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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桂科高字〔2019〕59 号 

 

 
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关于印发广西石墨烯产业协同创新 
发展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人民政府，自治区人民政府各组成部门、各直属机构： 

经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广西石墨烯产业协同创新发

展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厅   广西壮族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2019 年 3月 13日 

（此件主动公开）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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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石墨烯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全区创新支撑

产业高质量发展推进大会的有关精神，抢位发展石墨烯产业，以

科技创新驱动我区石墨烯产业跨越式发展，提升石墨烯产业自主

创新能力，推动石墨烯产业成为广西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先导

产业和特色产业，加快我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推动全区工业高

质量发展，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全区工

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着力“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抓创新、

创品牌、拓市场”，以石墨烯产业与广西制造业深度结合为方向，

以做强品牌和做大产业为目标，突出创新驱动引领支撑作用，通

过“政产学研用”相结合，发展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石墨烯产

品和项目，催生石墨烯新型应用，以此推动石墨烯技术原创及产

业化、石墨烯领域的高端创业和石墨烯为代表的碳纳米材料示范

应用，初步形成具有广西特色，集产品研发、推广应用、技术服

务于一体的石墨烯产业体系，助力我区的产业升级、结构优化及

经济健康快速发展，将我区打造成为中南和西南地区产业应用示

范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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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本原则。 

市场主导，政府引导。坚持市场主导和政府引导相结合，充

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强化企业的市场主体作

用。发挥政府的宏观引导作用，优化政策方式和导向，引导石墨

烯产业发展符合我区产业规划和政策要求，并在政策法规、体制、

机制等方面积极营造有利于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良好环境。 

重点突破，协同创新。发挥我区在汽车、机械、冶金、建材

等工业领域的优势，选择重点示范应用领域，围绕关键环节，集

中要素资源，实施重点突破战略。以强化产业创新科技创新为主

线，坚持前端聚焦，中端协同，后端转化，充分整合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生产企业、下游用户等创新资源，构建协同创新机制，

共同开展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的联合攻关，加快科研成果转化。 

龙头带动，产业集聚。扶持壮大一批具有带动作用的重点龙头企

业，研发和引进石墨烯先进技术，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聚焦产

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培育一批重大战略项目，扶持一批影响

大、带动力强的龙头企业，鼓励龙头企业牵头和参与国内外行业

标准制订，培育特色产业集群，加快形成产业链完善、辐射带动

作用强的石墨烯产业集聚区。 

行业示范，特色发展。充分利用我区的产业优势和区位优势，

突出精准投入、精准招商、精准扶持的工作思路，促进我区石墨

烯产业加快做大做强。鼓励各地区根据自身特色特点，积极培育

石墨烯产业的应用示范基地与应用示范点，找准方向，补齐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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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产业高技术含量、产品高附加值和市场高占有率，促使不同

区域、不同企业间石墨烯产业差异化发展。 

（三）发展目标。 

到 2022年，形成较为完善的石墨烯材料研发、制备、应用

等产业发展体系，产业集聚集约发展区域格局初步显现，建设 5

家以上自治区级创新平台和创新基地，重点开展在石墨烯批量制

备、石墨烯复合材料、石墨烯润滑材料、石墨烯生物医药应用和

石墨烯车辆应用方面的关键技术攻关，推动石墨烯在交通、汽车、

机械、光电、生物医药等领域的产业化应用示范，实现石墨烯及

相关产业规模突破 80 亿元，力争广西石墨烯产业创新发展达到

全国先进水平。 

二、重点任务 

（一）石墨烯制备技术突破。 

1.目标：研发以二维石墨烯及立体化石墨烯粉体结构为代表

的石墨烯原材料制备技术。 

（1）二维石墨烯：开展新型绿色环保型石墨烯材料生产工

艺攻关。针对不同的应用场景，定制化开展不同层数、不同粒径、

不同表面形态的石墨烯材料制备。通过先进的制备工艺控制，提

升石墨烯材料的品质和性能，进一步降低石墨烯材料生产成本。

揭示二维纳米石墨烯层片材料的形态、结构、尺寸等特征对复杂

工况和苛刻服役条件下的界面行为影响规律，突破复杂工程服役

中绿色环保的石墨烯精细化可控改性关键技术与方法，扩大石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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烯材料在涂料、沥青、建筑材料等传统行业的应用。通过提升石

