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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技强国篇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破解“卡脖子”难题
的钥匙

“98、99、100！”5 月 28 日凌晨 3 时

2 分，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一间控制大厅，当大屏幕上的数

字突破 100 秒，所有人起立欢呼。

经过多年努力，有“人造太阳”之

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

（EAST）创造新的世界纪录，成功实现

可重复的 1.2 亿摄氏度 101 秒和 1.6 亿

摄氏度 20 秒等离子体运行，将原世界

纪录延长了 5 倍。

以“人造太阳”为代表，近年来，我

国在重大科技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领

域取得重要进展，从“中国制造”迈向

“中国创造”。

“十三五”期间，我国强化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强化创新能力建设。登

月探测器“嫦娥”、火星探测器“祝融”、

我国首个空间站“天宫”、全球低轨卫

星星座通信系统“鸿雁”……一系列重

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我国科技实力

进一步增强。

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发明专

利授权 53 万件。截至 2020 年底，我国

国内（不含港澳台）发明专利有效量达

到 221.3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

有量达到 15.8 件，超额完成“十三五”

规划纲要确定的 12 件目标，创新型国

家建设取得决定性成就。

同时，我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某些

领域仍存在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关键

核心技术“卡脖子”的现实短板。

关键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为统

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强有力的“筋骨”

