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版
2024年2月28日 星期三

责编 林国庆 E—mail:aqwbss@126.com国内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十四
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27日
通过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自
2024年5月1日起施行。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国家法
室负责人介绍，保密法此次修订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统筹发展
与安全，将党的十八大以来保密
工作成熟有效的政策措施和实践
经验上升为法律制度，对于推动
保密工作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具有重要
而深远的意义。

新修订的保密法在总则中规定
“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保守国家秘密
工作的领导”，明确中央保密工作

领导机构领导全国保密工作，研究
制定、指导实施国家保密工作战略
和重大方针政策，统筹协调国家保
密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推进国家
保密法治建设。

此次修订吸收了一些工作实践
中定密和解密的成熟做法，包括：
明确保密事项范围的确定应当遵循
必要、合理原则，科学论证评估，
并根据情况变化及时调整；完善定
密责任人制度和定密授权机制，并
对密点标注作出原则规定，进一步
推动定密精准化、科学化；完善国
家秘密审核制度，将定期审核修改
为每年审核，并明确了未履行解密
审核责任造成严重后果的法律责

任，进一步压实定密机关、单位主
体责任，便利信息资源合理利用。

新修订的保密法还体现出对于
保密科技创新和科技防护的重视，
在总则中明确国家鼓励和支持保密
科学技术研究和应用，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依法保护保密领域的知识
产权。此次修订还明确，涉密信息
系统应当按照国家保密规定和标准
规划、建设、运行、维护，应按规
定检查合格方可投入使用，并定期
开展风险评估。

为适应当前涉密人员管理的新
特点、新要求，此次修订补充细化
了涉密人员基本条件、权益保障和
管理要求等方面的规定。

细化规范定密解密管理制度
新修订的保守国家秘密法今年5月1日起施行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就有
美国芯片制造商称美方限制芯片出
口损害企业竞争力，外交部发言人
毛宁27日表示，事实证明，“小院
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的步
伐，也不利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整
个产业的健康发展。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

问：据报道，英伟达近日向美国证
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中，首次
将华为列为AI芯片等多个类别的主
要竞争对手，同时称，如果美国政
府加大限制芯片出口，将进一步损
害英伟达的竞争力。发言人对此有
何评论？

“开放合作是半导体产业的核

心驱动力。”毛宁说，中国是全球
主要的半导体市场之一。人为割
裂市场，破坏全球产供链稳定，
阻碍效率和创新，不符合任何一
方的利益。

毛宁表示，美方应当遵守市场
经济和公平竞争原则，支持各国企
业通过良性竞争促进科技发展进步。

外交部：“小院高墙”挡不住中国创新发展步伐

2月27日，一名小朋友在云上
田园景区的郁金香花海里玩耍。

近日，随着气温回升，位于重
庆市大渡口区云上田园景区的郁金
香竞相绽放，吸引了众多游客前往
踏春游玩。

新华社 发

郁金香花开引游人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打开
地图，世界遗产、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等地理分布清晰可见，一座座历
史文化地标一目了然。在京津冀协
同发展战略实施十周年之际，京津
冀三地多家规划、住建、文化单位
联合完成的《京津冀地区主要历史
文化资源分布图》正式发布，加快
让京津冀历史文物“活起来”。

分布图展示了京津冀地区主要
历史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情况，系
京津冀三地首次基于统一空间框架
对历史文化资源作系统梳理、客观
展示和权威发布。

统计显示，截至2023年中国有

57项世界遗产，其中京津冀地区有
8 项，分别为长城、明清故宫 （北
京故宫）、周口店北京人遗址、承
德避暑山庄及其周围寺庙、北京皇
家祭坛—天坛、北京皇家园林—颐
和园、明清皇家陵寝、大运河。各
世界遗产位置在分布图中清晰标注。

分布图还展示了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以及中国历史文化名
城、名镇、名村等。截至2023年，
京津冀地区共有8座中国历史文化
名城，10个中国历史文化名镇，38
个中国历史文化名村。在国务院已
公布的八批共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中，京津冀地区有 474

处，包括北京的故宫、皇史宬、居
庸关云台、北京大学红楼等，天津
的独乐寺、千像寺造像、北洋大学
堂旧址、平津战役前线司令部旧址
等，河北的隆兴寺、保定钟楼、西
古堡、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等。

山同脉、水同源、地相连，京
津冀三地人缘相亲、文化一脉，具
备相互融合、协同发展的天然基
础。“分布图的发布有利于公众进一
步了解京津冀地区辉煌灿烂的历史
文化，共同保护好、传承好、利用
好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助力京津
冀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首都规划
建设委员会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

京津冀“上新”历史文化资源分布图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截
至目前，全国粮食主产区收购秋
粮近 1.5 亿吨，进度已过七成
半，南方秋粮旺季收购基本结
束，东北、华北开始集中上量。

记者 27 日从国家粮食和物
资储备局获悉，截至2月25日，
主产区各类粮食企业累计收购秋
粮近 1.5 亿吨，进度已过七成
半。其中，中晚籼稻旺季收购已
于1月底结束，累计收购超2700
万吨；粳稻旺季收购即将于2月
底结束，目前累计收购超 3100
万吨；大豆、玉米旺季收购分别
将持续到3月底和4月底，目前
分别累计收购超250万吨、8700
万吨。

国家粮食和储备局粮食储备
司副司长唐成对记者说，目前南
方省份秋粮旺季收购基本结束，
东北、华北地区集中上量。春节
后，农民售粮需求增加，收购进
度加快。国家粮食和储备局采取
针对性措施，保障收购工作顺利
开展。目前涉粮央企、地方骨干
企业积极入市，加大收购力度；
中储粮增加收储库点，延长服务
时间、优化收购流程、增加人员
力量，进一步提高收储入库能
力；相关地方结合实际采取有力
措施，帮助农民顺畅售粮。

全国粮食主产区
收购秋粮近1.5亿吨
进度已过七成半

新华社北京2月27日电 截
至 2023 年底，国内高校有效发
明专利拥有量达79.4万件，科研
机构有效发明专利拥有量达22.9
万件，合计占国内有效发明专利
总量的四分之一。

这是国家知识产权局知识产
权运用促进司司长王培章，27
日在国家知识产权局2月例行新
闻发布会上介绍的。

王培章表示，高校及科研机
构专利成果“不愿转”“不会
转”的现象还比较普遍。今年1
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七部门
出台了《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
利盘活工作方案》，提出到2024
年底前实现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
未转化有效专利盘点全覆盖，
2025 年底前加速转化一批高价
值专利，推动高校和科研机构专
利产业化率和实施率明显提高。

高校有效发明专利
拥有量达79.4万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