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布“重兵”瞄准科普出版原创高地
（上接第一版） 再加上交大、 同济、 华

东师大等五家涉足科技领域的大学出版

社， 如今上海科普出版这盘酝酿已久的

棋局上已落下九枚重要的棋子。 此外，

上海出版协会也成立了科技出版委员

会， 志在助推科普出版的发展。

原创崭露头角，交出漂亮成绩单

长期以来， 过度依赖引进图书、 国

内原创 “失位” 一直是科普出版备受诟

病之处。 在出版人和科学家的携手努力

下， 如今这一情况已得到明显改善。 在

上海市科委公布的 2018 年上海市优秀

科普图书名单中， 引进图书仅两本， 占

比仅一成， 大批原创科普图书开始崭露

头角 。 其中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

“与院士对话丛书” 和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的 《芯事》 成为今年上海书展主会

场的 “明星” 书目。

“科普类图书要受欢迎， 必须做到

有趣和创新。” 华东师大出版社社长王

焰告诉记者， “与院士对话丛书” 主要

面向 9 岁至 14 岁的青少年， 因此在主

题、 内容、 装帧等方面都十分契合孩子

们的审美和趣味， 而丛书的出版初衷正

是希望青少年通过了解科学家的研究内

容和工作状态， 培养科学的思考问题方

式 。 “今年是这套丛书第二次亮相书

展 ， 目前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 。 ” 以

《把你看得更清楚： 红外探索技术》 一

书为例， 虽然乍一看书名深奥、 艰涩，

但细细翻看便知， 该书作者、 中国科学

院院士薛永祺把一个个专业术语解释得

通俗易懂， 甚至妙趣横生。 “我做科普

讲座超过 10 年， 署名作品出版还是第

一次。” 在书展活动的互动环节， 薛永

祺鼓励在场的孩子， “不要小看基础知

识， 高科技技术都是由一点一滴的小知

识积累起来的。”

根据出版计划， 全书一共九册， 目

前已完成五册。 为了让大科学家讲好小

道理， 出版社的编辑付出了许多努力，

与百忙之中的院士们约稿、 沟通。 “其

实， 大部分院士都很愿意为科普做出自

己的贡献， 只是过去沟通渠道不通畅。”

王焰说。

同样在书展上大受欢迎的还有上海

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书 《芯事》。 该作

从集成电路的发明说起， 揭示芯片行业

发展的规律。 “希望这本讲述芯片产业

史的新书， 能为国家的强 ‘芯’ 健骨提

供有益的支持。” 这是上海科学技术出

版社社长温泽远的期望。

尽管有一份漂亮的成绩单， 但上海

科普出版人仍在思考如何 “百尺竿头，

更进一步”。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社

长匡志强告诉记者， 未来科普出版仍需

在品牌宣传、 挖掘前沿热点、 加大原创

力度等方面再接再厉， 为受众带来更多

优秀的科普作品。

受益于多层次、 多形式、 宽领域、 全方位的扶贫协作， 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

这片曾经的戈壁荒滩， 被建设成现代化的生态移民示范镇。   新华社发

开栏的话

1958 年 10 月 25 日， 宁夏回族自治

区宣告成立， 这开启了我国民族区域自

治制度又一生动实践， 开启了宁夏各族

人民栉风沐雨为创造美好生活而不断努

力的新征途。

60 年来， 宁夏各族人民在党中央的

领导和关怀下 ， 守望相助 ， 凝心聚力 ，

顽强拼搏， 各个领域、 各项事业均取得

了巨大成就和历史性变化。 站在新的起

点上， 宁夏各族干部群众正为实现经济

繁荣、 民族团结、 环境优美、 人民富裕，

与全国同步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而

不懈奋斗， 共谱塞上发展新篇章。

即日起开辟 “砥砺奋进六十载·塞上

宁夏谱新篇” 栏目， 陆续播发稿件， 展

示自治区成立 60 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

以来， 宁夏民族团结、 社会稳定、 经济

发展、 文化繁荣、 生态良好， 党的建设

不断加强的显著成就。

上海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单位清查
本报讯 （记者张晓鸣） 记者昨天获悉， 本市将于 8 月至

12 月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单位清查工作。

上海市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是根据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

