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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庆 前 夕 ，一

条 振 奋 人 心 的 消

息 在 军 迷 圈 中 疯

传——中国海军首

艘 两 栖 攻 击 舰 下

水。这艘具有较强

的两栖作战和执行

多样化任务能力的

新型战舰，成为献

给新中国70华诞的

重磅礼物。

70年弹指一挥

间，让人不禁联想

起战史中令人唏嘘

的一幕。1950年 10

月 25日拂晓，即将

打响入朝第一仗的

志愿军战士，在阻

击阵地前发现了一

个从天而降的“黑

疙瘩”。这些经历

过 枪 林 弹 雨 的 老

兵，谁也不知道那

个“长着”巨大旋翼

的东西是什么、要

不 要 打 、怎 么 打 。

“黑疙瘩”很快飞走

了，随之而来的是

美军铺天盖地的轰

炸。后来，大家才

知道那是美军的侦

察直升机——一种

志愿军战士闻所未

闻的新式装备。

时光荏苒，当年

拿着“万国造”勇敢

走出国门的志愿军

将士，大多已经离

我们而去。他们第

一次面对直升机时

的惊诧，永远定格

在中国军队的历史

中——但这并不是

一种耻辱。恰恰相

反，正因为他们对现

代武器的陌生，才让

那场来之不易的胜

利显得愈加壮烈而

伟大。“如果我们装

备能好一点……”埋

藏在许多老兵心底

的遗憾，让人悲痛，又催人奋进。

现代化——一个中国军人夙兴夜寐、孜孜以求的目标。

新中国70年风云激荡，关于它的故事太多太多。当年，钱学

森历经磨难归国后，站在哈军工的小火箭试验台前，自信而

坚定地说：外国人能造的，中国同样能造！

血与火换来的经验，催动着人民军队迈向现代化的步

伐。而今，漫步在共和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的时光长

廊中，一个个灿若星河的国防科技成就璀璨夺目，当年一穷

二白、百废待兴的中国已经成为历史。从“两弹一星”到东

风-41、东风-17，从歼-5到歼-20、运-20……浩浩荡荡驶过

天安门前接受祖国和人民检阅的巍巍方阵，让整个国家感受

到了澎湃的力量。

安全，是民族复兴的压舱石。一个国家科技实力所能达

到的高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安全的穹顶。支撑这个穹

顶的，是实力，是创新，更是“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

等一代代国防科技人创造的伟大精神。

今年国庆热映的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中，有一段凄美的

爱情故事《相遇》。剧中那个至死也不能向爱人坦白自己“失

踪”秘密的主人公，用沉默而温柔的眼神，生动演绎了“干惊

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人。像他一样，许许

多多科技报国、无私忘我的科学家、军工人和子弟兵所作的

贡献，或许连他们的至亲也无从得知。他们的墓碑，矗立在

青山大漠间。其中很多人的墓碑上，甚至没有名字，只留下

四个字：“烈士之墓”。

“在征服宇宙的大军里，那默默奉献的就是我，在辉煌

事业的长河里，那永远奔腾的就是我……”中国从一个连螺

丝钉都造不出的国家，一跃成为具备较强现代国防科技实

力的大国，靠的正是这样一群人的默默奉献、无悔付出。每

一个中国人直至今天，仍在一呼一吸间享受着他们带来的

和平空气。

而今，不认识直升机的尴尬已经远去，中国有了自己的

直-10、直-20……钢多了，气要更多，骨头要更硬。驾驭着

现代科技装备的新一代中国军人，必将把和平与安宁作为最

好的礼物，献给祖国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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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风雨征程，70年砥砺奋进。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大型成就展”，开幕至今吸引大批观众前往参观。据统计，截至 11月 1

日，成就展累计接待观众突破100万人次。
令人瞩目的是，此次展览评选出 150个“新中国第一”。其中，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功、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第一艘

自主研制的核潜艇正式交付海军、第一艘国产航母出坞下水……那些难忘的“第一”标定了70年国防科技发展的坚实足迹。
展览是一部浓缩的时间简史。让我们从一张张老照片、一件件实物模型中，探寻这些辉煌成就背后的故事，解读它们所承载的强国

强军使命。

步入展厅，跟随时光穿梭至 1956年。抬
首可见，上方悬挂一架国产歼-5型歼击机
模型。这是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它
标志着我国成为当时少数几个能够制造喷
气式飞机的国家之一。

1956年 7月，在东北某机场，一架银白色
的喷气式歼击机腾空而起。在飞机机身前
部，印着几个鲜红的大字——“中 0101”。这
个代号的意思是，新中国生产的喷气式歼击
机的第一批第一架。

