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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十三届全国人大
常委会第十一次委员长会议 17 日下午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举行，栗战书委员长主持。会议决
定，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 8月 27
日至31日在北京举行。

委员长会议建议，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第五次会议审议电子商务法草案、土壤污
染防治法草案、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
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
委员长会议关于提请审议民法典各分编草案
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耕地占用
税法草案的议案、车辆购置税法草案的议

案等。
委员长会议建议的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

关于提请审议批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巴巴多
斯引渡条约》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今年以
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的报告、
关于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关于推动
城乡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提高农村义务教育水
平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
检查组关于检查传染病防治法实施情况的报
告；审议关于在部分地区和部分在京中央机关
暂时调整适用公务员法有关规定情况的中期报
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
免案。

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杨
振武就常委会第五次会议议程草案、日程安排
意见等作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
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
委员会负责人就常委会第五次会议有关议题作
了汇报。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曹建明、张
春贤、沈跃跃、吉炳轩、艾力更·依明巴海、万鄂
湘、陈竺、王东明、白玛赤林、丁仲礼、郝明金、蔡
达峰、武维华出席会议。

新华社北京 8月 17 日电 （记者白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栗战书 17 日在人民
大会堂会见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桑吉拉尼。

栗战书说，中巴友好坚如磐石、历久弥新，
始终得到两国人民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近
年来，双方积极落实习近平主席2015年访问巴

基斯坦时两国领导人达成的共识，各领域合作
取得长足进展。中巴关系应当成为睦邻友好的
典范、地区和平稳定的支柱、“一带一路”国际合
作的标杆。中国全国人大重视加强与巴参议院
的交流合作，愿共同努力，始终做中巴友好的坚
定捍卫者和积极推动者，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
桑吉拉尼说，巴中友谊是巴基斯坦外交政

策的基石。在新的形势下，巴方愿与中国继续
加强各领域合作，共同应对双方面临的各种
挑战。

吉炳轩参加会见。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十三届全国政协
第八次双周协商座谈会17日在京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汪洋主持会议并
讲话。他强调，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
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是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支撑。要发挥党管农村工
作的制度优势，以问题为导向久久为功地做工
作，培养造就更多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干
部和人才，壮大工作队伍。政协委员要认真学
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
述，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持续关注和研究

“三农”领域的重大问题，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贡献智慧和力量。

13名委员和2名基层“三农”干部代表围绕
健全党管农村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加大政策
激励力度、创新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加强教育培
训、补齐农村发展短板等提出意见建议。大家

认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三农”工作队伍
建设，出台了一系列务实管用的政策措施，各地
结合实际进行了积极探索，有效提高了农村对
各类人才的吸引力。但农村基层干部和各类人
才数量不足、结构不优、素质不高等状况没有根
本扭转，“三农”工作队伍建设依然是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的一块“短板”。

一些委员建议进一步发挥我国政治优势和
制度优势，健全农村工作领导体制，强化部门之
间的协调配合，合力推动乡村干部培养和人才
振兴。加强“三农”工作干部队伍的培养、配备、
管理、使用，选优配强村党组织带头人，为业绩
突出的基层干部提供更多便捷的上升通道。要
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藩篱，通过建机制、搭平
台、强优惠、给荣誉，鼓励大学生、复员军人回乡
创业，鼓励公职人员回乡任职，改变人才由农村
向城市的单向流动。要统筹制定“三农”工作队
伍教育培训规划，整合干部教育培训机构、农业

院校、科研院所、实训基地等培训资源，积极推
行网络远程培训，提高基层干部素质，培养大批
新型职业农民。要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农村作
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把乡村干部培养和人才
振兴与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组织振兴、生态振
兴统筹谋划，从根本上增强农业农村发展能力，
真正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让农民成为有
吸引力的职业，让农村成为安居乐业的美丽
家园。

全国政协副主席杨传堂作主题发言。全国
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夏宝龙出席会议。全国政
协副主席郑建邦，全国政协委员陈晓华、范国
强、江泽林、吴晶、段青英、陈雷、薛延忠、莫荣、
李云才、苏华、张志勇、常信民、李成贵，基层“三
农”干部代表蔡松涛、王传喜在会上发言。中央
组织部负责人介绍了有关情况，中央农村工作
领导小组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负责人作了协商交流。

新华社北京 8 月 17 日电 （记 者 王 卓

伦）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17日在京与巴基斯坦
参议院主席桑吉拉尼举行会谈。

汪洋说，中巴山水相连、唇齿相依。无论
国际环境和各自国内局势如何变化，中方都将
是巴基斯坦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
弟。中方愿与巴方一道，认真落实习近平主席

