展的

历史逻辑、理论逻辑，科学揭示中华

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

要优化学科设置，加强学科建设，把

准研究方向，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重

大基础性问题研究，加快形成中国自

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

体系、理论体系。注重激发广大专家

学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加强青

年专家学者的培养，为他们把好方

向、搭建平台、创造机会，鼓励他们潜

心钻研、厚积薄发，推出立足中国历

史、解读中国实践、回答中国问题的

原创性理论成果。

习近平强调，要着眼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

精神家园。必须顺应中华民族从历史

走向未来、从传统走向现代、从多元

凝聚为一体的发展大趋势，深刻理解

把握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在新的历

史起点上不断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奠定坚实的精神和文化基础。要面向

各族群众加强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

政策教育，加强党史、新中国史、改革

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华民族

发展史宣传教育，用共同理想信念凝

心铸魂，深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深入实施红色基因传承工

程，大力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

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

神，不断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

自豪感，振奋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实施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研究和挖掘

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和时代价

值，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

转化、创新性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

义先进文化，构建和运用中华文化特

征、中华民族精神、中国国家形象的

表达体系，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中华

文化认同。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

言文字，全面推行使用国家统编教

材，以语言相通促进心灵相通、命运

相通。

习近平指出，要促进各民族广

泛交往交流交融，以中华民族大团

结促进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民

族复兴的进程，必然是各民族广泛

交往交流交融的过程，必然是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

过程。必须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

帜，把推动各民族为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共同奋斗，作为新征

程党的民族工作的重要任务。要推进

各民族人口流动融居，构建互嵌式社

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创造各族群众共

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

条件，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

作。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民族

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推动民族地区融入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公共服务

保障能力和水平，促进发展成果公平

惠及各族群众。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健全民族政策和法律法规

体系，推动民族事务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

习近平强调，要讲好中华民族

故事，大力宣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

识。要大力宣传中华民族的历史，大

力宣传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大力

宣传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同世

界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美好愿景。创新涉民族宣传的

传播方式，丰富传播内容，拓宽传播

渠道，讲好中华民族共同体故事，讲

清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

度是我国各民族共同发展进步的可

靠保障，讲清楚中华民族是具有强

大认同度和凝聚力的命运共同体，

讲清楚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

正确道路所具有的明显优越性。积

极推动中外学术界、民间团体交流

互动。

习近平指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

质量发展，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共

同任务。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坚持中国

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认真

贯彻落实党的民族工作的各项方针

政策，及时研究解决本地区本单位涉

及民族工作的重大问题。各级领导干

部要深入学习贯彻党关于加强和改

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提高做好民

族工作的本领，为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事业作出应有贡献。

陕西稳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