墨烯材料在高导电、高导热、高强度方面的理化性能，深化石墨

烯材料在新能源、电子信息和特种复合材料行业的使用。 

（2）立体构造石墨烯粉体技术：以石墨烯三维构造粉体量

产制备和系列化应用产品研发为主线，围绕石墨烯及其应用产品

的共性关键技术问题进行科技攻关，获得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科技成果，形成一条石墨烯制备全自动化生产示范线，研发出

多种石墨烯三维构造粉体规模化应用技术，建设高标准石墨烯及

应用产品检测平台，在石墨烯研究与应用领域达到国际领先水

平。 

2.技术要求： 

（1）二维石墨烯：层数、粒度、型貌可控。层数在 1～10

层范围内可调节，粒径 D50在 3～30μm可调节。粉体振实密度

＜0.1 g/cm3，比表面积 180～550m2/g可调节，水的质量分数＜

1.0%，含碳量 80～98%可调节，含氧量 1～5%可调节，含硫、含

氮元素可微量调节，PH 值 6～8；浆料固含量 0～5%可调节，分

散性能稳定，无明显沉降。产能 10 吨/年。 

（2）立体构造石墨烯粉体：①石墨烯立体多级孔自掺杂材

料具有超高比表面积、高导电性、自掺杂、多级孔结构等性质；

②建成年产 50吨的石墨烯三维构造粉体自动化连续生产线 1条。 

3.承担单位： 

（1）广西清鹿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广西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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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广西大学，广西北部湾石墨烯产业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二）石墨烯复合材料开发技术突破。 

1.目标：研发多功能高性能石墨烯复合材料。 

（1）活性炭—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研究获得超级电容器

用活性炭-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的制备配方和工艺，揭示该复合

材料制备工艺、微观结构、组分配比等对电容性能的影响，突破

其在产业化过程的关键技术。 

（2）石墨烯与稀土改性铝基超导热材料与散热器件：研究

石墨烯与稀土改性铝基超导热材料的制备配方，开发生产新工艺

和装置，实现该材料在大功率特种 LED（发光二极管）照明器件

中的应用示范。 

（3）节能环保石墨烯电热薄膜芯片：研发石墨烯电化学剥

离法生产技术、石墨烯分散和改性技术、石墨烯电热薄膜芯片用

水性油墨生产技术、石墨烯印刷薄膜生产技术、石墨烯电热薄膜

芯片远红外波长调控技术等，获得以石墨烯为功能材料的节能环

保石墨烯电热薄膜芯片产品，形成完善的生产技术。 

（4）新型改性石墨烯 EPS（聚苯乙烯泡沫）制品：研究改

性石墨烯 EPS聚合技术，通过拓展不全位错的形核及运动来实现

塑性变形，提高石墨烯 EPS强度。通过调控石墨烯表面官能团，

实现石墨烯在多孔 EPS基体中高度分散，降低导热系数。研发石

墨烯空腔模块和石墨烯装配式建筑制品的新生产工艺和装置，实

现产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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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技术要求： 

