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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权转让公告
兹有中应科技 （广西） 有限责任公司有意全

资收购广西珈隆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100%

股权及该公司名下的项目，意向新旧股东双方已

经完成了收购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即将进入实

质的股权变更行为。

现对变更前债权债务(包括抵押和担保)及经济

纠纷进行清理，对于原股东及法人存续期间的债

权债务及经济纠纷可持合法手续与该次股权及项

目交接工作小组联系登记事宜，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30日内有效，逾期新任股东中应科技 （广西）

有限责任公司及广西珈隆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将按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特此公告。

工作小组组长联络方式：18978566111黄经理

广西珈隆新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中应科技（广西）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3月28日

加快摸清种质资源
“家底”

记者在 2023中国种子大会
上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在种
质资源普查收集、精准鉴定、
资源库建设、开发利用等四方
面采取一系列措施，种质资源
保护利用取得新成效。

国家农作物种质资源库和
海洋渔业资源库建成运行，畜
禽种质资源库开工建设，农业
种质资源普查新收集资源 52万
份，开展精准鉴定，资源保护
利用水平提升。

在普查方面，我国组织第
三次农作物、畜禽种质资源普
查和首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普
查。抢救性保护了大果猕猴
桃、长江刀鱼等一批珍稀濒危
资源，新发现豫西黑猪等多个
畜禽地方品种。

多位专家在种子大会上指

出，我国种质资源保护利用有
待进一步加强。中国工程院副
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邓秀新
表示，我国园艺作物资源收集
保存取得长足进展，但评价鉴
定不够。目前国家蔬菜中期库
保存的种质资源数量，与排名
第一的国家还有很大差距，而
且我国保存的资源中国外资源
占比较低。

专家认为，下一步要扎实
完成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建立
央地协同、科企合作资源鉴定
机制，打牢育种资源基础。同
时，通过国际合作扩展资源来
源。

今年我国将全面完成全国
农业种质资源普查工作。目
前，相关部门正逐步开展普查
数据核对归档、资源编目入库
等工作，并将推动资源鉴定、
登记、保存。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
定是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久久
为功。”中国农业科学院作物科
学研究所作物种质资源中心副
主任李英慧说，今后要聚焦稳
粮扩油、提升单产等农业生产
急迫需求，重点挖掘高油高产
大豆、短生育期油菜、耐密宜
机收玉米、耐盐碱作物等优异
种质。搭建一批精准鉴定和基
因资源挖掘平台，加快信息化
建设，实现精准鉴定和共享利
用同步推进，促进资源优势不
断向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转化。

创新攻关引领新品
种新技术突破

在种子大会上，创新育种
成果成为关注焦点。像韭菜一
样割一茬长一茬，一次播种多
次收获……云南大学农学院院
长胡凤益介绍了多年生稻研究
应用的最新进展。

种业振兴行动实施以来，
各方加快推进创新攻关，培育
出多个突破性新品种。我国自
主培育的三个白羽肉鸡品种打
破种源依赖国外的局面，市场
占有率超过 15%；由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主
导培育的“华西牛”，成为我国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
新品种……

把饭碗端得更稳，业界期
待更多新突破。与会专家指
出，我国在部分品种核心种源
领域还有一定的差距。 2022
年，我国全面启动十大主要粮
食和畜禽育种攻关，促进大
豆、生猪等重要农产品突破性
品种选育和示范推广。

育出更多好种子，必须加
快育种技术创新。2021年，中
国农业大学教授赖锦盛团队研
发的 Cas12i、Cas12j 获得专利
授权，我国在基因编辑核心工
具领域实现新突破。“相关技术
已被运用到水稻、玉米、大豆
等作物，以及猪、牛、羊等动

物育种科研中。”赖锦盛说。
每次农业科技重大突破，

都带来生产力的重大变革。今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加快玉
米大豆生物育种产业化步伐。

中国工程院院士万建民指
出，我国生物育种的原创基础
研究、前沿育种技术、重大新
品种创制能力仍然存在短板。

“必须把握机遇推进生物育种产
业化，实现种业科技高水平自
立自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支撑农业强国建设。”

扶优企业厚植“市
场沃土”

“扶企业就是扶种业，企
业振兴就是种业振兴”成为业
内共识。

“在种业振兴五大行动
里，企业扶优就是要让企业做
大做强。”中国种子协会副会长
马淑萍说。据了解，农业农村
部从 3 万余家农作物、畜禽、
水产种业企业中遴选出 270 家
优势企业，对外公布名单并给
予政策扶持，进而构建“破难
题、补短板、强优势”国家种
业企业阵型。

企业发展依靠良好的市场
环境。近年来农业农村部、最
高人民法院出台指导文件，部
署推进种业知识产权保护专项
整治。农业农村部持续开展种
业监管执法年活动，推出了品

种DNA指纹公共平台和首批打
假护权种子检验机构，撤销了
国审品种 233个和登记品种 829
个。最高人民法院 2021年出台
最新司法解释，2022年印发涉
种刑事审判指导意见，连续三
年发布种业知识产权司法保护
典型案例，向业界传递了强烈
信号。