于本市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的通知》 精神， 继前三次经济普

查后的又一次重大市情市力调查 。 而此次清查工作则是

2019 年全面开展第四次经济普查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旨在

全面反映本市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规模、 布局和效

益， 是事关本市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

此次单位清查的目的是摸清本市各类单位的基本情况

和分布状况， 准确界定本市第四次经济普查的对象与种类，

明确各级普查机构与相关部门的普查登记责任， 确保普查

表发放种类准确、 普查单位不重不漏， 为普查登记等工作

奠定基础 ； 普查对象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全部法人单位 、

产业活动单位以及从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个体经营户。

普查对象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和《全国经济

普查条例》的规定，积极配合普查员的工作，按照单位清查的

具体要求，准备好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按时、如实地填报清

查表， 不得提供不真实或不完整的普查资料， 不得拒报、迟

报，不得伪造、篡改资料。 对拒绝或者妨碍普查机构、普查人

员依法开展工作的行为，或虚报、瞒报、漏报清查资料的普查

对象，将依法予以处罚。

各级普查机构和普查人员对普查对象的商业秘密， 将严

格予以保密。 经济普查取得的单位和个人资料， 严格限定用

于经济普查的目的， 除作为统计执法依据外， 不作为对普查

对象实施行政许可、 行政处罚等具体行政行为的依据。 如有

违反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和 《全国经济普查条例》 而

损害单位利益情况， 可以及时向上海市第四次经济普查领导

小组办公室举报。

繁荣发展的制度优势
———解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宁夏实践

孟秋时节， 贺兰山下绿洲千里 ， 黄河

两岸稻菽浪涌， 六盘山间草木葱茏， 祖国

西北塞上大地一片生机盎然 。 1958 年 10

月 ， 宁夏回族自治区宣告成立， 民族区域

自治政策的施行开启了宁夏繁荣发展的新

纪元。 60 年一甲子， 勤劳的各族群众在中

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团结奋斗， 守望相助，

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一个繁荣、 稳定、 和谐的宁夏呈现在世人

眼前。

开创先河
坚定不移阔步行

宁夏同心县城南， 古朴典雅的同心清

真大寺被一片绿柳古柏围绕， 显得幽静祥

和。 这座有着 600 多年历史的古寺见证了

中国革命历史上第一个回族自治政权的诞

生， 也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民族区域自治政

策的最初实践。

1936 年 6 月， 西征红军到达宁夏豫旺

县 （今同心县）， 解放豫旺全境后， 中共中

央决定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 同年 10

月 20 日至 22 日， 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

治政府成立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隆重召开。

全县 300 多名各界代表欢聚一堂，讨论通过

了 《新土地法》《新婚姻法》《减租减息条例》

等法规，并选举了县政府领导人员。

22 年后的 1958 年， 宁夏回族自治区宣

告成立。 宁夏各族人民坚定跟党走， 开启

了民族区域自治的光辉历程。 60 年来， 宁

夏不断坚持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 平

等保障各民族的合法权益。

宁夏始终把法治建设作为贯彻落实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基本途径 ， 共制定了

《宁夏回族自治区民族教育条例》 等 166 件

地方性法规， 批准地方性法规 76 件， 有效

保障了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

宁夏历来高度重视少数民族干部的培

养和选拔。 据介绍， 60 年来， 自治区党政

工作部门领导班子中都保障配备少数民族

干部， 在市、 县党政正职中也保障配备一

定数量的少数民族干部。 同时， 宁夏通过

“走出去” “选上来” “沉下去”， 有计划

选派少数民族干部到中央国家机关、 沿海

发达地区和基层一线锻炼。 目前宁夏少数

民族干部比例稳步提升 ， 各级人大代表 、

政协委员中少数民族比例基本与少数民族

人口比例相一致。

共建共享
塞上大地展新颜

“履不必同 ， 期于适足 ； 治不必同 ，

期于利民。” 只有把经济建设搞上去， 不断

满足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才能充

分体现党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正确性 。

60 年来， 塞上大地沧桑巨变， 一组组经济

数据、 一个个民生政策、 一张张百姓笑脸

皆是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好的注脚。

1958 年自治区成立伊始，宁夏是全国较

