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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 著名的药
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农工民主党的杰
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
工程院资深院士，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农工民主
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主席桑国卫同志
的遗体，11日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
化。

桑国卫同志因病于2023年12月7
日17时1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桑国卫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习近平、
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
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前往医院看望
或通过各种形式对桑国卫同志逝世表示沉
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11日上午，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
肃穆，哀乐低回。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
字的横幅“沉痛悼念桑国卫同志”，横幅下
方是桑国卫同志的遗像。桑国卫同志的遗
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中。

上午 9 时 30 分许，习近平、李强、
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
等，在哀乐声中缓步来到桑国卫同志的遗
体前肃立默哀，向桑国卫同志的遗体三鞠
躬，并与桑国卫同志亲属一一握手，表示
慰问。

党和国家有关领导同志前往送别或以
各种方式表示哀悼。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
部门负责同志，桑国卫同志生前友好和家
乡代表也前往送别。

新华社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 魏玉坤）
国家统计局1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
全国粮食生产再获丰收，全年粮食产量再创
历史新高。全国粮食总产量13908.2亿
斤，比上年增加177.6亿斤，增长1.3％，连
续9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全国粮食播
种面积17.85亿亩，比上年增加954.6
万亩，增长0.5％。其中，全国谷物播种面
积14.99亿亩，比上年增加986.3万亩，
增长0.7％；全国豆类播种面积1.8亿亩，
比上年增加174.3万亩，增长1％。

国家统计局农村司司长王贵荣表示，
2023年，尽管华北东北部分地区发生洪
涝灾害，但全国大部农区光温水匹配较好，
气象条件总体有利于粮食作物生长发育和
产量形成。同时，今年开展粮油等主要作
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重点推广耐密品
种，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实施效果明显。全
国粮食单产389.7公斤/亩，每亩产量比
上年增加2.9公斤，增长0.8％。

据介绍，2023年，全国夏粮产量为
2923 亿斤，比上年减少 25亿斤，下降
0.8％；早稻产量为566.7亿斤，比上年

增加4.3亿斤，增长0.8％。全国秋粮播
种面积稳中有增，大部分地区灾情较轻，特
别是北方旱地雨水多墒情好，秋粮产量增
加。上年长江流域部分地区高温干旱导致
秋粮减产，今年农业气象年景正常，实现恢
复性增产。

“2023年，全国粮食产量再创新高，
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
奠定了坚实基础，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
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也
为稳定全球粮食市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作出了积极贡献。”王贵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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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2月 11日电（记者 樊
曦）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
解到，今年前11月，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
资完成6407亿元，同比增长7.4％，截
至2023年11月30日，全国铁路营业里
程超15.55万公里，其中高铁4.37万公
里。

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11月
以来，国铁集团统筹建设资源，加强施工组
织，强化安全质量控制，科学有序推进铁路

建设，一批新线陆续建成投产。济南至郑
州高铁全线贯通运营，丽江至香格里拉铁
路、川青铁路青白江东至镇江关段建成通
车，西部铁路建设跑出“加速度”。天津至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铁路、南昌至景德镇至
黄山高铁、成都至自贡至宜宾高铁、汕头至
汕尾高铁汕头南至汕尾段、龙岩至龙川高
铁龙岩至武平段等在建项目取得重要进
展，进入开通倒计时阶段。同时，铁路部门
加快推动重点项目前期工作，延安至榆林

高铁、黄桶至百色铁路开工建设。
这位负责人表示，铁路建设投资保持

高位运行，对国民经济回升向好具有明显
的拉动作用。下一步，国铁集团将坚持主
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加快构建现代化铁
路基础设施体系，突出提升路网整体功能
和效益，高质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充分发
挥铁路建设投资带动作用，确保全面完成
年度国家铁路投资任务，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全国高铁营业里程达4.37万公里

新华社上海12月11日电（记者 杨
湛菲）教育部11日在上海召开新时代研
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座谈推进会。记者从会
上获悉，我国已累计培养1100多万研究
生。目前，我国有117个一级学科和67
个专业学位类别，全国范围内布局了1.9
万多个学位授权点。进入新时代，全国
780多个研究生培养单位向经济社会发展
主战场输送了60多万名博士和670多万
名硕士。2022年，在学研究生人数达
365万。

据介绍，近年来，数理化生等基础学

科得到加强，理工农医类博士点、硕士点
在全部博士点、硕士点的占比分别稳定在
70％、50％左右。同时新增了量子科学
与技术、先进能源等39个目录外一级交
叉学科点和半导体材料与器件等6196个
目录外二级学科或交叉学科点，增强研究
生教育对科学前沿和关键领域的支撑能
力。

出台《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等
制度、每年10余万人次导师接受专门培
训、打破学位授权点“终身制”、加大学
位论文抽检力度……近年来，导师指导能

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学位论文质量持续提
升，更高水平的研究生培养体系加快建
设。学位点授权、招生、培养、评价等关
键环节统筹联动，推进学术学位和专业学
位分类发展。

教育部提出，在3年内培养一批厚基
础、实战型、能集中解决企业最急迫技术
难题的高层次创新人才。加快布局社会需
求强、就业前景广、人才缺口大的学科专
业，优化学科专业的区域布局。深入研究
AI技术对研究生教育教学的影响，做好
政策和技术储备。

我国已累计培养1100多万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