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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广州5月22日电 在广州南
沙天后宫旁的一栋白色建筑里，广州超
算南沙分中心机柜延伸出的百兆网络专
线，将广州超算与香港科创力量紧紧连
在一起。

得益于“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以
及高效高精算法技术分析，香港大学副
教授林赞育能更加便捷地在海量的病
原体基因数据以及其他流行病学和生
态学数据中，追踪重要病原体的起源、
传播和进化。

“过去5年，港科大共有超过200位
老师使用广州超算。香港的任何一个大
学老师使用广州超算，都跟使用局域网
差不多。”香港科技大学霍英东研究院院
长高民说。

当前，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正在
向纵深推进。科技要素的互联互通是加
强科技合作的基础，不仅是数据，资金、
人才等要素也正在加速流动。

在南方海洋科学与工程广东省实验

室（广州），大湾区海洋科技力量正在精
诚合作。这家实验室把总部设在广州南
沙，并在香港、深圳分别设立了分部。

“这是香港在和内地科技交流过程
中获得的最大的一次性拨款。当国家创
造条件鼓励香港科技工作者参与内地科
技计划之时，经费‘过河’让香港科学家
看到了希望。”该实验室香港分部主任、
香港科技大学海洋科学系创系主任钱培
元说。

广东省科技厅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
来，广东全力加快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和科技创新强省建设，积极汇聚
全球创新资源共谋发展，不断构建更加开
放融合的科技交流合作新格局。

据介绍，截至目前，已建设北京师范
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
广东以色列理工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
（广州）共5所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中外
（境外）合作大学，并将积极发挥这些国

际化学校在建设高水平科研教育交流平
台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在5月20日至23日举行的2023大
湾区科学论坛上，继续强化粤港澳三地
的科技合作，共同应对面临的挑战，也成
为粤港澳顶尖专家们的广泛共识。

香港科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叶玉如表示，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科技
创新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应该充分发
挥大湾区优势，加强跨领域、跨地域以及
跨体系合作，集聚三地以及国际科技创新
力量，共同推动老龄化研究与应对措施
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院士、香港大学讲座
教授任咏华认为，当前最重要的还是加
强基础研究，前沿的基础研究是应用研
究的根源，如果没有基础研究，就不会
有原创性成果和自主知识产权。建议
在大湾区成立基础研究基金专项，把港
澳大学纳入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
建设的布局。

“希望港澳可以尽快融入国家主体
的基础科学研究计划，在大湾区内很多
城市开展成果转化，通过产学研合作，实
现互补分工。另外也希望内地和港澳与
国际加强交流，引进世界上最顶尖的人
才，合作开展科研，实现高质量的基础研
究。”任咏华说。

澳门大学副校长徐建呼吁加强大湾
区内中医药合作。徐建表示，中医药是
澳门蓄势已久的产业，从2011年国家首
个中药质量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落户澳
门，由澳门大学和澳门科技大学共同建
设以来，各方面工作都在稳步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深入推进，对澳门是非
常好的发展机遇。

香港理工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滕锦光建议进一步提升大湾区科技合
作，包括设立大湾区研究资助基金，设立
一批大湾区实验室，共同建设大科学装
置，设立短期的教师交换机制，以及以各
种形式增加学生交流交换机会等。

专网开通、经费“过河”、团队携手
——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合作向纵深推进

新华社酒泉5月22日电 记者
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了解到，
5月22日，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船与长
征二号F遥十六运载火箭组合体已

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
备状态良好，后续将开展发射前的各
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计划
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神舟十六号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记者
22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办公厅
日前发布关于做好 2023年普通中
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要求义
务教育严格落实免试入学升学规
定，不得通过考试或变相考试选拔
学生，不得以各类竞赛、考试证书、
荣誉证书、培训证明等作为招生入
学依据或参考。

通知强调，各地要巩固义务教育
免试就近入学成果，科学合理划定学
校招生片区，规范报名信息采集，健
全有序录取机制。鼓励各地出台多
孩子女同校就读具体实施办法，帮助
解决家长接送不便问题。

通知要求，各地要根据新型城

镇化发展和学龄儿童数量变化趋
势，健全常住人口学龄儿童摸底调查
制度，全面掌握行政区域内适龄少年
儿童入学需求，切实做好学位供给保
障工作。

通知提出，各地要努力增加优质
普通高中学位供给，进一步压减公办
和民办普通高中跨区域招生计划，确
保到2024年全面实现属地招生和

“公民同招”。加强省级统筹，进一步
清理规范中考加分项目。

此外，通知还要求，各地各校要
健全和落实控辍保学长效机制，坚决
守住不让适龄儿童辍学的底线，确保
应入尽入。大力推进“阳光招生”，严
肃查处违法违规招生行为。

教育部：

义务教育不得通过考试
或变相考试选拔学生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市场
监管总局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全国新设个体工商户503万
户，同比增长 14.3%。截至一季度
末，全国登记在册个体工商户1.16亿
户，占经营主体总量的三分之二。

今年一季度，文化、体育和娱乐
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住宿

和餐饮业，批发和零售业等行业新设
个体工商户分别为7.5万户、18.8万
户、67.9万户、265.1万户，同比分别
增长39%、25.1%、19.8%、10.4%。截
至一季度末，全国登记在册“四新”
经济个体工商户3515.4 万户，总量
占比由 2019 年的 24.9%持续提升
至30.2%。