为落后的地区之一， 工业几乎一片空白，农

业粮食产量不足 70 万吨， 地区生产总值只

有 3.28 亿元。 60 年来，宁夏坚持发展第一要

务，生产力得到解放，经济实力显著增强。

2017 年， 宁夏地区生产总值达 3453 亿

元 ， 是 1958 年的 1053 倍 。 工业增加值从

1958 年的 0.44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的 1096

亿元 。 粮食产量达到 368 万吨 ， 人均 543

公斤， 居全国前列。

不单单是数量上的增长 ， 党的十八大

以来， 宁夏把优化结构、 产业升级、 动能

转换作为经济发展的立足点。 新能源 、 新

材料、 先进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等一批工

业产业迈向高端， 枸杞、 酿酒葡萄、 滩羊、

供港蔬菜等一批优势特色农业发展壮大。

让各族群众共享美好生活 ， 是实行民

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初心。 1958 年，宁夏大多

数百姓生活在贫困中。 改革开放以来，从三

西扶贫、闽宁对口扶贫协作，到西部大开发、

宁夏“十二五”生态移民、精准脱贫攻坚战，

宁夏各族群众在党的带领下一步步走出贫

穷的泥淖， 走向美好幸福的生活。

经过数十年的扶贫开发 ， 宁夏贫困人

口从 1982 年的近 120 万人减少到目前的

23.9 万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 6%。 如今宁

夏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达 3.4 万元， 各族群众

在教育、 医疗、 住房、 文化等领域的获得

感显著提升。

团结进步
各族群众一家亲

60 年来， 宁夏扎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

创建工作， 1983 年起连续 35 年开展 “民族

团结月” 活动， 每 ５ 年召开一次民族团结

进步先进集体模范个人表彰大会， 多年坚

持开展 “滴灌式” 民族团结宣传教育 ， 促

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民族团结已成为

宁夏一张亮丽的名片。

多年来， 宁夏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

育使民族团结深入人心， 中华民族共同体

意识不断增强。 宁夏在小学三年级到高中

阶段普遍开展民族知识启蒙、 民族常识和

民族理论常识教育。 在吴忠市利通区第一

小学， 每个学期都要举办一次民族团结征

文活动、 一场民族知识竞赛， 各班定期召

开 “各民族团结一家亲” 主题班队会。

回族青年李潇见义勇为身负重伤仍与

歹徒搏斗， 回族护士虎蕊把无人看护的汉

族老人接回家照料多年……这样的民族团

结典型故事在塞上大地不胜枚举， 广为传

颂。 宁夏通过模范表彰大会和模范人物评

选等活动， 弘扬民族团结典型， 发挥模范

带动作用。

如今的宁夏， 各族群众共庆节日 ， 婚

丧嫁娶互相走动， 同住一栋楼， 共上一所

学， 珍惜和维护民族团结的意识已经深深

植根民众的心田。

新华社记者 张亮
（据新华社银川 8 月 1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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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砺奋进六十载·塞上宁夏谱新篇 国办印发《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本报讯 据新华社消息， 近日，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申领发放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并发出通知， 要求各省、 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 国务院

各部委、 各直属机构认真贯彻执行。

《办法》 规定， 港澳台居民前往内地 （大陆） 居住半年

以上， 符合有合法稳定就业、 合法稳定住所、 连续就读条件

之一的， 根据本人意愿， 可以依照本办法的规定申请领取居

住证。 未满十六周岁的港澳台居民， 可以由监护人代为申请

领取居住证。

《办法》 明确， 港澳台居民居住证持有人在居住地依法

享受劳动就业， 参加社会保险， 缴存、 提取和使用住房公积

金的权利。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为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持有人提供下列基本公共服务： （一） 义务教育；

（二） 基本公共就业服务； （三） 基本公共卫生服务； （四）

公共文化体育服务 ； （五 ） 法律援助和其他法律服务 ；

（六） 国家及居住地规定的其他基本公共服务。 港澳台居民

居住证持有人在内地 （大陆） 享受下列便利： （一） 乘坐国

内航班、 火车等交通运输工具； （二） 住宿旅馆； （三） 办

理银行、 保险、 证券和期货等金融业务； （四） 与内地 （大

陆） 居民同等待遇购物、 购买公园及各类文体场馆门票、 进

行文化娱乐商旅等消费活动； （五） 在居住地办理机动车登

记； （六） 在居住地申领机动车驾驶证； （七） 在居住地报

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 申请授予职业资格； （八） 在居住地

办理生育服务登记； （九） 国家及居住地规定的其他便利。

《办法》 自 2018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韦拔群：不怕难不怕死
为人民利益牺牲一切