（1）活性炭—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①比表面积＞2000m³

/g, 比电容＞270F/g；②建成超级电容器用活性炭-石墨烯复合

电极材料中试生产线 1条。 

（2）石墨烯与稀土改性铝基超导热材料与散热器件：①石

墨烯+稀土改性铝合金加工性能指标：改性 6系铝合金延伸率大

于 80%，实现其标准耐盐雾腐蚀 500 小时以上,导热系数 290W/mK

以上；②大功率 LED 用新型超导散热器件：单体导热系数

6700W/mK，取热热流密度＞1100W/cm，产品功率＞800～1500W；

③建成年产 100吨的石墨烯稀土改性铝基微重分子超导热材料

和年产 2000 套的石墨烯稀土改性铝基微重分子超导热材料散热

器件中试生产线各 1 条。 

（3）节能环保石墨烯电热薄膜芯片：①产品中石墨烯碳层

数≤10 层；②电热薄膜生产过程中，采用环保水性粘结剂替代

高毒性有机粘结剂；③石墨烯电热薄膜电热转化效率为90%以上，

比传统碳晶电热片提高 10%以上；④石墨烯电热薄膜的有效发射

波长范围拓展为 3μm～3mm，且辐射功率≥0.07mW/cm2；⑤芯片

厚度≤0.2mm；⑥建成年产 57 万平方米的节能环保石墨烯电热薄

膜芯片生产线 1条。 

（4）新型改性石墨烯 EPS 制品：①改性后的石墨烯 EPS制

品导热系数低至 0.031；②抗拉强度在 0.3Mpa 以上，超过国家

标准的 3 倍；③建成年产 8000 吨的改性石墨烯 EPS制品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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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石墨烯装配式建筑墙体制品 3500吨，石墨烯空腔模块 2000

吨，高强度高韧性石墨烯 EPP（发泡聚丙烯）汽车应用及冷链包

装制品 2500 吨。 

3.承担单位： 

（1）活性炭—石墨烯复合电极材料：北海和荣活性炭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2）石墨烯与稀土改性铝基超导热材料与散热器件：中铝

广西有色稀土开发有限公司。 

（3）节能环保石墨烯电热薄膜芯片：广西师范大学，广西

北海星石碳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4）新型改性石墨烯 EPS 制品：广西云亭烯技术有限公司。 

（三）产业率先示范应用技术突破。 

1.目标：开展以改性高性能润滑材料开发、改性沥青、改性

塑料、改性正负极导电剂为代表的率先示范应用技术开发。重点

突破高抗磨、低摩擦、低成本、长稳定的石墨烯润滑油开发关键

技术，石墨烯与高改性剂以及基质沥青的高效融合复配改性技

术，氧化石墨烯表面修饰新技术，锂离子电池正负极导电剂改性

技术，加快推进石墨烯为代表的碳纳米材料应用产品在机械、汽

车、高铁、路面交通领域的应用示范。 

（1）工程机械用石墨烯改性高性能低成本润滑剂：研究二

维纳米材料石墨烯在非极性有机烃类、精制矿物油等基础油中的

可控分散和相容性的关键技术。研究适应工程机械工况的石墨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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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剂配方，开发石墨烯添加剂和石墨烯润滑剂生产工艺，对现

有润滑油生产线进行升级改造，形成批量生产能力。 

（2）汽车发动机用石墨烯节能减排润滑剂：研究绿色环保

型纯物理法石墨烯原料制备技术及亲油性改性工艺，揭示复杂工

况和苛刻服役条件下石墨烯与其他节油抗磨剂的协同减摩机理

及与燃油经济性、降噪、寿命指标之间的耦合关系，开发石墨烯

润滑添加剂和石墨烯发动机油。 

（3）商用车柴油发动机用石墨烯高性能润滑剂：研究无机

纳米石墨烯材料在商用柴油发动机的高效减摩性能应用机理，研

究石墨烯片在润滑剂的分散稳定性技术，开发石墨烯发动机油和

生产制备工艺，实现规模化工业生产。 

（4）石墨烯改性沥青：充分利用石墨烯的二维结构特性及

其的力学（强度最大）、热学（导热率最高）性质。针对目前传

统改性沥青抗老化、耐水损、高低温性质，进行高品质沥青改性

技术攻关。研究石墨烯与高聚物、废旧橡胶粉体等改性剂以及基

质沥青的高效融合复配改性技术，以获得高品质改性沥青材料，

大幅提高路面的使用性能和寿命。收集现有石墨烯改性橡胶沥青

实验路段的各类数据，比对分析形成科研报告，逐步增加示范路

段长度。 

（5）石墨烯改性塑料：利用氧化石墨烯双亲性、高强度高

模、染色，以及还原后导电、导热、增强能力强等特点，通过调

控表面相容剂有机官能团，开发氧化石墨烯表面修饰新技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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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石墨烯在不同种类塑料基体中的高度分散，形成基于传统高分

