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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委对外宣传办公室 合办合办

丝路特刊

日前，2017 西安国际马拉松赛鸣枪开
跑。本届赛事由中国田径协会、陕西省体
育局、西安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陕西省
田径协会、西安市体育局等联合承办，共
有来自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 2 万余名运动员
参赛。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
康，陕西省体育局局长姚金荣等领导、嘉
宾出席起跑仪式，并为参赛选手颁奖。

新西安的亮丽名片

据悉，本届西安国际马拉松赛以“阳
光、向上、美丽、开放”为赛事总基调，
以“奔跑吧 西安”“追赶超越 活力西安”
为 主 宣 传 口 号 ， 赛 事 分 为 全 程 马 拉 松

（42.195 公 里）、 半 程 马 拉 松 （21.0975 公
里） 和迷你马拉松 （4.5 公里） 3 个比赛项
目。赛道途经钟楼、西大街、西北大学、
小寨、大雁塔、大明宫遗址公园等西安著
名景点、高校及商圈。赛道沿线共设置9个
文化“加油站”，以秦腔、陕北腰鼓、韩城
行鼓、仿唐舞蹈等陕西传统文化演出为内
容，展现本地文化和丝路文化。

西安市市长上官吉庆在致辞中说，希
望选手们在西安这座“世界历史文化名

城”的跑道上，挑战自我、超越自我，用
力量和激情演绎马拉松精神的无限精彩，
亲身感受西安“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相
辉映、传统魅力与时尚活力水乳交融”的
独特风采！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本
届西安国际马拉松赛一定能够成为一届高
水平的国际体育赛事，成为新时代新西安
的亮丽名片！

企业参与城市文化建设

本次西安国际马拉松赛冠名赞助商碧
桂园陕西区域总裁郭荣旺表示，碧桂园作
为总冠名赞助企业，秉承与马拉松一脉相
承的“顽强拼搏、锐意进取、勇往直前、
永不止步”的精神内涵。而今年恰逢碧桂
园成立 25 周年，作为一家有社会责任感的
企业，碧桂园一直切实助力实现中国体育
强国梦，这也让碧桂园结缘 2017 西安国际
马拉松顺理成章，助力丝绸之路经济带新
起点发展腾飞。

同时，为充分展示西安历史文化名城
的魅力，凸显国际化建设成就，本届西安
国际马拉松携手西安邮政，以“喜迎全运
会、全市总动员”“丝绸之路起点”等多主

题叠加为线，从西安城市历史入手，精心
策划设计出“西马”盛会专用纪念封、个
性化邮票、纪念戳等产品，展现出 2017 西
安国际马拉松的重要意义。通过国家名片
形式记录这一盛事，既充分展现了西安地
标性建筑和古代大遗址的风采，又突出西
安科技、时尚、生态的现代城市风貌与

“追赶超越”的城市精神，古代文明与现代
文明在此交相辉映，人文文化与自然生态
在此相互交融。产品设计简约大气，将西
安历史文化和体育的动态相结合，向陕西
乃至全国、全世界展示西安国际马拉松的
活力与“奔跑中”的西安魅力。

助推国际化都市建设

最近一年，西安的诸多政策，不管是
“人才落户制度”还是打造“创客大街”，
内核都是“留住人”。而举办一场马拉松，
能让更多的人看到西安，从而留得住人。
一直以来，有一种说法：一个城市的中青
年跑者的数量与城市的创新力呈正相关。
一场马拉松的成功举办，为西安吸引人才
提供了更多机会，也将为西安的创新改革
发展增添更多新活力。

西安作为一个旅游城市，更多的文化
旅游资源也可以借由马拉松比赛展示出
来。作为十三朝古都和丝绸之路起点，在

“旅游+文化+体育”这条规划思路上，西安
拥有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西马”这样的
黄金赛事，能大幅增加西安旅游的附加
值，助力西安经济尤其是第三产业的发
展。而能够成功举办一项大型国际赛事，
表明一座城市在交通、安全、旅游、住
宿、饮食等各领域的管理已经达到了国际
标准，这也成为了西安打造国际化都市的
重要推动力。

马拉松带来的不只是场地的开放，更
是背后思路与观念的开放。比赛期间，整
个城市完全打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者
与观众在这里与赛道亲密接触，举办比赛
的城市也在与整个世界进行着沟通与交
流。诸多事实证明，马拉松给一座城市带
来的改变，将是难以估量的。“西马”这一
全新“赛事”的打造，能让参赛者在历史
与现代的穿越中感受到古代文明与现代文
明的交相辉映，也将让世界看到一个创新
的、包容的西安，一个奔跑中更好的西安。

