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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3 月 15 日下

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

行国事访问的安哥拉总统洛伦索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宣布，将中安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

习近平指出，去年，中安两国共同庆祝

建交 40周年。中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

验，实实在在造福了两国人民。中安合作属

于南南合作、发展中国家合作，是好朋友之

间的相互帮助，互惠互利、合作共赢。面对当

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双方要赓续传统友谊，

加强团结合作，坚定相互支持，实现共同发

展。中方支持安哥拉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

展利益，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实

现国家发展振兴，愿同安方加强治国理政经

验交流，提升双边战略关系水平，携手推进各

自国家现代化进程。

习近平强调，中安合作基础好、规模大、

互补性强，互利合作有着巨大潜力和光明前

景。双方应该加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

作，推进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务实合作提质增

效。中方愿同安方实施好重点基础设施项目，

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安哥拉开展多种形

式合作，助力安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化、经

济多元化。希望安方采取更有力措施，保障中

国公民和企业的合法权益和安全。欢迎安方

继续通过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非经贸博

览会等平台，向中国推介更多安优质产品。中

方将继续实施好援安哥拉医疗队等项目，向

安留学生提供奖学金名额，增进人文交流和

人民友好。

习近平指出，当前，发展中国家群体性

崛起势不可挡，无论是全球治理还是发展繁

荣，全球南方都不应该缺席。中国是非洲国

家维护独立自主和推进发展振兴道路上的

可靠朋友和真诚伙伴。中方支持非洲国家和

非盟致力于通过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维

护地区和平稳定，愿同安哥拉等非洲国家加

强多边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

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

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洛伦索表示，来到中国访问，我们感到

宾至如归。安中关系保持高水平发展。无论

是在安哥拉结束内战百废待兴之时，还是应

对新冠疫情困难之际，中国都是最早向安方

提供宝贵支持的国家，安方对此表示衷心感

谢。中国的支持与合作，极大促进了安哥拉

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堪称互利合

作的典范。安方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安投

资，助力安哥拉国家发展振兴。安方坚定奉

行一个中国政策，认为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相信台湾问题一定会得到圆满解

决。安方高度赞赏中国始终致力于促进世界

和平与进步、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愿同中方

加强多边协作，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以

及维护各国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等重要

国际关系准则。我们今天发表联合声明，宣

布建立安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充分

展现了双方致力于深化关系的决心。安方

期待同中方一道，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

更多成果。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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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3月15日电 3月16日出

版的第 6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

重要文章《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

醒和坚定，把党的伟大自我革命进行到底》。

文章强调，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

国强。党的二十大深刻总结全面从严治党

十年磨一剑的历史性成就，进一步要求全

党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

坚定。这是我们党从所处的历史方位、肩

负的使命任务、面临的复杂环境出发，深

刻把握党的根本性质和党情发展变化，对

新时代新征程全面从严治党提出的新的

重大命题。

文章指出，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建

党学说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

起来的世界最大政党，在世界上人口最多

的国家长期执政，历史久、人数多、规模

大，既有办大事、建伟业的巨大优势，也面

临治党治国的特殊难题。至少有以下几大

难题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如何始终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如何始终统一思想、统一

意志、统一行动，如何始终具备强大的执

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如何始终保持干事创

业精神状态，如何始终能够及时发现和解

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如何始终保持风清气

正的政治生态。 （下转第二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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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郑雨萱） 14日下午，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

七次会议在榕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两会期间的重

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以及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部署省

政协贯彻落实举措。省政协主席滕佳材主持会议并讲话，省政协副

主席张兆民、王光远、阮诗玮、刘献祥、严可仕、余军、张国旺、黄玲，

秘书长邱天华出席会议。

会议指出，今年全国两会是在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人民政协

成立 75 周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传递出奋力推进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也为我们进一步做好当前工作提供了重

要遵循。政协常委是政协工作中的“关键少数”，要切实提高政治

站位，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

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学习在前、领悟在先、担当在肩，不断夯

实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政治基础。

会议强调，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和全国两会精神上来。深刻把握过去一年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成就，始终不渝坚持党的全面领