子加工工艺的具有原创知识产权的石墨烯改性塑料规模化制备

与应用技术，实现车用改性塑料低成本高性能化应用。 

（6）锂离子电池制造用石墨烯改性正负极导电剂：研究提

高石墨烯及其复合电极材料的高倍率性能和循环寿命，使其能满

足实际应用需求；研究石墨烯的储锂机理及其复合材料中的微观

形貌与电化学性能之间的关系；研究石墨烯的尺寸、结构、缺陷

以及孔径等对电化学性能的影响。 

2.技术要求： 

（1）工程机械用石墨烯改性高性能低成本润滑剂：①极压

抗磨指标：石墨烯传动油 FZG（齿轮试验机）台架测试通过 9级，

石墨烯润滑脂磨斑直径下降 10%；②减摩指标：石墨烯润滑油摩

擦系数降低 10%；③寿命指标：石墨烯润滑油寿命提高 50%（石

墨烯传动油和齿轮油通过 1500h行车试验，石墨烯液压油通过

3000h氧化安定性测试）；④降噪指标：装载机满负荷举升工况

下噪音峰值降低 1dB（A）以上；⑤成本指标：石墨烯传动油、

石墨烯液压油、石墨烯润滑脂成本小于国外同等规格润滑剂价格

的 50%；⑥形成 1 万吨石墨烯润滑油生产能力。 

（2）汽车发动机用石墨烯节能减排润滑剂：①摩擦系数降

低 25%，极压抗磨性提高 20%；②发动机综合燃油油耗降低 5%，

THC 排放减少 30%，CO排放减少 20%；③噪声降低 2dB；④石墨

烯发动机油通过 1000h台架测试；形成年产 400吨石墨烯发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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润滑油生产能力。 

（3）商用车柴油发动机用石墨烯高性能润滑剂：①摩擦系

数降低 10%，高温极压性能提高 15%，磨损量降低 15%；②石墨

烯润滑油通过 1000h 重负荷柴油发动机台架测试；③根据研发进

度和市场情况适时形成 3000 吨生产能力。 

（4）石墨烯改性沥青：实现石墨烯改性橡胶沥青性能与传

统改性沥青相比，在高低温性能、抗水损、耐老化、抗疲劳性能

等综合技术指标超越国家现行改性沥青标准规范 30%以上；建设

一条年产 10 万/石墨烯改性橡胶沥青生产线；实现石墨烯改性橡

胶沥青示范路 300 公里，其中，国省干线 200公里，市政道路

100 公里。 

（5）石墨烯改性塑料：①石墨烯染色改性聚丙烯“闭孔”

发泡珠粒及成型体：发泡珠粒的倍率 10～45 倍，成型体拉伸强

度为 0.4～1.2MPa，抗静电值：106～1010欧姆；②石墨烯染色

改性 PC/ABS 复合材料：冲击强度＞50(kJ/m2)，屈服强度＞

52MPa，弯曲模量＞2100MPa；石墨烯改性高光免喷涂 ASA格栅材

料：屈服强度＞45MPa，弯曲模量＞2000MPa，钢琴黑的镜面效果

(L 值 5.5～6.5，a 值-0.8～-0.2，b 值-4.0～-3.0)；石墨烯染

色改性 PP/PE低气味车用塑料：总碳含量＜40μg/g，粒子气味：

符合大众、上通五企业低气味检测标准要求；③建设年产万吨级

石墨烯改性塑料和年产 2500 吨石墨烯改性聚丙烯“闭孔”结构

发泡珠粒及成型体工业示范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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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锂离子电池制造用石墨烯改性正负极导电剂：①在