压题图：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奔跑吧奔跑吧 西安西安
田立阳田立阳

在 2017 年的中国军民融合材料与装备配套展览会上，
陕西省宝鸡市高新区组织了涉及钛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业
等与军民融合发展息息相关的 20 余家企业组团参加展会。
展会上，宝钛集团钛合金旋翼机、钛自行车、钛高尔夫球
杆头以及钛日用品备受瞩目，吸引众多客商前来咨询和洽
谈。

众所周知，钛及钛合金是宝鸡市的一张“金名片”。宝
鸡高新区现有钛、钨、钼等稀有贵金属研发生产企业500余
家，是中国最大的钛及钛合金研发生产基地，被誉为“中
国钛谷”，形成了“海绵钛—钛铸锭—钛加工材—钛合金材
—钛复合材—钛材深加工产品”的完整产业链，产量占到
国内生产总量的 60%以上，约占世界钛材料总产量的 22%，
以钛为代表的新材料生产装备、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均处
国内第一。

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区

宝鸡高新区是1992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家级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面积约100平方公里，建成区面
积约41平方公里，基础设施完善，交通条件便捷，自然环
境优越，产业发展兴旺，商业布局合理，成为西部地区最
具潜力的经济增长点和最具活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基地。

近年来，宝鸡高新区紧紧围绕建设国家创新型科技园
区的目标，不断加快追赶超越步伐，以“创新驱动、内生
发展”为主线，坚持“产业发展、技术创新、开发建设、
民生改善”四轮驱动，主要经济指标始终保持两位数增
长，经济总量占到全市的1/3以上。2016年，宝鸡高新区科
工贸总收入2241亿元，工业总产值1900亿元，工业增加值

535亿元，区域生产总值690亿元。
经过多年发展，宝鸡高新区形成了钛及钛合金等七大

优势产业，培育了驰名中外的“宝鸡·中国钛谷”品牌，先
后被确定为“国家新材料高技术产业基地”“国家火炬计划
钛产业基地”“国家钛材料高新技术产业化基地”等十余项
国家级金字招牌。目前，园区在册企业8000余家，其中年
销售收入过10亿元的企业25家，过50亿元的企业8家，过
100亿元的企业3家。

完善科研生产服务体系

宝鸡高新区推动钛产业集群向高端化发展，不断完善
科研生产服务体系，园区目前聚集各类科技人才资源近 15
万人，累计建立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 48 个，建成院士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 8 个，获准省级
以上火炬计划项目、新产品等科技计划项目 2000余项，认
定高新技术企业120余户。

宝鸡高新区与诸多科研院所建立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
系。高新区获批国家首批专利导航发展试验区、国家知识
产权示范园区、国家科技服务业区域试点等，园区企业累
计获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科研成果奖480项，7个行业
22种产品的核心和关键技术处在国际、国内领先水平，科
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5%。

同时，国家钛材产品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成为国家级第
三方独立钛材质量监督检测中心；总规模5.05亿元的2支引
导性基金先后投入运营；钛谷新材料检测技术中心有限公
司获得CMA计量认证证书。此外，还成立了西北有色金属
研究院宝鸡分院，引进了总投资约8亿元的快速制造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激光加工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数控系统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智能制造创新中心、金属表面功能涂
层制备与应用研究中心等七大中心，为宝鸡高新区企业创
新能力提升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宝鸡高新区依托自身优势，积极打造新材料
产业高地，依托宝钛集团等龙头企业，不断升级产业链，
促进产业集群快速发展，形成“一个产业园、多个园中
园，一个大产业、多条产业链，一个大集群、多个小集
群”的发展格局。

同时，为进一步加强国际的交流与合作，宝鸡高新区
还积极联系国外优势客商资源，组织区内多家钛企业赴德
国法兰克福开展招商会暨推介会，组织企业赴荷兰参加欧
洲钛展会，助推企业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竞争。

宝鸡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郝晋升表示，未
来，宝鸡高新区将围绕建设“中国钛谷”的总体目标，利
用“互联网+”构建钛产业服务平台，着力推动钛产业新技
术应用和产业链终端延伸，加快高端和民用领域新品研
发，打造千亿钛产业集群，力争到 2020年使宝鸡以钛为代
表的新材料产业工业产值达到1000亿元。

