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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高企业环保守法意识，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震慑，聊城市生
态环境局对查办的环境违法典型案件进行通报曝光。

案例一，山东云信铝业科技有限公司：2024年3月5日，现场检查
发现该企业超总量排污，聊城市生态环境局茌平区分局已依法立案，
并责令整改。

案例二，高唐县金磊道路运输有限公司、高唐县老崔电瓶电器维
修中心：2024年3月11日，现场检查发现，高唐县老崔电瓶电器维修
中心为高唐县金磊道路运输有限公司所有的一辆重型特殊结构货车
（车牌号鲁PQ3723）安装了OBD解码器，破坏机动车车载排放诊断
系统。聊城市生态环境局高唐县分局已分别依法立案，并责令整改。

案例三，莘县坤智木材加工厂：2024年3月13日，现场检查发现
该企业正在生产，废气治理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未开启运行。聊城
市生态环境局莘县分局已责令整改，并处罚款2.5625万元。

下一步，生态环境监管部门将持续强化生态环境执法监管，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各单位要加强车辆管理，严禁擅自改装车辆污染控
制装置，切实履行主体责任，确保污染治理设施正常运行，污染物达
标排放，不断提高环保意识。

生态环境行政处罚典型案例

■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2023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达到 14.14%，比 2022 年的 12.93%提高
了1.21个百分点。

中国科协16日发布的第十三次中国
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公
民科学素质呈现提速增长趋势。

如今，网民热议“中国天眼”“爱达·
魔都号”等大国重器的新进展；偏远村小
里，山里娃也飞上了无人机、学起了编
程……

科学素质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是指崇尚科学精神，树立科学思
想，掌握基本科学方法，了解必要科技知
识，并具有应用其分析判断事物和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达 14.14%意味着
啥？

要知道，我国人口规模大，公民科学
素质水平基础弱、底子薄，2010年这个数
字仅为3.27%。经过十年努力，2020年达

到10.56%，而超过10%是创新型国家人力
资源所普遍具备的重要特征。

每一个百分点的提升都来之不易。
“按照国际通行的测评标准，仅有少数发
达国家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超过 20%。
2023年我国达到14.14%，实现了从较低水
平到中等水平的巨大跨越，为迈向创新型
国家前列夯实了科技人力资源基础。”调
查牵头单位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介
绍。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情况
有多大改善？

一是地区不平衡情况得到改善。东、
中、西部地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差距首次
缩小，分别达到16.39%、13.12%和11.51%。

二是女性科学素质持续快速提升。
男性公民和女性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分别达到15.66%和12.53%，性别差距比
上年缩小0.66个百分点。

三是城乡不平衡情况进一步缓解。
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分别达到17.25%和9.16%，农村居民科
学素质增速高于城镇。

这些变化表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总
体水平持续快速提升的同时，结构也在逐
步优化。从数量上看，越来越多的公民关
注科学、学习科学，参与科技创新活动；从
质量上看，科学素质建设逐渐从科学知识
掌握向更深层次的科学思维养成、科学方
法运用和科学精神弘扬转变。

实现量质齐升，我们如何厚植科学土
壤？

近年来，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年）》等纲领性文件指导
下，31个省份出台科学素质纲要“十四五”
实施方案，推进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深入实
施。

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我国教育
普及水平实现历史性跨越；促进科普公平
普惠，现代科技馆体系实现科普服务城镇
到农村全覆盖；壮大科普人才队伍，各地
试点开展科普职称评审……一系列务实
举措加快落地，有力提升我国公民科学素
质水平。

从航天员接力太空授课、一批大科学
装置和创新基地开放参观，到“研学游”热

度攀升、知识类视频和科普“网红”受到网
民欢迎，再到基层社区用相声小品科普生
活百科、科技工作者深入田间地头传授农
技知识……

科普正以更加多元的形式广泛融入
我们的生产生活，崇尚科学、尊重创新的
社会氛围越发浓厚。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公民科
学素质总体水平仍不高，与世界主要发达
国家大体20%至30%的公民科学素质水平
有一定差距。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
的两翼。广泛动员高校院所、企业等各方
力量积极参与，为有意愿有能力做科普的
科技工作者搭建平台，形成全社会共同支
持、参与科学素质建设的良好氛围，是全
社会共同的责任。