INR1865OP 系列负极上进行小批量（<3 万 PCS）一定比例添加使

用，提升负极的克容量，快速充电时间≦1h，循环寿命≧2000

次，能量密度≧260Wh/kg，功率密度≧1000W/kg；②在 INR1865OP

系列负极上进行批量（>10 万 PCS）一定比例添加使用，提升负

极的比容量，能量密度≧260Wh/kg，功率密度≧1000W/kg。 

3.承担单位： 

（1）工程机械用石墨烯改性高性能低成本润滑剂：柳工机

械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大学，司能石油化工有限公司。 

（2）汽车发动机用石墨烯节能减排润滑剂：广西科技大学，

上汽通用五菱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广西清鹿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3）商用车柴油发动机用石墨烯高性能润滑剂：广西玉柴

机器集团有限公司，广西玉柴机器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北海玉柴

马石油高级润滑油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4）石墨烯改性沥青：广西大学、广西正通工程技术有限

公司，广西正路工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5）石墨烯改性塑料：柳州炜林纳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 

（6）锂离子电池制造用石墨烯改性正负极导电剂：广西卓

能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广西师范大学。 

（四）推进石墨烯小镇（鹿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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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标：依托清华紫荆（柳州）技术转移中心，结合地方产

业基础，以广西柳州石墨烯车辆应用研究院为创新载体，通过人

才引进、技术转移、成果转化、项目推荐和精准招商逐步形成石

墨烯产业项目、人才集聚，产城融合，宜居宜兴的石墨烯创新小

镇。项目实施完成后预计年工业总产值 30～50亿元。2019 年至

2022年完成石墨烯新材料产业基地一期建设，引进 12 家以上石

墨烯生产企业，一期完成建设后工业总产值预计达 5～8亿元。 

2.建设规划及建设内容：石墨烯小镇（鹿寨）建设规划在广

西柳州市鹿寨经济开发区内。项目总占地面积：2000 亩。一期

位于鹿寨县中小科技企业创业孵化基地内，占地约 500亩，投资

11 亿元；二期位于精细化工与汽配产业园内，占地约 1500亩，

投资 29亿元。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成立石墨烯新材料车辆应用

研究院；设立石墨烯新材料产业引导基金；规划建设石墨烯新材

料产业园区，一期划分为四个功能区：研发孵化园区、产业化加

速园区、产业化应用创新示范园区、综合配套区。二期规划适时

启动。 

3.承担单位：项目由柳州市政府、清华紫荆（柳州）技术转

移中心共同建设开发，鹿寨县具体推进实施。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依据已组建的自治区石墨烯产业工作

领导小组和广西石墨烯产业专家决策委员会组织构建石墨烯产

业协同创新体系，开展关键共性技术攻关、推动产业创新平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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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统筹协调全区石墨烯产业协同创新发展有关工作。各相关市

人民政府、自治区各有关部门以及单位共同推进石墨烯加工产业

工作，定期向自治区领导汇报石墨烯产业协同创新发展的有关情

况。（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各相关市人

民政府） 

（二）加大财政和政策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广西财政资金导

向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加大对石墨烯产业投资。统筹各部门相关

政策资源和资金，利用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发展专项资金、自治

区创新驱动发展专项资金、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优先支持符合条

件的石墨烯产业重大专项、重点研发项目、重点技术改造和产品

升级项目、石墨烯产业基地建设项目。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

在年度财政性资金中安排 5000万元，用于推广石墨烯产品应用，

引导石墨烯产业高质量发展。落实金融促进经济发展有关政策，

鼓励和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石墨烯产业自主创新的信贷扶持。引

导全社会加大研发资金投入，支持我区石墨烯产业协同创新发

展。（责任单位：自治区财政厅、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发

展改革委、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人民银行南宁中心支行、广西

银保监局、各相关市人民政府） 

（三）加强创新平台建设。鼓励符合条件的依托单位建设石

墨烯领域的重点实验室、重大科技创新基地、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博士后科研工作站、院士工作站等多种类研发技术平台建