一季度全国新设
个体工商户503万户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商务
部22日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 4
月，我国对外投资持续增长，对外非
金融类直接投资2892.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26.6%（折合421.9亿美元，
同比增长17.6%）。

数据显示，1至4月，我国企业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
投资75.3亿美元，同比增长9%，占同
期总额的17.8%。

数据还显示，1至4月，我国对外
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879.9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10.6%（折合420亿美
元，同比增长 2.7%）；新签合同额
4064.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折
合592.8亿美元，同比下降5.3%）。

同期，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230.5亿
美元，新签合同额297.4亿美元，分别
占同期总额的54.9%和50.2%。

前4个月我国对外非金融类
直接投资同比增长26.6%

新华社拉萨5月22日电 记者22日
从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队获
悉，2023年珠穆朗玛峰极高海拔地区综合
科学考察研究正在西藏珠峰地区开展，来
自5支科考分队13支科考小组的170名科
考队员，将继续聚焦水、生态、人类活动，揭
示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变化机理，优化青藏
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
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也是开展地球与
生命演化、圈层相互作用及人地关系研究
的“天然实验室”。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提
出，“国家鼓励和支持开展青藏高原科学考
察与研究”“掌握青藏高原生态本底及其变
化”。珠峰科考是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重要
内容，研究珠峰地区气候环境变化对于世
界其他地区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珠峰科考总
指挥姚檀栋院士介绍，2023年珠峰科考将
聚焦全球气候变暖影响下珠峰极高海拔环
境如何变化、珠峰环境变化与西风-季风
如何相互作用、珠峰地区未来环境如何影
响亚洲水塔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开展研
究。“珠峰科考已经实现了登山科考向科考
登山模式的转变，实现了从‘我要征服你’
到‘我要了解你’的思路转变，实现了新技
术和新手段的应用，取得了重要国际影
响。”他说。

据介绍，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
察研究队此前在珠峰的科学考察活动已收
获“西风-季风协同作用及影响”“巅峰海拔
的强烈升温”“巅峰海拔的冰雪融化”“珠峰
地区人体生理的特殊反应”“珠峰地区变绿
的生态过程”等多个领域一系列科研成果。 在珠峰登山大本营附近，科考队员测量绒布河水流速（5月22日摄）。新华社发

我国启动2023年珠峰综合科学考察
揭示青藏高原地球系统变化机理，优化青藏高原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5月22日
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
多样性委员会22日发布《中国生物物种
名录》2023版，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
148674个，较2022版新增10381个物种
及种下单元。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础，生物物种名录则是反映一个
国家或地区生物多样性资源丰富程度的

基础数据。”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副
主任兼秘书长马克平研究员介绍，编制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旨在摸清中国生
物多样性“家底”，促进生物多样性研究
与保护。

自2008年起，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
员会组织专家全面系统收集整理公开发
表的中国生物物种数据，并由分类学专
家对每条数据进行审定确认，最终汇编

成《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每年以年度名
录形式发布。中国是唯一一个每年都发
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共收录
物种及种下单元148674个，其中，动物
部分69658个，植物部分47100个，真菌
界25695个，原生动物界2566个，色素界
2381个，细菌界469个，病毒805个。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 版较

2022版新增10027个物种及354个种下
单元，其中，真菌界新增了8202个物种及
320个种下单元，成为本年度名录中新收
录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由中科
院动物研究所牵头，联合中科院植物研
究所、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成都
生物所、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等多家单位
共同完成。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发布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48674个

今年2月还荣获了2022年广东省专
精特新企业称号。今年以来，南洋船
舶已经出口大型新造船舶4艘，进出
口值在江门关区加工贸易排名第三
位，在新会区排名第一位。

订单的火爆成了企业“甜蜜的烦
恼”。“今年我们计划交付13艘船舶，
平均一月不到就得交付一艘船。面
对新增的订单，原先的车间和设施已
无法满足生产需求。”穆名说。

江门海关所属新会海关经过调
研走访了解到南洋船舶的迫切需求
后，立即安排专人对接，积极指导企
业按照海关监管要求进行场地设
置。在实地指导中发现新增的经营
场所存在一址多企的情况后，海关关
员立即现场指导企业进行隔离处置、
规范设置标识，确保新增经营场所建

设符合开展加工贸易业务的要求，让
南洋船舶的新车间以最短时间投入
使用，及时解决了企业发展的堵点、
难点。

新会银洲湖区域是我市船舶与
海工装备产业的核心区。为了帮助
企业全力抓生产、抢工期，海关坚持
问题导向、目标导向，依托“面对面工
作室”、关地企直通车机制、12360服
务热线等方式，摸清造船企业运营状
况，“一企一档”建立加工贸易企业专
属档案库，“一船一报”为企业在手册
设立、核销、出口通关等环节提供专
属服务，为新会船舶制造业高质量发
展提供有力支持。

今年一季度，江门海关共监管出
口新造船舶12艘，价值7.1亿元，价
值同比增长2.2倍。

紧接A0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