左图：
宝鸡吉利汽车生产基地装配车间

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发展

中国钛谷 走向世界
田立阳 唐 宏 殷兴龙

“茶香溢商洛，泉茗先为佳”，这是中国
茶叶研究所原所长陈启坤对商南茶的评价。

说起商南茶叶的发展历史，人们都不会
忘记原商南县茶叶站站长张淑珍，是她带领
一班人，通过艰辛努力，从试种到推广，创
造了将南茶北移300多公里的奇迹。

商南之所以出好茶，是它独特的地理环
境和气候所决定的。它位于秦岭南麓，处在
鄂豫陕三省的接合部，属亚热带和暖温带过
渡性大陆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气候宜人，
生态良好，自然风光旖旎，有长江支流丹江
穿境而过，森林覆盖率达65.1%，被誉为“陕
南明珠”“秦岭封面”。商南茶区土壤有机质
含量高，富含人体需要的锌、硒等微量元
素，茶园光照充分，昼夜温差大，茶叶品质
极佳。年极端最低气温多年平均值-11.8℃，
冬季积雪凌冻，不利于越冬虫卵、病菌的繁
衍生长，茶树的病虫害少，生产过程中基本
不需要病虫害防治。

商南茶产品在中国茶叶研究所 （杭州）
和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测试中心历次检验
中，均未被检出农药残留和重金属等有害成
份，符合国家规定的安全性要求；商南是南
水北调工程水源保护地和涵养地，近年来通
过实施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条件得到改善，
茶园生长环境和茶叶品质也越来越好。这样
的环境孕育出了商南茶“汤绿、香高、味
浓、滋润纯和、回甜”等特点，它的栗香味
在陕茶中独树一帜。

商南茶从无到有，从试种到大面积推广
经过了40余年的发展，到2016年底，全县茶
叶建园面积已达到 24 万亩，年产茶叶 3600
吨，产值 4.5 亿元。目前已培育出绿茶、青
茶、红茶、黑茶、黄茶、白茶六大系列 30多
个茶品种。

商南县被国家授予“中国茶叶之乡”“中
国名茶之乡”“全国名茶百强县”“国家现代
农业技术服务体系茶叶示范县”的称号。商
南茶还获得了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被
列入了国家农产品保护系列，有了品质和声
誉的“身份证”。

商南县成功地举办了3届旅游茶叶节，以
茶会友，以茶招商，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到
2020 年，全县茶叶建园规模将达到 30 万亩，
茶叶年产量可达到6000吨，茶叶年产值达到8
亿元，茶农人均收入达到1万元。正如商南县
委书记许水兆所说：“茶叶是商南的支柱产
业，农民增收和脱贫致富的主要经济来源，
我们一定要抓住国家扶持政策机遇，加大工
作力度，一定要把茶产业做大做强，使商南
茶成为国家的知名品牌。”

茶香溢商洛
苏琳杰 张学良

茶香溢商洛
苏琳杰 张学良

日前，由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知识产权
研究会主办，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
心、陕西省法学会科学技术法学研究会、西
安市法学会知识产权法学研究会承办的 2017
知识产权·丝路论坛在陕西省西安市举办。

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走出去的企业
遇到了一些知识产权纠纷，主要原因是信息
了解不够充分，规避风险能力相对有限。同
时，中医药文化在海外的推广也亟需开展相
关保护的研究。西安交通大学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以举办此次研讨会为契机，为将来企业
走出去提供智力支持。

在主题报告环节，相关专家学者围绕
“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
流和探讨。

在分组讨论环节，本次论坛共设置了
“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专门制度研究”“‘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知识产权现状研究”“科技
法与知识产权前沿问题研究”3个分论坛，各
位专家学者就一些学术体会、实务经验相互
交流，彼此之间展开了真诚而务实的多视角
畅谈，为今后的学术研究和司法实务提供了
借鉴。

（魏文泽 陈 波）

知识产权·丝路论坛
在西安举办

凝聚中意两国艺术家心血的新版歌剧
《图兰朵》，作为丝路文化交流活动的重磅内
容，日前在陕西大剧院拉开帷幕。

歌剧 《图兰朵》 美轮美奂的视觉效果令
观众惊艳，而壮丽优美的音乐更是让人心潮
澎湃。通过观看，观众对原本陌生的意大利
歌剧有了近距离的体验与感受。歌剧 《图兰
朵》 是意大利著名作曲家普契尼的最后一部
作品。他巧妙地把中国民歌 《茉莉花》 作为
音乐主线，将歌剧 《图兰朵》 打造成了东西
方文明相互结合的经典巨作。

（田立阳）

歌剧《图兰朵》
惊艳古城

歌剧《图兰朵》
惊艳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