与巴方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保持两国高层
密切交往的传统，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
关切上坚定地相互支持，扩大安全、经贸、人
文等领域的合作，加快“一带一路”框架下中
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
关系注入新的内涵。中国全国政协愿与巴基斯
坦参议院加强交流合作，开展治国理政经验交

流，共同为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发挥积极
作用。

桑吉拉尼表示，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取得丰
硕成果，惠及巴全体人民。巴方愿同中方一道
继续为巩固中巴友谊、助推双边关系发展作出
努力。

夏宝龙参加会谈。

栗战书主持召开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委员长会议
决定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8月27日至31日举行

栗 战 书 会 见 巴 基 斯 坦 参 议 院 主 席 桑 吉 拉 尼

全 国 政 协 召 开 双 周 协 商 座 谈 会
围绕培养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建言资政

汪洋主持

汪洋与巴基斯坦参议院主席桑吉拉尼举行会谈

盛夏时节，一场大雨过后，西安交通大学的上千棵梧桐
树更显挺拔葱郁。这些在交大西迁时遍植校园的幼株，早
已茁壮参天。

84岁的老教授胡奈赛爱在梧桐树下散步。她说，望着
它们，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62年前，6000多名交
大人从黄浦江畔出发，一路向西，开启了一场“大树”西迁历
程，在一片荒凉中白手起家、艰苦创业，用青春年华谱写出
爱国奉献的壮美篇章。

“大树”西迁：为祖国义无反顾

“向科学进军，建设大西北！”
陈瀚至今依然清晰记得交通大学主体西迁时，师生们

喊出的豪迈口号。
1956年夏天，一列列“交大支援大西北专列”告别繁华

的上海滩，载着26岁的年轻教师陈瀚和他的同事、学生，驶
向遥远的西安。《歌唱祖国》的嘹亮歌声唱出心中的豪迈，飘
出窗外。

党中央、国务院从国内外形势和新中国高等教育战略
布局等方面考量，决定交通大学迁往西安。数以千计的交
大人，迎来人生重大转折。

当时西安与上海生活条件存在很大差距。陈瀚回忆初
迁情景，校外是麦田，校内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道路
不平、电灯不明、电话不灵、用水紧张，只有一条公交线路通
向西安城……

然而，这棵“大树”天赋异禀。1956年 9月 10日，西安
交通大学举行了热烈的开学典礼，学校没有因为迁校而晚
开一天学、迟上一门课、少做一个实验。

“党让我们去哪里，我们背上行囊就去哪里！”西安交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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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党委书记潘季说，为建设祖国出一份
力，是当时所有师生的至高理想。

从上海到西安的路千山万水，交大
人走得义无反顾。

迁校时，“中国电机之父”、钱学森的
老师钟兆琳先生已年过半百，夫人卧病
在床。他婉拒了周恩来总理的关怀，安
顿好妻女，孤身一人赴陕。他常说，支援
西北是每个教师的责任，不把西北建设
起来，中国就没有真正的繁荣昌盛。

“大树”扎根：哪里有事
业，哪里就是家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西安交大人
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开启了学校第二个
甲子的征程。

随校西迁的化学教师庞瑶华回忆，
起初实验室里什么都没有，连试管这种
最基本的器材都买不到，只能靠自己动
手制作。

“学习环境很艰苦，冬天零下十几摄
氏度没有暖气，很多南方同学也不习惯
北方饮食。但学风很好，每天早上 8 点
上课，大家从不迟到。”84岁的交大西迁
老教授李怀祖回忆。

迁校初期，一批交大教师围绕国家
需求攻坚克难，开拓了计算机、原子能、
工程力学、应用数学等尖端的新专业，科
研方面异军突起。在1965年举办的全国
高教部直属高校科研成果展览会上，西
安交大周惠久院士创立的“多次冲击抗
力理论”被列为五项重大科研成果之一。

“哪里有事业，哪里就是家。”交大西
迁人扎根西部，将毕生年华献给了祖国
的科教事业——

1992 年就已退休的陈瀚，2011 年
81岁高龄时仍坚守于讲台。他说，自己
最自豪的是教过的学生超过了“孔夫子
的弟子三千”。

西迁教授俞茂宏，甘坐冷板凳 50
年，提出了双剪统一强度理论，破解了基
础力学理论领域的世界性难题，使中国

人创立的理论第一次写入了材料力学和
工程力学教科书。至今，他仍然笔耕不
辍。

作为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专
家库的成员之一，84岁的胡奈赛现在仍
经常参与教学讨论，为学校发展建言献
策。

“大树”常青：初心永记
薪火传承

物换星移，沧海桑田。当年西迁而
来的师生大多已是耄耋老人，有的已不
在人世。但“胸怀大局、无私奉献、弘扬
传统、艰苦创业”的西迁精神，为一代代
交大人薪火相传，历久弥新。

