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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嫦娥四号”探测器首次成功登陆月球背
面，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水上首飞，“北斗
三号”基本系统完成建设，首次人工创建单条
染色体真核细胞，首台散裂中子源建成并投
入运行……前不久召开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
上，一个个好消息令人振奋。

回首 2018年，我国科技界强化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强化创新能力建设，加大政策落
实力度，深化创新开放合作，基础前沿和战
略高技术领域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科技
实力进一步增强。与此同时，我国在某些方
面依然存在创新能力不足、核心技术受制于
人等情况。比如，主要能源、原材料、消费品
等产量在全球占比不小，但企业设备利用率
仅为 70%左右；在产能过剩的同时，高新技
术产品却大量依赖进口。
“破解这些难题，必须依靠创新。”业内人

士认为，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
系，与以传统技术为基础的经济体系截然不
同。它要求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

导产业，新技术、新产品在每年经济增量中，
必须实现内涵式的扩大再生产。

创新驱动，是破解发展难题的钥匙。在
中国科学院院士姚建铨看来，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科学
技术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
途命运。在此形势下，我们既面临千载难逢
的历史机遇，又面临差距拉大的严峻挑战。
“目前，我国珠三角、长三角以及京津冀地

区逐渐步入智能化发展阶段，而其他大部分地
区还没有完成信息化。”姚建铨说，这是我们面
临的现实情况，广大科技工作者唯有把握大
势、抢占先机，不懈奋斗、勇于创新，才能肩负起
历史赋予的科技强国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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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破解发展难题的钥匙

沉静的夜晚，王安宝难以入睡——白天
阅读过的那些科研资料，在他的脑海里挥之
不去。他索性起身，站在阳台上遥望夜空，理
清纷乱茫然的思绪。

长期的工程设计实践中，王安宝强烈地
感到，当前防护工程建设正面临严峻挑战。
多年前，因在防护工程设计领域取得多项成
果而小有名气的他，毅然决然转向了防护工
程理论研究。

出于对这个年轻人的欣赏，中国工程院院
士杨秀敏让他担任了某重点课题负责人。该
课题能找到抵御某类军事破坏的工程防护方
法，无疑对防护工程建设有着重要意义。

开弓没有回头箭。一番思考之后，王安
宝提出了自己的研究思路。当时，有人担心
他步子迈得太大，会摔跟头。
“战场不等人，战场急需的就是军事科研紧

跟的。”王安宝说，在科技创新领域必须敢闯敢
试，必须有一股直面挑战、抢占前沿的气魄。若
总是跟在别人后头，亦步亦趋，很难有所突破。

此后，他每天和同事钻实验室，跑实验
场，忙得昏天黑地，家都顾不上。由于所研究
的领域涉及国防工程，王安宝在家人面前从
来不谈自己的工作，以至于岳父母去世时都
不知道女婿具体做的什么工作。

经过艰辛的探索，该课题研究如期完成。
成果公布，便在学术界引起轰动，并获得军队
科技进步一等奖。成功的喜悦，并没有让王安

宝停下追求的脚步。此后，他又担纲负责某重
点课题研究。经过 10余年的努力，一举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耀眼的荣誉背后，是常人难以想象的艰
辛付出。为了找到攻关突破口，王安宝成了
资料室的“常客”，每天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多
次被缩微胶片刺鼻的味道熏得头晕眼花流鼻
涕。一次，他带领课题组成员到野外试验场
做试验。为保证数据采集的准确性，每次爆
破后不等刺鼻的烟雾散尽，他就钻到试件下，
冒着高温爬进高度不足 80厘米的狭小空间，

借助手电筒的微光记录数据。
“创新源泉的涌流，不但需要思想的破

冰，更需要身体的坚守。”回顾自己的经历，王
安宝颇为感慨。他说，科技创新当然需要打
开解放思想这个“总开关”，但鼓起闯的勇气、
迈开试的步子同样必不可少。因为，无论多
么开放的思想、科学的思维最终都要落脚于
踏实的实践。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王安宝说，他很喜欢

这句古诗，读来让人心潮澎湃。如今，踌躇满志
的他，又向新的科研领域发起了冲锋……

矢志创新壮心不已
—军事科学院国防工程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安宝速写

■本报特约记者 赵 杰 通讯员 刘欣伟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量子通
信、北斗导航……今天，中国在科技领域的创
新跑出了自己的“加速度”。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很多专家表示，

我国科技创新的加速发展得益于一系列利于
高精尖人才培养、使用、激励和竞争的机制不
断完善，这让创新的土壤更加肥沃。事实也

证明，我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实现“强起来”
的伟大飞跃，提高原始创新能力，破解关键领
域核心技术，归根结底还是要依靠人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逐步健全，各类市场主体蓬勃发展。“大
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提出更是极大激发了全
社会创业创新热情，越来越多的创客、创新爱
好者及普通民众参与到创业创新大潮中来。
如今，从孵化器到众创空间，从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到科技成果转化……创新火炬熊熊燃
烧，照亮神州大地。
“正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创新气质和潜能，

使得中国的科技创新奇迹书写在世界各地。”
中国科学技术交流中心副主任赵新力说，当
前，我国高水平创新人才仍然不足，特别是科
技领军人才匮乏。为此，必须着力培养造就