设，引导建设大型石墨烯技术检测、试验公共服务平台，夯实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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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同创新基础。支持构建以企业为主体的产学研技术创新战略

联盟，鼓励企业加强与国内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的技术交流和

技术合作，加强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平台建设。筹建广西石墨烯产

品质检中心，推进石墨烯相关产品应用及产业化。（责任单位：

自治区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各

相关市人民政府） 

（四）制定石墨烯标准体系。紧紧围绕石墨烯产业发展特色

和需求，发挥广西石墨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作用，将石墨烯产业

重大共性关键技术和专利转化为技术标准，研制并实施一批石墨

烯地方标准，积极鼓励龙头企业主动牵头和参与国内外行业标准

制订，建立健全标准体系。鼓励石墨烯产业技术联盟、社会团体

和企业，从石墨烯全产业链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的团体标准

和企业标准，促进技术专利化、专利标准化、标准市场化，提高

科研成果转化现实生产力，引导石墨烯产业不断创新全方位发

展。（责任单位：自治区市场监管局、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

发展改革委、各相关市人民政府） 

（五）打造石墨烯产业应用示范。推进石墨烯材料在下游产

业上的应用，制定石墨烯小镇（鹿寨）建设方案，在具有良好产

业基础的地区建设石墨烯产业应用示范基地和示范园区，重点培

育石墨烯在汽车、机械、建材、光电、新能源、交通等领域的应

用示范项目。建立关于石墨烯产品首批次应用示范的奖励机制，

鼓励和提倡企业率先进行应用示范，助推石墨烯产业协调创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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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发展改革委、

交通厅、住房城乡建设厅、各相关市人民政府） 

（六）加强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全职引进和柔性引进兼备的

高层次人才机制，加强国际高端人才的引进与合作，积极引进国

内外石墨烯领域的高端科研机构、创新科研团队和领军人才。加

强创新人才储备及培养机制，充分利用“八桂学者”和“特聘专

家”等现有人才团队资源，依托重点实验室、石墨烯技术研究院

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针对产业创新需求和企业发展需要培

养储备一批技术过硬的高水平专业型人才队伍，为广西石墨烯产

业协同创新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知识储备和人才支撑。（责任单位：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科技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教育厅、各

相关市人民政府） 

（七）加大精准招商引资力度。定期开展石墨烯研发、生产、

应用企业需求对接，研究编制石墨烯产业招商目录，有针对性地

开展产业招商。积极与全球各地区开展合作，吸引全球石墨烯生

产、应用企业来我区集聚，带动人才集聚。建立重点招商对象信

息库，集中包装和策划一批重大产业项目，针对性的遴选和聚焦

国内外石墨烯产业链知名企业，着力引进一批创新能力强、技术

水平高、辐射作用大、带动能力强的石墨烯生产及下游深加工企

业，通过精准招商推进产业链延长、产业集群做大。（责任单位：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科协，各相关市

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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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加强考核监督。自治区各有关部门、各相关市人民政

府、任务承担单位要进一步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协同推进，切

实把广西石墨烯产业作为推动我区经济加快发展的一项重要工

作抓好落实。每年年末，各责任单位要及时向自治区石墨烯产业

协同创新发展办公室报送年度工作推进情况及下一年度工作计

划。自治区石墨烯产业协同创新发展办公室将定期组织开展专项

督查，对工作推进不力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确保相关工作落实

到位。（责任单位：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厅、各相关市

人民政府） 

注：本方案自发布之日实施，有效期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

涉及奖补年度自 2019年至 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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