2025年，我国要实现“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超过 15%”，我们距离这个目
标已经越来越近。让公民科学素质提升，
促进创造智慧和创新热情涌流，中国正在
加速跑。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14.14%！

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新增长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宋晨）记者16日从国家知识产
权局获悉，2023年，我国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39.6%，较上年提高2.9
个百分点，连续五年稳步提高。

根据国家知识产权局近日发布的《2023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
2023年，作为创新的主体，我国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为51.3%，较上
年提高3.2个百分点；我国企业产学研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达到
1033.2 万元/件，比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平均收益（829.6 万元）高
24.5%。此外，企业通过产学研合作解决关键技术或核心零部件攻关
问题的比例最高，达56.1%，表明产学研合作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
发挥重要作用，产学研合作创新显著。

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08年，《国家知识产权战略
纲要》颁布实施，中国专利调查应运而生。2023年，专利调查工作进
一步优化了调查内容和组织方式，强化产学研合作创新、海外知识产
权保护、知识产权人才与服务等专题分析。

今年是中国专利调查报告第九年向社会公开发布。该报告不仅
为相关政策决策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同时也成为社会公众了解
我国知识产权事业发展状况的重要窗口，为宣传普及专利制度、增强
全社会创新意识起到积极作用。

我国发明专利
产业化率实现五连升

■ 新华社记者 周慧敏 程潇

法国的美妆、爱尔兰的美食、意大利
的珠宝……正在举行的第四届中国国际
消费品博览会上，来自71个国家和地区的
超4000个品牌参展，呈现了一场全球消费
盛宴。

作为中国首个以消费精品为主题的
国家级展会，消博会为全球企业共享中国
机遇提供了平台。

诞生于法国的全球美妆集团科蒂连
续三次参展消博会。科蒂亚太区执行副
总裁兼中国代理总经理陈立乙表示，消博
会是一个国家级的重要展会，通过消博会
的平台，集团可以展示一些标志性的品牌
和产品，并与合作伙伴和消费者进行直接
的沟通交流。

陈立乙认为，中国消费市场在集团
全球策略版图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

中国市场竞争很强，但也非常活跃。“目前
集团在中国的增长表现不错，未来我们
也充满信心。”她说，通过参加消博会，科
蒂在中国尤其海南的市场不断扩大，2023
年集团海南旅游零售的业绩增长达到
70%，期待借助今年消博会进一步拓展中
国市场。

爱尔兰是本届消博会主宾国，共有29
家企业和官方机构参展。在爱尔兰国家
馆，经过认证的绿色食品受到青睐，观众
排队等待尝鲜。

“这里展出的产品几乎都是经过官方
认证的绿色食品。”爱尔兰食品局驻华代
表处主任苏礼文说，中国消费者越来越关
注可持续发展和食品的生产环境，爱尔兰
产品正好符合中国市场对于绿色产品的
需求。

“每个国家都致力于绿色转型，中国
也不例外。”苏礼文说，因此，对爱尔兰企

业来说，中国市场充满机遇。
意大利企业此次参展主题聚焦珠

宝。在意大利璐索贝雕展台，一位意大利
手工匠人在贝壳上仔细雕琢，吸引着观众
驻足欣赏。公司 CEO 马可·鲁索第三次
参加消博会，他带来了300多件珠宝，包括
首次呈现给中国消费者的新款。

“消博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平台。”他
说，通过参展消博会，他有机会与来自中
国各地的公司建立业务联系。

在他看来，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不仅
因为中国人口众多，而且中国人喜欢“意
大利制造”。“真正重要的是中国有着深厚
的历史和文化，中国人可以理解我们艺术
创作背后的价值。”马可认为，对于他们来
说，这正是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所在。

白俄罗斯皇后食品合资有限责任公
司经理瓦列里·扎戈尔斯基是消博会的

“头回客”。这家公司主要生产各类肉类

罐头，目前面向中国市场出口牛肉罐头。
“我们产品最大的特点就是纯天然，

现在中国消费者越来越重视健康饮食，这
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机遇，我们的产品在
中国市场肯定大有可为。”他说，希望可以
借消博会了解海南市场，找到潜在的合作
客户。