一知农业咨询 （北京） 有
限公司有关负责人坦言，过去
公司代理的小麦、蔬菜等品种
权纠纷案件时有发生。种业知
识产权保护体系逐渐完善，侵
权、“套包”情况大幅减少，行
业对侵权维权的认识也明显提
升。

与会专家指出，当前种业
规模企业仍然较少，市场集中
度不高。此外，创新资源仍一
定程度集中在高校和科研单位。

“现在最缺的是企业里的
科学家，缺懂技术、懂市场的
人才。”隆平生物技术 （海南）
有限公司总经理吕玉平认为，
创新成果只有真正产业化，才
能发挥最大效益。

针对知识产权保护，中国
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
员李菊丹认为，新修改的种子
法将提升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植
物品种的商业价值，但如何更
好地通过专利制度为种业发展
提供法律保护，仍需持续探
索。

（新华社三亚4月3日电）

创新攻关 企业扶优 市场净化

农业现代化，种子
是基础。在海南三亚举
行的 2023 中国种子大会
暨南繁硅谷论坛上，围
绕 种 质 资 源 保 护 利 用 、
创新攻关补短板、企业
扶 优 和 市 场 净 化 等 焦
点，与会嘉宾提出诸多
种业振兴新建议。

新华社天津4月3日电 北京时间
4月5日9时13分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
唯一兼具“节气”和“节日”两种

“身份”的清明。“忽见家家插杨柳，
始知今日是清明”，此时节，柳色青
青，柳条长长，柳烟淡淡，正所谓

“春事到清明，十分花柳”。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教授、中

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国节日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萧放介绍，自古以来柳枝就
被视为驱邪避祟的象征。清明祭祖、
扫墓，俗信认为会有邪祟出现，为防
邪气侵扰，办法就是插柳于户，戴柳于
首，而此时节也正值“柳色青青柳叶
齐”之时，到处是“阳春三月柳色新”
的景象，因此，清明又称“柳节”，民

间有折柳、戴柳、插柳、射柳等习
俗，其中流行最广的就是插柳和戴柳。

南北朝时期就有了关于插柳习俗
的文献记载，但当时的插柳活动并非
在清明期间。这种情况在唐宋时有所
变化，清明已成为全国性的祭祀节
日，插柳也渐成清明的特别节俗。出
城扫墓或踏青的人无不带柳回家，

“插于门上”，说可以“明眼”驱邪。
柳为春季应时嘉木，得春气之先，它
是生命力量的象征，古人墓地一般都
种植柳树。由于扫墓折柳的人太多，
宋人有诗劝告“莫把青青都折尽，明
朝更有出城人”。

清明戴柳的习俗也由来已久，有
将柳枝编成柳圈戴在头上者，也有将

柳枝结成花朵插在鬓上者，还有直接
将柳条插于头上者。戴柳既是孝心的
展示，也是生命力量的祈求。

萧放表示，清明插柳、戴柳在我
国大部分地区都是为了驱疫辟邪之
用，但在一些地区还有纪年华、惜红
颜的含义，民间有“清明不戴柳，红
颜变皓首”之说。青柳留春，意味着
在春季将逝的时节，用青青的柳条象
征着对青春、生命的挽留。

又是一年清明时，杨柳依依道春
意。“最美人间四月天，气清景明，
春光明媚，大家不妨走到户外，折一
根柳条插在门前，或编一个柳圈戴在
头上，在感受清明风俗的同时，尽享
温暖春光和旖旎春色。”萧放说。

新华社北京 4 月 3
日电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
公室副主任曹淑敏 3 日
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
布会上介绍，我国数字
社会建设推动优质服务
资源共享。国家教育数
字 化 战 略 行 动 全 面 实
施，国家智慧教育公共
服 务 平 台 正 式 上 线 启
动，建成世界第一大教
育教学资源库。数字健
康加速发展，全国远程
医疗服务超过 2670万人
次。智慧城市和数字乡
村建设取得积极成效。

曹淑敏表示，2022
年，数字中国建设取得
新的重要进展。数字基
础设施实现“市市通千
兆、县县通 5G、村村通
宽带”，截至 2022 年底
累计建设开通 5G 基站
231 万个，千兆光网具
备覆盖超过 5 亿户家庭
的能力。数字产业规模
稳步增长，2022年电子
信息制造业营业收入达
到 15.4 万亿元，软件业
务收入首次超过 10万亿
元，达到10.8万亿元。

记者从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第六届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将于 4 月 27
日至 28日在福建省福州
市举办。峰会以“加快
数字中国建设，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为主题，
由国家网信办、国家发
展改革委、科技部、工
信部、国务院国资委、

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

本届峰会设置“1+
3+N”系列活动，包括
开幕式、主论坛、分论
坛，数字中国建设成果
展、数字产品博览会、
数字中国创新大赛，以
及云生态大会、工业互
联网生态大会、人工智
能生态大会、“闽江夜
话”和“有福之州·对
话未来”、数字经济重大
项目签约等系列特色活
动。