导，持续做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化内化

转化工作；深刻把握加快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使命新任务，主

动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和新福建建设目标任务，着力增强对策建

议前瞻性和精准度，拓展议政建言深度，提高民主监督实效，更

加广泛凝聚共识；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人民政协

工作的新部署新要求，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

结合，勤勉履职、主动作为，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彰显

政协之为，在助益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上展现政协之力，在助推

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中发挥政协之能。

会议指出，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是人民政协的

光荣传统和政治责任。 （下转第三版）

十三届省政协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召开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重要讲话精神和全国两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李珂 通讯员 高
凌） 记者从省科技厅获悉，2023 年，

全省共登记技术合同 21175 项，成交

金 额 超 375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22.2%、29.6%，合同成交金额年增量达

85 亿元，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全省

技术交易市场呈现良好发展态势。

统计显示，2023 年我省技术交易

主要呈现六大特点——

高新技术领域技术交易成为我省

技术市场持续活跃的“主引擎”。2023
年，电子信息、航空航天、先进制造、生

物医药、新材料、新能源与高效节能技

术领域合同成交金额 337.6亿元，占全

省 成 交 总 额 的 89.9% ，同 比 增 长

27.77%。其中，成交金额排名前三的技

术领域分别为：电子信息、航空航天、

新材料及应用。

企业积极发挥技术交易主力军作

用 。企 业 卖 出 技 术 合 同 成 交 金 额

348.26 亿 元 ，占 全 省 成 交 总 额 的

92.76%；企业买入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338.9 亿 元 ，占 全 省 成 交 总 额 的

90.26%。其中，民营企业卖出技术合同

成交金额 280.67 亿元，占全省成交总

额的 74.75%，同比增长 30.22%，民营

企业仍是我省技术交易的中坚力量，

并且交易日趋活跃。

技 术 创 新 能 力 日 趋 加 强 。2023
年，我省技术开发合同和技术服务合

同成交金额 251.9亿元，占全省成交总

额的 67.09%。其中，技术开发合同成

交 金 额 111.0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25.72%，占全省成交总额的 29.58%。

技术交易市场全面繁荣。2023年，

我省首次实现所有设区市技术合同登

记额均超 2 亿元。其中，技术合同成交

金额居前三位的设区市依次是：厦门、

福 州 和 宁 德 ，占 全 省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46.23%、27.99%和 9.64%。年技术合同

成交金额增长率居前三位的设区市依

次是：漳州、三明、南平，增长率分别为

736.82%、157.29%和 95.42%。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试

点改革初见成效。2023 年，我省高校

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16.05 亿元，同比

增长 13.62%；科研机构技术合同成交

金额 8.65亿元，同比增长 1.57%。

技术交易知识产权含量迅速增长。2023 年，涉及各类知识

产权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 194.9亿元，占全省技术合同成交总额

的 51.91%，同比增长 18.86%。

近年来，我省积极完善技术转移体制机制，努力营造技术市

场发展环境，多措并举推动我省技术交易规模持续扩大。

加强顶层设计，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推进创新发展的“20
条措施”，从建设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完善科技成果转

化机制、培育技术转移机构等角度，出台一系列促进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的实施细则，推进技术市场不断发展。

在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方面，我省开展省高等院校和科研

院所科技成果转化综合试点，优化科技成果转化国有资产管理模

式，允许高校院所职务科技成果实行单列管理。坚持创新不问“出

身”，首次启动实施“揭榜挂帅”科技成果转化项目，做到“谁能干

让谁干”，进一步创新成果对接转化新模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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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郭雅莹 通讯员 张秀平 黄将
杰 文/图） 14 日，在泉州市鲤城区城建·满堂里项