韦拔群， １８９４ 年生， 广西东兰人。

早年就读于广西法政学堂 。 １９１６ 年初

在贵州加入讨伐袁世凯的护国军， 参加

了护国战争。 后进入贵州讲武堂学习，

毕业后在黔军张毅部任参谋。

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１９２０ 年，韦拔

群离开黔军，在广州参加“改造广西同志

会”，并担任该会政治组副组长，积极投入

讨伐旧桂系军阀陆荣廷的革命活动。

１９２１年 ９月， 韦拔群返回家乡东兰

县，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先后组织“改造东

兰同志会”（后称农民自治会）和“国民自

卫军”（后称农民自卫军）， 把农民运动和

武装斗争逐渐结合起来。 １９２３ 年夏指挥

农民军三打东兰县城，揭开了右江农民武

装斗争的序幕。 １９２５ 年初入广州农民运

动讲习所学习。 结业后回东兰继续从事

农民运动，主办农讲所，培养骨干，发展

农会和农民武装，把农运推向右江地区。

１９２６ 年领导成立东兰县革命委员会，任

主任，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 １９２７ 年

大革命失败后，仍在当地坚持武装斗争。

１９２９ 年 １２ 月， 韦拔群参与领导百

色起义， 建立右江苏区， 任右江苏维埃

政府委员、 中国工农红军第 ７ 军第 ３ 纵

队司令员。 １９３０ 年 １０ 月， 红 ７ 军集中

在广西河池整编， 把原来的 ３ 个纵队改

编为 ３ 个师 ， 韦拔群任第 ２１ 师师长 ，

率部留守右江苏区。 他坚决服从党的决

定， 并把第 ２１ 师 １０００ 多名精壮官兵补

充到即将远征的两个主力师， 表现出以

全局利益为重的崇高品质。

红 ７ 军主力离开右江苏区后， 韦拔

群带领百余人留在右江地区。 他发动群

众， 组织扩建部队， 在极其艰苦的条件

下坚持游击斗争。他一家 ２０ 人，有 １０ 多

人包括他的儿子韦述宗惨遭敌人杀害。

但这些都没有动摇他的革命意志， 他坚

定地说：“革命者要不怕难，不怕死，坚决

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 ”１９３２

年 １０ 月 １９ 日凌晨， 韦拔群被叛徒杀害

于广西东兰赏茶洞， 时年 ３８ 岁。

“韦拔群身上始终具有一种坚定的救

亡图存的历史自觉。 ”东兰县党史办主任

韦忠朝说，“韦拔群的事迹更是激励着我

们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利益而奋斗不止。 ”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吴小康
（据新华社南宁 ８ 月 １９ 日电）

各界人士送别王鉴同志
（上接第一版）

王鉴同志为革命、 政法和改革开放

事业奋斗了八十多个春秋。 新中国成立

后， 他先后任公安部一局副局长、 原子

能保卫局局长， 后又调任上海市公安局

副局长、 党组副书记， 为建国初期反敌

特斗争、 国防科技、 社会稳定和经济建

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 粉碎 “四人

帮” 后， 他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党委副书

记， 切实维护了上海政治大局稳定和人

民群众生产生活秩序。 他担任中共上海

市委常委， 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 在大是大非问

题上旗帜鲜明、 立场坚定， 始终与党中

央保持高度一致， 为上海政法工作发展

壮大、 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卓越贡献。

担任市第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 党

组副书记期间 ， 十分重视加强法制建

设， 为全国青少年保护法规制定提供了

经验和范例。 王鉴同志离休以后， 身为

公安部 、 国家安全部咨询委员 ， 为公

安和国家安全事业长远发展提出了战

略性 、 前瞻性的意见 。 他特别关心青

年干部成长 ， 激励广大青年干部坚定

信念 、 铭记历史 ， 努力为共产主义事

业奋斗终生。

王鉴同志一生忠于党、 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对共产主义矢志不渝。 他坚

持党性原则， 遵守党的纪律和政治生活

准则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

宗旨， 始终保持人民公仆的本色； 胸怀

坦荡 、 光明磊落 、 作风民主 ； 尊重知

识， 尊重人才， 关心同志， 爱护干部；

严以律己、 宽以待人， 廉洁奉公、 生活

俭朴， 淡泊名利、 无私奉献。

王鉴同志的一生， 是革命的一生、

光辉的一生， 是为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

事业奋斗的一生。 他的革命精神和崇高

品德， 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