师从西迁老教授陈学俊院士的中科
院院士郭烈锦20年磨一剑，自主创新研
发出煤炭超临界水制氢发电技术，有望
从源头上解决导致雾霾的“燃煤之疾”。
郭烈锦说，扎根西部、报效祖国，是陈先
生教给他的宝贵财富。

西迁教师贾斗南的学生、青年教师
田文喜博士毕业后，放弃了核电企业开
出的优厚待遇留在交大任教。“贾老师的
言传身教让我意识到，科研工作者必须
志存高远、胸怀祖国，将个人奋斗融入国
家事业。”

西迁“大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迁校62年来，西安交大创造了29000余
项科研成果，其中 226 项获国家“三大
奖”；培养超过 25 万名毕业生，其中
40％留在西部地区工作，培养出的34位
两院院士中，有近一半留在西部。

西安交大党委书记张迈曾说，作为
新时代西迁精神的新传人，交大人要坚
定不移跟党走，坚持始终做到胸怀大
局、心有大爱，更好地为国家民族勇于
担当。

文/新华社记者 许祖华 陈 晨

姚友明

（新华社西安电）

本报北京8月 17日讯 记者李万

祥报道：2018年中非卫生合作高级别会
议17日在北京召开。据悉，本次会议是
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配套活动之一，
会议将通过《中非卫生合作2018北京倡
议》成果文件，进一步为中非卫生合作凝
聚共识。

目前，非洲是中国提供卫生健康
发展合作项目最为集中的地区。援非
医疗 55 年来，2.1 万名援外医疗队员
先后赴 48 个非洲国家提供医疗卫生援
助。2017 年，有 53 支援外医疗队共
1042 人分布在 52 个受援国家的 107 个
医疗点上提供医疗服务，其中有 996

名队员常驻在 43 个非洲国家提供医疗
援助。

医药贸易是中非卫生合作的亮点，
2017 年双边贸易额已达 24.32 亿美元。
近年来，中国制药企业已在埃塞俄比
亚、苏丹等多个非洲国家建厂或设立销
售点，赴非开展药品本地化生产步伐
加快。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崔丽表
示，中非卫生合作务实，充分体现了中非

“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兄弟情谊”。
中非可以在提高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建
设有应变力的公共卫生体系等方面开展
卫生合作。

中非卫生合作高级别会议在京召开

8 月 17 日，选手在钳工技

能实操比赛中。

当日，第六届全国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决赛在江苏南京开

幕。本届大赛设置钳工、焊工、

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数控机

床装调维修工、网络与信息安

全管理员、砌筑工等六个决赛

工种。从8月17日开始到9月

下旬，各工种决赛将分别在南

京、沈阳、宝鸡、郑州陆续展开。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全国职工职业技能
大 赛 决 赛 开 幕

本报北京8月 17日讯 记者沈慧

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获悉：2018
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安排中央财政资
金资助计划 256 亿元，比 2017 年的 248
亿元增加 3.23%。截至 2018 年 8 月 14
日，共接收依托单位提交的各类项目申
请 219306 项，评审资助 42150 项，直接
费用2091307.35万元，已完成全年资助
计划的79.08％。

按项目类型来看，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地区科学基金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重
点项目等增幅超10％。教育部、中国科
学院、工交农医国防以及地方省市自治

区等所属依托单位的申请量较 2017 年
同期均有不同程度增加。

据了解，科学基金重点支持前沿领
域重大科学问题研究，优先支持与突破
战略性关键核心技术相关的基础科学研
究，加强源头部署。本年度，科学基金
资助重大项目 38 个，平均资助强度由
1700 万 元/项 提 高 至 2000 万 元/项 。
2018 年，基金委确立新时代科学基金
资助导向，探索建立以“讲信誉+负责
任+计贡献”为核心的分类评审机制，
进一步优化符合知识体系内在逻辑和结
构的学科布局，不断提升科学基金资助
效益。

自然科学基金委已完成全年资助计划近八成
重点支持前沿领域重大科学问题研究

新华社北京8月17日电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8月17日致电伊姆兰·汗，祝贺他当选巴基斯坦
伊斯兰共和国总理。

李克强在贺电中表示，中巴是全天候战略

合作伙伴，两国关系历经时间和国际风云变幻的
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近年来，中巴政治
互信更加深厚，“一带一路”合作卓有成效，中巴经
济走廊建设成果丰硕，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实

实在在的利益。我赞赏你坚定发展中巴关系的积
极表态，愿同你建立良好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
谊，共同传承中巴传统友好，深化两国各领域互
利合作，为打造中巴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

李克强向巴基斯坦新任总理伊姆兰·汗致贺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