一大批具有国际水平的战略科技人才、科技
领军人才、青年科技人才和创新团队。

得人之要，必广其途以储之。赵新力表
示，科技人才的培育和成长是有规律的，我们
要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为科技人才发展提供
良好的环境。同时，也要注重各个行业和岗
位的基础性技术人才的培养，不但要创新人
才评价机制，建立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贡
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还应扭转重
应用、轻基础的倾向，完善科技奖励制度，让
优秀科技创新人才得到合理回报。
“更为重要的是，在人才发展软环境上用

心、用力，搭建事业平台、人生舞台，让人才引得
来、用得好、留得住。”中国科学院院士余梦伦认
为，只有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厚植人才发展的
土壤，才能为创新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优化生态，培育万众创新的土壤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报告显示，改革开放
以来，我国大力实施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
略，科技创新队伍不断壮大。2017年，全国研
发人员总量达到 621.4万人，研发经费投入达
17606亿元。随着研发队伍的壮大、研发经费
的加大，如何激发科研人员活力、发挥经费最
大作用，成为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近年来，
我国科技体制改革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取
得实质性突破。从“天眼”探空到“蛟龙”探海，
从“神舟”飞天到高铁奔驰，一系列重大科技创
新成果彰显了改革带来的蓬勃创新活力。
“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

很多专家表示，当前，我国科技体制改革还面
临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国家创新体
系整体效能还不强，科技投入产出效益不高，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的能力不足等。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丁仲礼认为，解决这
些问题必须坚持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的“双
轮驱动”，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提升国家
创新体系整体效能。他指出，一方面要优化
和强化技术创新体系顶层设计，激发各类创
新主体的激情和活力，另一方面要让市场真

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把人的
创造性活动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价
等体制中解放出来。

不拒众流，方为江海。在很多业内人士
看来，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下的创新，绝不
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海之气、借八方
之力。因此，激发创新活力，还要不断改革
完善科研平台开放制度，充分利用国际创新
资源，开辟多元化合作渠道，才能在更高起
点上推进自主创新。

行路有道，东风正来。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表示，只要我们坚持以问题为导向、以
需求为牵引、以改革为动力，把创新这个“第
一动力”全力激发出来，必将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在科技强国征程上书写
决胜未来的奇迹。

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的引擎

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给中学生讲科学研

究项目课程，以培养学生科研兴趣。

新华社发（周 良摄）

国产大型水陆两栖飞机“鲲龙”AG600在

湖北完成水上首飞后驶向陆地。

新华社记者 程 敏摄

华中科技大学引力实验中心科研团队在

交流引力波探测装置运行情况。

新华社记者 熊 琦摄

璀璨繁星耀中华，科苑葳蕤创未来。1

月 8日，在热烈的气氛中，习主席向获得

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刘永坦和

钱七虎两名院士颁发奖章、证书。

每年年初，北京人民大会堂都会迎来“特

别的客人”——中国顶级科技精英。自1999

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实行改革以来，一批成

果世界“领跑”，基础研究夯实“内力”，“众创”

活力迸发涌流……近20年来，国际同行被不

断刷新的中国科技创新速度、高度所震撼。

这其中，军事科技创新发展同样惹眼。

舰船新型集成化发电技术、舰船综合电力技

术、网络通信与交换技术……军队系统创新

成果亮点纷呈，前沿性、探索性和自主创新

类成果犹如繁星，闪烁于我国创新驱动发展

的天空。

“科技创新，正在成为中国军队问鼎世界

一流军队的重要战略选择。”2016年1月11日，

新调整组建的军委机关15个职能部门亮相，

中央军委科学技术委员会进入人们的视野。

在世界媒体眼中，这一部门的诞生宣告了中国

军队“创新驱动时代的到来”。其实，军事科技

的水平，对未来战争的决定性影响，已是一个

不需要论证的课题。尤其是随着智能科技的

快速发展，战略高新技术和新兴军事领域日益

成为大国军事竞争的前沿和焦点。

近些年来，我国军事科技水平有了快速

发展，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不可否认的

是，总体水平与一些军事强国相比还有不小

差距。赶超，必须靠自主创新提升加速度。

在全国一盘棋大格局下，必须坚持自主创新

的战略基点，瞄准世界军事科技前沿，加强

前瞻谋划设计，加快战略性、前沿性、颠覆性

技术发展，不断提高科技创新对人民军队建

设和战斗力发展的贡献率。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科技创新，更在

得人、用人。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才驱动。

为此，要让愿意创新、有创新能力、取得创新

成果的人得到更多尊重，通过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创新科技投入政策和经费管理制度，

扩大科研人员在技术路线选择、资金使用、

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自主权，把科技人员创新

创造活力充分激发出来。

目前，我们围绕科技人才培养出台了一

系列政策，取得明显成效。但也要看到，某些

方面还存在制约创新的因素。为此，必须进

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体制机制，尤其要活络人

才培育、选拔、使用机制这个“关节”，敢于投

入、鼓励冒尖、集聚英才、释放活力，以大手笔

营造利于激活人才潜能和动力的创新新局。

国防科技，事关民族尊严、国家安全。

实践证明，唯有自主创新精神的不断浇筑，

国防科技才能不断迈出坚实的脚步。经过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建设发展，我们有了

更为雄厚的实力和坚实的基础。只要广大

科技工作者坚定信念、矢志创新，把握大势、

抢占先机，直面问题、迎难而上，必将写下新

时代奋斗者的辉煌答卷。

（作者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

以自主创新夯实国防科技前行脚步
■王传宝

故事·人物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