中国市场之广、经济活力之强，无不
令瓦列里向往。“消博会是一场非常精彩
的盛会，为我们提供了与中国客商交流的
极佳平台。毫无疑问，中国对我们来说绝
对是最重要的市场之一，我们很骄傲产品
进入了中国市场！”他说。

以“共享开放机遇、共创美好生活”为
主题的第四届消博会于4月13日至18日
在海南举行，本届消博会室内展览面积
12.8 万平方米，叠加海域展览，面积为历
届之最。

新华社海口4月16日电

消博会让全球企业共享中国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 樊曦）春日里，西南山区。西

渝高铁龙潭水库特大桥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中，中铁十五局建设者
将混凝土浇筑入模，进行大桥连续梁施工。未来，时速350公里的列
车将从这里飞驰而过，联通华中与西南地区。

今年以来，各地铁路项目建设持续推进，取得新进展。记者从中
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一季度，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
资1248亿元，同比增长9.9%，实现全年良好开局。

一季度，沪渝蓉沿江高铁合肥至武汉段、漳州至汕头高铁、平凉至
庆阳铁路、文山至蒙自铁路等一批新线开工建设。一批铁路项目即将
开通，池州至黄山高铁正在同步开展运行试验和开通运营准备工作；兰
张高铁兰州至武威段已启动联调联试，进入动态验收阶段……

与此同时，铁路部门统筹建设资源，加强施工组织和科技攻关，
践行绿色交通理念，有序推进铁路工程建设——

在华北，雄商高铁河北段建设加快推进。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
人周海成表示，建设者正全力建设河间铺轨基地，即将开展雄商高铁
河北段全线575公里铺轨施工；在华东，由中铁大桥局和中铁四局参
建的甬舟铁路西堠门公铁两用大桥在进行深海主墩施工，为这座世
界级跨海桥梁打下坚实基础；在华南，“轨道上的粤港澳大湾区”进一
步加密成型。由中铁十六局参建的广花城际铁路正在全力推进盾构
掘进，确保隧道顺利穿越局部溶洞强发育区，早日建成大湾区又一条
城市轨道交通线网骨干线路。

“铁路部门充分发挥铁路投资带动作用，以联网、补网、强链为重
点，高质量推进铁路工程建设，进一步提升现代化铁路网的规模和质
量，增强通达性和覆盖面。”国铁集团发改部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季度全国铁路建设高效推进

■ 新华社记者 魏玉坤 韩佳诺

今年是实现“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
的关键一年。一季度收官，中国经济表现
如何？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的数据给出了
答案：一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29629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3%。

5.3%的GDP增速，高于此前部分市场
机构的预测。如何看待这一增速？

首先，5.3%的增速是有支撑的。一季
度，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对GDP增长
的贡献率为37.3%；服务零售额增长10%，
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55.7%。工业
和服务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90%。

其次，5.3%的增速是符合实际的。
GDP用生产法核算，用支出法验证。一季
度，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扣
除物价后实际增长5.9%；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增长4.7%；出口增长4.9%。三大需求
指标跟GDP的增长相匹配。

最后，5.3%的增速和实物量指标增长
相吻合。观察经济运行，实物量指标是个
重要参考。一季度，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
长9.6%，工业用电量增长8%左右，货运量
增长5.3%，营业性客运量增长20.5%，港口
货物吞吐量增长 6.1%；3 月末 M2 余额同
比增长8.3%。

“国民经济延续回升向好态势，开局
良好。”在16日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
家统计局作出如此判断。如何理解这一
判断？我们可以从四个关键词来分析：

持续回升。从生产来看，第一产业增
加值、第二产业增加值、第三产业增加值
同比分别增长3.3%、6.0%和5.0%；从需求
来看，投资、消费、进出口指标稳中有升。

起步平稳。从四大宏观指标来看，
GDP比上年四季度环比增长1.6%；城镇调
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比去年同期下降
0.3 个百分点；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同比持平，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核心CPI同比上涨0.7%；国际收支总体平
衡。