目现场，由中建三局自主研发的“住宅造楼机”缓缓

升起，耗时 75分钟，顺利完成了首次顶升（左图）。

这是我省首例“住宅造楼机”，全称为“高层建

筑轻量化智能顶升集成造楼平台”，是中建三局针

对住宅施工，在超高层建造利器“空中造楼机”的基

础上，研发升级的一款新型轻量化“造楼机”，由钢

平台、支撑动力、挂架、模板、辅助作业和安全防护

等六大系统组成，具有施工效率高、承载力大、多级

防坠、结构轻巧等特点。据项目经理温国伟介绍，对

比传统爬模施工，造楼机有效助力工效提升 30%，

每造一层楼可节约 2～3 天，可以实现“四天一层

楼”的施工速度。

“住宅造楼机”现身泉州：

四天能造一层楼

3月 1日晚 10点，载满 148个锂电池

货柜的“东方费利克斯托”货轮驶离厦

门港远海码头，开往深圳盐田。之后，它

将把这船福建产新能源电池运抵欧洲。

通过新建冷藏危险货物集装箱堆

场、开辟我省首条新能源汽车“包装散

运”新路径、完成特定种类危货集装箱和

普货集装箱混堆规范等多样化举措，厦

门正加速助力“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

电池、光伏产品）出口，培育发展新动能。

“近年来，远洋滚装船运力供给不

足的问题越来越突出，造成了一船难

求、租金高涨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制约

了新能源汽车海运出口业务的发展。”

厦门现代码头有限公司综合部经理助

理陈光颖说。

新能源汽车属于第 9 类危险品，此

前，现代码头并不具备危险货物装卸作

业资质，无法开展新能源汽车的吊装作

业。但厦门全市海运出口量又不断增

多，2023 年新能源汽车出口量超 8.5 万

辆，占全省 85%，推动新能源汽车通过

散杂货船出口已成为企业现实需求。

厦门港口管理局组织专家对现代码

头开展泊位货种调整方案论证，并对新

能源汽车直装直取可行性作分析及相关

安全评价，协调海关疏通进出港通道。

很快，现代码头取得全省首张散货

码头“电池供电车辆”港口危险货物作

业附证，成为我省首个拥有新能源车辆

吊装资质的散货码头，新能源汽车可通

过散货船出口，也就此开辟出了省内首

条新能源汽车“包装散运”新路径。

近日，一批新能源客车在现代码头

完成吊装，搭乘中国香港籍“含和”轮散

货船出口，运往“一带一路”沿线重要港

口阿联酋迪拜杰拜勒阿里港。

过往，厦门港众多码头缺乏冷藏

危险货物堆存能力。而锂电池产品在

转运、装卸过程中对温度要求十分苛

刻，需要由专用冷危货物集装箱运输

和相应的冷危堆场堆存。

“对此，我们在海天码头、嵩屿码头、

国际货柜和远海码头 4家码头规划建设

了 4 个冷藏危险货物集装箱堆场，总占

地面积 29211平方米，总投资 8680.74万

元，服务能力超过 13.2 万标箱/年，现已

全部投用，这在国内港口中处于领先地

位，可以很好地满足宁德时代等主要客

户群体锂电池冷藏箱装卸作业需要。”厦

门港口管理局安技处林志杰说。

通过委托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

究院编制第 8类、9类固态危货集装箱与

普货集装箱混堆安全评估报告，厦门港

仅用 2 个月时间高效完成港区 5 家外贸

集装箱码头特定种类危货集装箱与普货

箱混堆规范化工作， （下转第三版）

厦门优化港区服务

加速助力“新三样”出口
□本报记者 林丽明 陈挺 通讯员 厦港宣

本报讯 （记者 郑璜 通
讯员 黄忠族） 福建省与“一

带一路”共建国家贸易持续升

温。据厦门海关统计，1—2 月，

福建省对“一带一路”共建国

家进出口 1720.2 亿元，同比增

长 12.5%。其中，出口 1012.1 亿

元，同比增长 28%；进口 708.1
亿元，下降 4.2%。

民营企业“排头兵”作用明

显。1—2 月，民营企业对“一带

一路”共建国家进出口 1059.4
亿元，同比增长 27.6%，占同期

福建省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

进出口总值的61.6%。

机电产品出口增长抢眼。

1—2 月 ，共 出 口 机 电 产 品

400.4 亿元 ，同比增长 30.5%；

纺织服装、鞋类、箱包、家具等

劳动密集型产品共出口 344.5
亿元，同比增长 34.3%；汽车、

陶瓷分别出口 15.7 亿元、15.9
亿元，分别增长 50.6%、10.3%。

在进口方面，民生商品增

速较快。1—2 月，机电产品、纸

浆及纸制品、木制品进口分别

增长 36%、54.6%、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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