1956 年 10 月 1 日的国庆阅兵式上，新
生产的第一批 4 架歼-5 型歼击机，从天安
门上空飞过。正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的毛
泽东主席，指着飞机对外国朋友说：“我们
自己的飞机飞过去了。”也是在这一年，他
在《论十大关系》中写道：“自从盘古开天
辟地以来，我们不晓得造飞机，造汽车，现
在开始能造了。”

从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机首飞成功，到
第一个导弹训练试验基地成立；从第一枚

近程地地导弹发射成功，到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成功；从第一次成功发射导弹核武
器，到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我国
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基本形成中国特色
国防科工体系。特别是“两弹一星”试验
成功，打破了霸权主义核讹诈、核垄断，极
大提高了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国际地位和
影响力。
“万物得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

进入新时代，国防科技数个“第一”的含金量
不断提升，建设创新型人民军队迈出坚实步
伐。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航母出坞下水、
“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相
继登顶超算之巅、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开始提
供全球服务……我们为每一次重大创新突
破而欢欣鼓舞，同时也期待未来越来越多的
“大国重器”名留史册。

那些彪炳史册的大国重器

纵览 70 年发展成就，两张照片展现出
一个文明古国向科技创新大国跃升的决心
和步伐：1978 年 3 月，全国科学大会在京开
幕，发出“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的号召；
2016 年 5 月 ，科技界最高规格的三大会
议——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
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同步召开，吹响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

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创新是
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从科教兴国战略到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70年来，科技“集结号”
每一次吹响，都释放出强大动能。

国防科技发展水平直接反映一个国家
的经济、科技和国防实力，是国家综合国力
的重要体现。武器装备是军队现代化的重
要标志，是国家安全和民族复兴的重要支
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两弹一星”的试验

成功，有力捍卫了我国国家安全、奠定了我
国重要国际地位。进入新世纪，神舟飞天、
“北斗”导航等重大国防科研成就的取得，不
仅带动了我国科技快速发展，而且彰显了我
国的综合国力。

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全球
创新指数报告》中，中国排名第 14位，位居中
等收入经济体之首。纵览 70年发展成就，我
们发现，“自主研制”“自行设计”的关键词贯
穿全过程。每一次重大科技成果的取得，都
离不开自主创新的动力推动。从第一架歼
击机、第一颗原子弹，到“神威·太湖之光”夺
得世界超算冠军，我国的国防科研成就已经
从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逐步向全球科技
领域的“第一”迈进，“第一”的含金量不断提
升。

那些勇攀高峰的自主创新

此次展览通过图片和模型的形式，展出
诸多国防科技创新成就，吸引大批参观群众
驻足。国家繁荣，离不开人民的奋斗。每十
年设立的一面“英模人物墙”，则将观众的视
线从形形色色的“大国重器”，转向这些成就
背后默默奉献的科技工作者。
“两弹一星”元勋、全军挂像英模林俊

德、核动力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载人航天
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一个个闪光

的名字，书写了时代的精神底色。不仅是他
们，还有更多科技工作者“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上世纪 60年代，我国在航天
城进行了“两弹结合”试验。“阵地七勇士”立
下了“死就死在阵地上，埋就埋在导弹旁”的
铮铮誓言，圆满完成指挥操作任务。直到 40
年后，他们才渐为人知。

正如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著名
核物理学家于敏说的那样：“人的名字，早晚

是要没有的，能把微薄的力量融进祖国的强
盛之中，人生足矣。”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的土壤更加丰沃，
一系列高精尖人才培养、使用、激励和竞争的
机制不断完善。

今年 1月，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京
举行，陆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从习主席
手中接过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证书。此次
颁发最高科学技术奖，不仅将奖金提高至
800万元，同时首次设计制作了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奖章。

事实证明，“创新之道，唯在得人”。归根
结底还是要依靠人才，才能让我国在科技创
新领域跑出自己的“加速度”，提高原始创新
能力，破解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实现高质量的
发展、实现“强起来”的飞跃。

那些灿若星河的闪光名字

70年，砺剑铸盾卫中华
—“伟大历程 辉煌成就”大型成就展中的国防科技发展足迹

■■本报记者 佟欣雨

1964年 10月 16日，新中国第一

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核试验场爆炸成

功，打破了少数国家的核垄断。这是

观众在成就展上参观我国第一颗原

子弹模型。

新华社记者 陈晔华摄

长征三号甲系列运载火箭在国家重

大工程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耀眼成

绩背后，有一支优秀的运载火箭研发团

队。这是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总装车

间，科研人员正在对尾裙。 新华社发

6月17日，新一期全球超级计算机

500强榜单面世，中国超算上榜数量蝉

联第一。这是安装在国家超级计算无

锡中心的“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

机。 新华社记者 李 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