稳中有进。一季度，规模以上高技术
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5%，内需对经济
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5.5%，单位GDP能耗
同比下降0.1%，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
家进出口总额增长5.5%，全国居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增长6.2%，高质量发展继续取得
新进展。

开局良好。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协调
性增强，经营主体信心持续提升。3月份，
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在连续5
个月收缩后升至50.8%，其中，中、小型企
业PMI12个月以来首次升至扩张区间。

开年以来，中国经济向上生长、向好
突破的力量持续迸发：甘肃天水麻辣烫走
红、云南芒市等“小机场”城市旅游火爆；
我国自主研制的AG60E电动飞机实现首
飞、海上第一深油气井投产；春耕春播平
稳有序推进，全国稻谷、玉米意向播种面
积有所增加；全国版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
单发布、试点扩大电信领域对外开放……

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一季度，中
国经济开局良好，提振了经济发展信心，

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打下了较好基础。
近日，高盛、花旗分别发布报告表示，

预计中国政府设定的“5%左右”的GDP增
速目标可以实现，并上调对2024年全年中
国 GDP 增速预测，为中国经济前景投下
信任票。

在坚定信心的同时，也要保持清醒头
脑。目前外部形势仍然复杂严峻，国内正
处在结构调整转型的关键阶段，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出口等部分指标增速有所放
缓，一些企业还要经历转型升级的阵痛，
经济恢复仍然存在不平衡性。

实现全年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
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需要付出更大努
力。当前，要进一步加大稳增长政策落实
力度，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全面深
化改革开放，在砥砺奋进、创新突破中积
蓄发展新动能。

中国经济从来都是在风雨中成长壮
大。始终保持战略定力，持续提升发展质
量，我们有信心有能力推动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

GDP同比增长5.3%！

中国经济实现良好开局

这是安徽淮南武
王墩主墓室出土的部
分漆器。

国家文物局4月16
日在安徽省淮南市召
开“考古中国”重大项
目重要进展工作会，介
绍武王墩墓考古、出土
文物保护与墓葬保护
最新进展。武王墩墓
是经科学发掘的迄今
规模最大、等级最高、
结构最复杂的大型楚
国高等级墓葬。

新华社发（安徽省
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 罗沙 冯家顺） 记者16日从最
高人民法院获悉，目前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形势依然严峻，校园暴力问
题不容忽视。近三年来未成年人违法犯罪数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人
民法院2021年至2023年共审结未成年人犯罪案件73178件，判处未
成年人罪犯98426人，占同期全部刑事罪犯的2%至2.5%。

最高法公布的数据同时显示，对于已满12不满14周岁未成年人
杀人、重伤害犯罪，2021年3月刑法修正案（十一）实施以来，人民法院
共审结此类案件4件4人，犯罪人年龄在12至13岁之间，被依法判处
10至15年有期徒刑。

最高法提出，人民法院对未成年人犯罪坚持贯彻“教育、感化、挽
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积极采取适合未成年人
身心特点的审判方式，强调审判既要成为对失足未成年人惩戒处罚
的公堂，又应作为挽救教育的课堂。处罚上坚持“宽容但不纵容”，对
于主观恶性深、危害严重、特别是屡教不改的，该惩处的依法惩处，发
挥警示教育作用，还被害人以公平，示社会以公道。

最高法：

对未成年人严重犯罪
该惩处的依法惩处

（上接1版）加快51个实施类、77个谋划类项目进度，重点推进海源阁
古籍文化中心、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临清）等项目建设，有序推进11
个旅游酒店项目建设。

向“新”而行，奔赴远方。聊城有2500多年的建城史，文化底蕴厚
重，包括黄河、大运河、水上古城等在内的旅游资源丰富，推动文旅兴
市势在必行。借力高铁时代东风，我市将发挥济南都市圈、晋冀鲁豫
毗邻城市文旅协作机制作用，开展区域务实合作，创新文旅供给，深
挖消费潜力、提振消费信心，夯实产业发展基础，助力“两河明珠”绽
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向“新”而行，共赴“诗和远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