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9月18日讯 经过
书面申报、材料审核、专家评
审等环节，近日，省知识产权
局评出了10个2017年度省知
识产权强县建设单位， 其中
一类地区3家，二类地区6家，
三类地区1家,分别为:长沙
市芙蓉区、望城区，株洲市天
元区; 湘潭县、 益阳市赫山
区、湘阴县、耒阳市、澧县、洪
江市;张家界市永定区。

据介绍， 强县建设每3年
复核一次，不能达标的县(市、
区)退出知识产权建设强县名
单，空缺名额于下一年度另行
组织申报和审定。

■记者 李琪 通讯员 周闯

10县（市、区）入选
知识产权建设强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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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

本报9月18日讯 2017年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
席会议将于9月24日至25日在
长沙召开，除香港、澳门特别行
政区和内地9省区政府派出代
表团外，本次会议还特邀了国家
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商务
部、海关总署、质检总局等部门
和单位参加。今天上午，省政府
举行新闻发布会，副省长何报翔
出席并介绍会议相关情况。

何报翔介绍，2017年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
议将延续“合作发展、 共创未
来”主题，深入贯彻创新、协调、
绿色、开放、共享发展理念，认
真落实《国务院关于深化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的指导意见》和
《泛珠三角区域深化合作共同
宣言（2015年—2025年）》，在
“一带一路” 建设深入推进、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即将启动大背
景下，以更深入的合作，共谋未
来的发展。

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
长联席会议是经国务院批准，
2004年，由福建、江西、湖南、广
东、广西、海南、四川、贵州、云南
等九省区和香港、澳门特别行政
区（简称“9+2”各方）共同推动
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区域性合作
交流平台。泛珠三角区域拥有全
国约五分之一的国土面积、三分
之一的人口和三分之一以上的
经济总量，在服务全国发展大局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行政首长联
席会议是泛珠区域合作发展的

重要工作机制。
何报翔介绍，2017年行政

首长联席会议将讨论四个议
题，一是打通出海出边大通道，
促进泛珠区域互联互通； 二是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 进一步发
挥对泛珠区域的辐射带动作
用；三是深化科技创新合作，促
进产业融合发展， 提高泛珠区
域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和水
平； 四是共抓流域海域环境大
保护。

会期期间将安排六项主要
活动，分别是：举行泛珠三角区
域政府秘书长联席会议， 通报
会期主要活动安排；湖南省委、
省政府主要领导集体会见各方
代表团副省级以上来宾， 畅谈
合作发展； 通报2016年以来泛
珠三角区域合作有关工作进展
情况， 审议泛珠秘书处工作报
告，议定年度重点工作任务；泛
珠各方将与国家发展改革委、
中国铁路总公司、 国家开发银
行共同协商建设泛珠区域高铁
经济带、 设立泛珠合作基金等
事项。各省区将根据实际，相互
之间开展会晤对接， 协商推进
重大合作事项。

此外， 根据各方反馈的情
况， 会期将举办近20场高层会
晤活动，湖南将与香港、澳门、
广东、江西、海南等省区举行高
层会晤；会后，筹委会将根据各
省区意向， 针对性地组织考察
交流活动。

■记者 刘璋景

本报9月18日讯 金秋九
月，稻菽飘香。为充分发挥良种
对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的关键作用，加快新一轮农作物
品种的更新换代， 今天上午，
2017年国家水稻新品种与新技
术展示现场观摩会 (简称“双新
会”)在长沙浏阳市举行。中国工
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
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水稻方面
的专家、学者，企业、科研院所负
责人等500余人出席了开幕式。

588个优良水稻品种亮相

在浏阳市北盛镇环园村展示
基地，来自全国10个省市89家科
研单位和种子企业的588个优良
水稻品种逐一亮相。 整个示范现
场分为6个展区，各展区以参展单
位为单元，以彩叶稻作间隔，将不

同熟期品种分类后统一播种、统
一移栽、个性管理，真实呈现出品
种的典型特性。与此同时，展示基
地还示范了印刷播种、超级稻“三
定”栽培等轻简高效栽培新技术。
田间每个品种均插上信息标示
牌，犹如一个水稻新品种“超市”。

科技兴农、良种先行。“双新
会”展示基地荟萃了长江中下游
地区一大批优良水稻品种和最
新种业科研成果，是湖南发展高
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水稻
产业的缩影。

