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海南博鳌4月10日电 10日上午，博鳌亚洲论坛
2018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
强调各国要顺应时代潮流，坚持开放共赢，勇于变革创新，
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将坚持改革
开放不动摇，继续推出扩大开放新的重大举措，同亚洲和世
界各国一道，共创亚洲和世界的美好未来。

4月的博鳌，风和日暖，海碧山青。博鳌亚洲论坛国际
会议中心主会场内各国嘉宾汇聚一堂。上午9时30分许，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奥地利总统范德贝伦、菲律宾总统杜特
尔特、蒙古国总理呼日勒苏赫、荷兰首相吕特、巴基斯坦总
理阿巴西、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国
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等外方领导人夫妇一同步入会
场。全场起立，热烈欢迎。

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走上讲台发表主旨演讲。习近
平指出，博鳌亚洲论坛成立以来，为凝聚亚洲共识、促进各
方合作、推进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
极贡献。本届年会以“开放创新的亚洲，繁荣发展的世界”
为主题，顺应时代潮流，符合各方期待。

习近平强调，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众志

成城，40年砥砺奋进，40年春风化雨，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
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艰苦
奋斗、顽强拼搏，极大解放和发展了中国社会生产力，推动
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上下求
索、锐意进取，坚持立足国情、放眼世界，既强调独立自
主、自力更生又注重对外开放、合作共赢，既坚持社会主义
制度又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既“摸着石头过
河”又加强顶层设计，成功开辟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与时俱进、一往无前，坚持解放
思想、实事求是，勇于自我革命、自我革新，敢闯敢试、敢
为人先，充分显示了思想引领、制度保障和13亿多人民推动
历史前进的强大力量。40年来，中国人民始终敞开胸襟、拥
抱世界，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打开国门搞建设，成功实
现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成为世界经济增
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
出了中国贡献。

习近平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
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当今世
界，和平合作的潮流滚滚向前，开放融通的潮流滚滚向前，
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各国人民应该同心协力、携手前

行，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
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

习近平强调，面向未来，我们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走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的国与国交往新路，努力实
现持久和平；要对话协商、共担责任，实现普遍安全和共同
安全；要同舟共济、合作共赢，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维护
多边贸易体制，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
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要兼容并蓄、和而不同，使文
明交流互鉴成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的桥梁、推动社会进步的
动力、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的纽带；要敬畏自然、珍爱地
球，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为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掀开了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篇章，开启了加强中国同世界交融
发展的新画卷。在新时代，中国人民将继续自强不息、自我
革新，坚定不移全面深化改革；将继续大胆创新、推动发
展，坚定不移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增强人民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将继续扩大开放、加强合作，坚
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将继续与世界同行、为人
类作出更大贡献，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支持多边

主义。
习近平指出，实践证明，过去40年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

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也必须在更
加开放条件下进行。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
大。这是中国基于发展需要作出的战略抉择，也是在以实际
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造福世界各国人民。

习近平宣布，中国决定在扩大开放方面采取一系列新的
重大举措。

第一，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确保放宽银行、证券、保
险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同时加大开放力度，
加快保险行业开放进程，放宽外资金融机构设立限制，扩大
外资金融机构在华业务范围，拓宽中外金融市场合作领域。
尽快放宽汽车行业等制造业外资股比限制。

第二，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同国际经贸规
则对接，增强透明度，强化产权保护，坚持依法办事，鼓励
竞争、反对垄断。今年上半年将完成修订外商投资负面清单
工作，全面落实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第三，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下转第五版）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强调

顺应时代潮流 坚持开放共赢
◆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 ◆创造更有吸引力投资环境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 ◆降低汽车等进口关税

□ 本报通讯员 李 蒙 杨 茜
本 报 记 者 滕敦斋

在我省全面展开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动员
大会上，省委书记刘家义强调，要突出厚植高端
人才，实行更加积极有效的政策，优化人才发展
环境，把国内外顶尖人才往山东引、往山东拉。

在顶尖人才引进、聚集、留得住上，我省开
创的“一事一议”模式，取得良好成效。

“一事一议”实现高层次人才增

量、产业加速

2017年1月，我省正式出台《引进顶尖人才
“一事一议”实施办法》，这是全国范围内最完
善的顶尖人才引进政策之一。设立“一事一议”
模式，就是为灵活引进我省重点产业发展所需的
“高精尖缺”人才。其引才标准必须是有国际影
响力的学者，是掌握世界级核心技术，持续创新
能力强，能够对我省顶尖人才培育、科技创新和
产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人才及团队。

具体来看，“一事一议”引才分为杰出人才
和领军人才两类。杰出人才，包括诺贝尔奖、图
灵奖等8个国际性重要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两
院院士、美国等发达国家最高学术机构会员以及
知名国际学者等；领军人才，主要包括全球前100
科研院所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家“千人计划”“万
人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长江学者”及国
家级重大科技项目主要负责人等人才。