“数字中国建设峰
会已连续五届在福建省
福州市成功举办。”中共
福建省委常委、福建省
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郭
宁 宁 在 新 闻 发 布 会 上
说，五年来，有关部委
机构累计发布近百份国
家级重大政策和重要报
告 ； 近 1500 家 单 位 参
展，一大批数字新技术
新产品在峰会首发，首
展率超过 50%；开展了
上百场对接洽谈活动，
近 2000个数字经济项目
签约落地、总投资金额
超过1.3万亿元。

郭宁宁说，数字中
国建设峰会是汇聚全球
力量助推数字中国建设
的 合 作 平 台 、 交 流 平
台，也是汇聚共享开放
的平台。本届峰会将继
续通过多种方式提升各
方面的参与度，让峰会
成果惠及更多群体。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公安部 3 日
在京召开新闻发布会，集中发布百项公共
安全行业标准，包括和人民群众日常生活
工作息息相关的道路交通管理标准、为侦
查诉讼提供技术支撑的法庭科学标准、针
对居民住宅防盗安全的安防产品标准、深
度嵌入公安业务的公安视频图像技术和移
动警务技术系列标准等。

截至目前，公安部已建立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 9个，委员近 1400人，共发布标准
2599项。其中，国家标准 181项、行业标
准 2418项；强制性标准 598项，推荐性标
准 2001项，初步构建起覆盖公安业务各领
域、较为完整的公共安全行业标准体系。
公安部还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主持
起草国际标准12项。

“这些标准的发布，将进一步提升
公安标准在促进法律法规落地、支撑公
安执法办案和业务管理、提升产品质量
效益、助推公安科技创新应用等方面的
作用效能。”公安部科技信息化局局长厉
剑说。

许多新标准与群众日常生活息息相
关。其中，《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
盔》国家标准，首次将电动自行车乘员头
盔类型和技术要求纳入标准，填补了标准
空白。《防盗安全门通用技术条件》 修订
更新了多方面标准，包括促进新技术在防
盗安全门上的融合应用等。市场监管总局
标准技术司副司长魏宏表示，下一步将引
导生产企业尽快生产符合新修订国家标准
的安全头盔和防盗门产品，加强这两类产
品的质量监管，保障广大群众生命财产安
全。

发布标准中有 84项为全国刑事技术标
委会归口标准，涉及毒物毒品、微量物
证、视频图像、法医、DNA、指纹、痕
迹、文件检验等专业领域，注重满足实战
需求、标准体系建设、创新成果运用。公
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童碧山说：“这些
标准的发布将进一步提升法庭科学领域的
专业化、规范化、现代化建设水平，为开
创新时代法庭科学标准化工作新局面提供
更加有力的标准支撑。”

此次发布的《少年儿童道路交通安全
文明教育指南》 这项标准，已于去年 6月
1日正式实施，明确了少年儿童不同年龄
段在安全步行、骑行、乘坐交通工具时应
特别关注的安全点。“该标准的实施，有
助于带动社会各界进一步做好少年儿童交
通安全教育工作。”公安部交管局副局长
石勇表示，下一步，将会同教育行政部门
共同做好少年儿童交通安全文明教育，提
升少年儿童“知危险、会避险”交通安全
素质和风险防范能力。

4 月 3 日，陆海新通道跨
境铁公联运班列 （重庆—瑞
丽—缅甸） 首发班列在重庆
江津小南垭铁路物流中心发

车 （无人机照片）。
当日，一列陆海新通道

跨境铁公联运班列从重庆市
江津区小南垭站发出，这是

我国开通经云南瑞丽口岸出
口的陆海新通道中缅跨境铁
公联运班列新线路。

（新华社发）

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正式启动

公安部发布百项
公共安全行业标准

4月5日9时13分将迎来二十四节气中的清明

“忽见家家插杨柳，始知今日是清明”

新华社北京4月3日电 国家
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创新和高技术
发展司负责人孙伟 3日在国新办
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将从加
强政策制度建设、适度超前部署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大力推动数
字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深化产业
数字化转型、持续提升数字公共
服务水平、不断深化数字经济国
际合作六方面发力，不断做强做
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近年来，我们深入贯彻党
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各地各
部门持续推进数字经济发展，我
国数字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孙伟说，数字基础设施实
现跨越式发展，数字产业创新能
力加快提升，数字技术与实体经
济融合提档加速，公共服务数字
化深入推进，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行稳致远，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
领支撑作用日益凸显。

他表示，今年将从六方面发
力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
济。其中，加强政策制度建设方
面，将加快构建“1+N”数据要
素基础制度体系，推动有条件的
地方和行业开展数据要素流通使
用先行先试，统筹构建多层次、
多元化和场内场外相结合的数据
要素市场体系。

同时，加快深化产业数字化
转型，强化各领域、各行业全方
位、全链条数字化政策改造引
领，提升“上云用数赋智”水
平，提升新一代信息技术与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龙头企
业、第三方服务企业带动中小企
业加快转型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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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23中国种子大会透视种业振兴新进展

建成世界第一大
教育教学资源库

首次纳入电动自行车
乘员头盔类型和技术要求

首班陆海新通道跨境铁公联运班列（重庆—瑞丽—缅甸）成功开行

新班列 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