湖南杂交水稻种子
产销全国居首

据专家介绍，今年再次选择
在湖南召开“双新会”，主要是近
年来湖南现代农业和现代种业
发展成效显著，势头强劲。

湖南是农作物种业大省，作
为杂交水稻的发源地，目前全省
拥有6个国家级种业重点科研机
构，以“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
士领衔的科研育种人员3900余
名，最新培育的隆两优、晶两优
系列品种优势明显，第五期超级
稻攻关项目取得重大突破。今年
国家审定的165个水稻品种中，
湖南仅隆平高科一家企业就占
61个。目前，湖南年产良种8000
万公斤，已成为全国杂交水稻种
子产销第一大省。

在国家推进农业供给侧改
革的新形势下，湖南农业努力调
结构、转方式，水稻种植由注重
数量向追求质量转变，高档优质
稻种植面积快速增长，2017年可
望达到1000万亩， 比上年增加
30%左右。
■记者 吴虹漫 通讯员 周胜蓝

2017年泛珠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议9月24日至25日在长沙举行

打通出海出边大通道，促互联互通

9月16日，株洲炎陵果农刘
树林将刚刚采摘的一批黄桃
打包送到长沙，守候在高铁站
的广东水果批发商以比田间
收购价每公斤高出近1.5元的
价格拿下这批水果，运到广州
以后，新鲜的黄桃每公斤可以
卖到23元。

截止到目前， 湖南与泛珠
三角区域内的许多城市实现了
高铁互通， 行程都在4小时以
内。 正是瞄准了高铁带来的商
机， 在即将召开的2017年泛珠
三角区域合作行政首长联席会
议上， 湖南省政府提出了共建
泛珠高铁经济带的倡议， 很快

受到各方代表的积极响应。
省发改委党组书记、 主任

胡伟林认为， 当前建设泛珠区
域高铁经济带， 已经具有了良
好的基础和条件。

首先要加强统筹协调，开展
高铁经济带研究，推动编制高铁
经济带发展规划；其实，加强基
础建设，加快推动已规划铁路项
目开工建设，共同谋划储备一批
高铁建设项目， 打造功能齐全、
配套优良的立体综合交通枢纽；
另外，要深化区域协作，推动建
立部省协同推进机制，共同将泛
珠三角区域打造成为全国高铁
经济带合作示范典型。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是继
“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
展”、“长江经济带”之后的又一
举国战略。 香港是湖南第一大
外资来源地、 第一大出口市场
和湘企“走出去” 的重要集聚
地； 澳门是湖南重要的劳务输
出和农产品出口目的地、 与葡
语国家经贸合作的重要平台；
广东是湖南吸引国内投资数额
最大的省份， 是湖南重要劳务
输出基地、休闲旅游基地、农副

产品供应地和承接产业转移
地， 湖南如何通过泛珠合作平
台与三地实现积极对接？

省发改委副主任周震虹认
为，在国家规划框架下，湖南要
通过泛珠合作平台， 在产业发
展、基础设施、科技创新、金融
服务、 口岸通关等方面进一步
深化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合作，
促进要素流通，优化产品供给，
推动协同发展， 着力打造粤港
澳大湾区内陆经济腹地。

打造泛珠高铁经济带

湖南如何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588个优良水稻品种亮相“双新会”
全省今年高档优质稻种植面积可望达1000万亩

湖南2017年度职称评审
外语和计算机水平不再是“必备”

本报9月18日讯 今日下
午， 省人社厅发布《关于做好
2017年度职称评审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就做好2017
年度职称评审工作有关事项进
行通知，《通知》 明确了外语、计
算机、继续教育和论文等要求。

自2017年起，申报参评中级
及以下职称的，外语和计算机水
平不作要求， 用人单位聘任时，
可根据岗位特点再作规定。申报
参评高级职称的，外语和计算机
水平不作统一要求，不作为必备
条件，由各评审机构自主赋予一
定评价权重或作量化加分。对在
艰苦边远地区和基层一线工作
的专业技术人才以及对外语、计

算机水平要求不高的系列(专业)
和岗位，相应评审机构在10月中
旬前报省人社厅备案后予以公
布，不作职称外语和计算机应用
能力要求。

《通知》要求，各评审机构在
评审时要对论文、科研成果和发
明专利从重数量向重质量转变，
可实行权重设置或加分上限设
定。技工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
班、预备技师(技师)班毕业生可
分别按中专、大专、本科学历人员
同等参评职称 (国家另有规定的
除外)。完善系列(专业)正高层级
职称设置，目前未设置正高级职
称的系列(专业)均可设置到正高
级。 ■记者 王智芳

9月18日，双峰县印塘乡吴湾村，建强牛场的员工在田间收集稻草。去年开始，该牛场与当地的种粮大户开展
互助合作。牛场免费提供牛粪肥料，种粮大户将稻草提供给牛场作为饲料，实现了双赢。 李建新 王斌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