对于“一事一议”所引顶尖人才，采取人才
津贴、综合资助、直投股权投资等方式给予支
持。如杰出人才,每年给予最高100万元的人才津贴
和最高5000万元的项目资助，对其创办具有国际一
流技术水平、能够推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的,
最高给予6000万元的直投股权投资支持，创办企业
5年内在国内主板、中小板、创业板成功上市的，
省级引导基金在企业中所占股份全部奖励给人才
及创业团队；对于领军人才，每年给予50万元人才
津贴和最高5000万元项目支持，创办具有国际一流
技术水平、能够推动我省产业转型升级企业的,
最高给予4000万元的直投股权投资支持。

我省顶尖人才“一事一议”办法明显侧重于
产业突破和成果转化，其直投股权投资的方式，
就是为了释放顶尖人才所带来的产业转化效能，
把科研项目转化为产业优势。这部分股权最终也
会转移给顶尖人才及团队。

顶尖人才“一事一议”一推出，当年就吸引
了近40名国际一流人才团队申报。2017年9月，对
“一事一议”引进人才初步人选公示；今年2月，
公布“一事一议”顶尖人才名单，其中，杰出人
才3人，领军人才4人。

这7人中，海外院士2人，世界500强企业总部首席
工程师2人；发达国家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1人；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4人，长江学者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1人；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首席科学家2人，7
人拥有授权发明专利59项，成果转化实现经济效益约
355 . 7亿元，是含金量十足的“高精尖缺”人才。

此外，这7名顶尖人才都是各自学科内世界级

学术领路人，所具备的人才聚集效能也不容小
觑，能为我省快速集聚、培育一大批高层次人
才。他们拟再引进各类高层次人才40人、科研骨干
178人、培养博士硕士295人,一支由多学科顶级科研
力量组成的团队将在4年内初具规模。

这批顶尖人才的到来，直接加速了山东产业
升级步伐。以领军人才兰玉彬为例，他是美国农
业部研究服务署的终身教授，也是“精准农业航
空”技术的首创者。去年 5月，通过“一事一
议”，兰玉彬与山东理工大学签订五年合同，获
得3000万元的专项资金及学校自筹的7000万元资
金。随后，兰玉彬在山东理工大学设立国际精准
农业航空研究院，计划在未来五年把农业工程学
科带入国际先进行列。

杰出人才游晓蓉，先后在6家世界500强企业从
事技术和产品研发，去年被威海企业引进后，领
衔建设亚洲首条BPANI涂料生产线。据测算，项目
投产后将实现年均销售收入8 . 4亿元，并打破国际
技术贸易封锁，填补亚洲空白。

可以说，在全国人才争夺战越来越激烈的形
势下，我省正是通过顶尖人才“一事一议”引才
办法，实现了高层次人才增量、产业加速的效
果。这是近年来山东“以我为主”、产业突破、
灵活精准引才的一个典型模式。

“一事一议”遍地开花

在顶尖人才的争夺上，表面上看是抢占人才
“稀缺品”的先机， （下转第二版）

山东“一事一议”引才领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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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发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

□新华社发
4月10日，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在海南省博鳌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 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开幕式式前，习

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迎宾厅迎接外方领导人夫妇并集体合影。

□记者 周 艳 报道
本报济南4月10日讯 近日，我省印发实施《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

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关于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分置办法的实
施意见》。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对相关实施意见进行解读：到
2020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任务；到2021年，基本建立起符合市
场经济要求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

省农业厅党组成员、副厅长褚瑞云介绍，与中央意见相比，山东《关于稳
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有不少创新之处，在改革范围、时
间进度、工作要求、严肃纪律等四个方面，提出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要求，改革
范围扩大到所有涉农村（居），到2020年全省基本完成改革任务。在工作要求
上，我省总结试点经验，在股权设置、集体经济组织设立、登记管理、股份权
能拓展、助推集体经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创新，提出到2020年基本消除集体经
济空壳村。

根据《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我省将从
全面开展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合理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有序推进
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建立健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保障和拓展农民集
体资产股份权能、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建立健全集体资产监督管理机制等
七个方面重点抓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

农户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基础，要保持现有土
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经营主体更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权，是完善农
村基本经营制度的关键，完善“三权”分置办法，核心是放活土地经营权。

截至目前，全省土地流转率接近34%，各类新型农业主体（包括经营主体
和各类社会化服务组织）达到40多万家。省农业厅党组书记、厅长王金宝认为，
随着城镇化和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土地流转面积的增加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的蓬勃发展是大趋势。

王金宝表示，放活经营权和培育新型经营主体是我省当前的两项重点工
作。同时，他强调，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农业经营主体培育要尊重实际、尊重市
场规律，要与城镇化进程和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相适应，与农业科技进步和生
产手段改进程度相适应，与农业社会化服务水平相适应。政府部门不应该下指
标、定任务，而应该做好制度创设，搞好服务，优化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发展环
境，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健康发展。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
2020年基本完成

山东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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