支 撑 。“ 当 前 我 们 面 临 的 很 多‘ 卡 脖

子’技术问题，根子还是基础理论研

究 跟 不 上 ，源 头 和 底 层 的 东 西 没 有

搞清楚。”科技部基础研究司司长叶

玉江介绍，下一步，他们将对未来 10

年我国基础研究的发展作出部署和

安排。

此外，“十四五”期间，我国还将围

绕推动产业链高端化的问题，加快突

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强化前沿技术

部署。

推进科技体制改革

激发创新活力的引擎

4 月 7 日，由湖南科技大学领衔研

发的我国首台海底大孔深保压取芯钻

机系统“海牛Ⅱ号”，在南海超 2000 米

的水深下成功下钻 231 米，一举刷新

世界深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

深海钻机研发成功的背后，除了

科 研 人 员 的 付 出 ，也 离 不 开 政 策 支

持 。 近 年 来 ，湖 南 省 湘 潭 市 高 新 区

投 资 建 设 创 新 产 业 园 ，通 过 搭 建 平

台，推动形成创新产业链条，发挥市

场 集 聚 效 应 。 去 年 ，园 区 承 担 了 国

家 和 省 重 点 科 研 项 目 24 个 ，先 后 攻

克包括深海钻机在内的多项核心技

术。

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政策、法

律、社会环境，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落地

生根，服务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多地设

立高新产业园区的共识。这有助于激

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激情和活力，并让

市场真正在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到决定

性作用。

出 台 破 除“ 唯 论 文 、唯 职 称 、唯

学 历 、唯 奖 项 ”系 列 措 施 ，实 施 科 研

人 员 减 负 行 动 ……“ 十 三 五 ”期 间 ，

我 国 出 台 一 系 列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措

施 ，激 发 人 才 创 新 活 力 。“ 接 下 来 的

科 技 体 制 改 革 ，一 方 面 将 以 关 键 核

心技术攻关为重点推进科技管理体

制 改 革 ，另 一 方 面 则 以 科 研 评 价 为

抓 手 ，让 科 技 创 新 和 体 制 机 制 创 新

这两个轮子共同顺畅运转。”科技部

部长王志刚说。

“揭榜挂帅”改革是“十四五”科技

计划项目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山西

省，2019 年以来当地把煤炭绿色智能

开采作为突破点，广发“英雄帖”邀约

行业专业团队与专家，攻克长期以来

制约煤炭行业转型升级的核心技术；

在江苏省，通过技术产权交易市场，来

自长三角地区的企业以“技术悬赏”形

式向全社会求解难题，涵盖生物与新

医药、新能源与节能、新材料等多个重

点领域……

“‘ 揭 榜 挂 帅 ’的 核 心 就 是 紧 紧

围绕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紧

迫 需 求 ，来 设 计 研 发 任 务 。”科 技 部

资 源 配 置 与 管 理 司 司 长 解 鑫 介 绍 ，

这一改革在执行过程中，将以“军令

状”等举措压实责任，最终成果由用

户考核评价。

调动人才创新活力

培育万众创新的土壤

时值 6 月，正是水稻返青分蘖的

重要阶段。送别袁隆平院士，湖南杂

交水稻研究中心种植基地的试验田

里，一批批科研人员忙碌不停。

“年轻一代科研工作者成长很快，

他们中很多都是袁先生的学生，已经

成为杂交稻育种攻关和科研的中坚力

量。”原中国水稻研究所副所长黄发松

说，国家越来越重视水稻科研，全国各

地水稻研究院所蓬勃发展。目前，我

国杂交水稻研究技术路线成熟，从事

研究的科研人员数量众多，仅国家水

稻产业技术体系里的科学家就有 100

多位。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世界科技

强国必须能够在全球范围内吸引人

才、留住人才、用好人才。我国要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

高水平创新人才。”

在航空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

有限公司，有一个零件加工创新攻坚

的“ 梦 之 队 ”—— 文 墨 班 。 成 立 8 年

来，文墨班攻关课题 20 余项、协调改

进工艺问题 40 余项，拥有 12 项国家专

利。这个团队的平均年龄只有 30 岁，

团 队 领 头 人 方 文 墨 今 年 也 不 过 37

岁。越来越多的青年“大国工匠”，正

担当起这一代人的使命。

据统计，2019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

奖 获 奖 成 果 完 成 人 平 均 年 龄 为 44.6

岁 ，超 过 60% 的 完 成 人 年 龄 不 足 45

岁。从坚守抗疫一线从事临床救治探

索、药物疫苗研发的“90 后”科研工作

者，到指挥“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的

29 岁总调度鲍硕，青年科技工作者已

成为基础研究领域的中流砥柱、科技

计划实施的生力军。

“教育从娃娃抓起。”培养科技创

新人才的“后备军”，离不开教育领域

的实践引导。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

学的青牛创客空间，3D 打印机、新型

喷绘机、电路板雕刻机等先进设备应

有尽有。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自己

动手合作创新。小到智能控制八音

盒，大到会投篮的机器人，创客空间内

学生的作品越来越丰富。

除依靠学校自身力量外，北京市

科协还充分利用高校资源，选拔一批

中学生走进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实验

室，建设科技创新人才后备梯队。

科技成果服务人民

释放民生福祉的红利

6 月 3 日，在上海举行的 2021 浦

江创新论坛全体大会上，中国工程院

院士、军事科学院研究员陈薇展示了

一段视频：一名参加临床试验的湖北

武汉市民，吸入从设备中喷出的雾化

新冠肺炎疫苗。

“憋住气！好了！”

几秒钟后，这名市民就完成了接

种，疫苗微小颗粒进入他的呼吸道和

肺部。

据介绍，相较于注射式新冠疫苗

形成的体液免疫、细胞免疫，吸入式

新 冠 肺 炎 疫 苗 还 可 形 成 黏 膜 免 疫 ，

这三重免疫是最理想的状态。“不用

打 针 的 疫 苗 ”瞬 间 引 起 人 们 的 广 泛

关注。

从 14 天完成核酸检测试剂研发

和上市、迅速筛选评价一批有效治疗

药物，已有 5 款疫苗获批附条件上市

或紧急使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

来，我国科技界迎难而上、集智攻关，

发挥了重要作用。

“要把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惠民、

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

的重要方向。”在线教育缩减贫困地

区 的 教 育 鸿 沟 ，智 能 机 器 人 填 补 养

老 护 工 空 缺 ，“ 智 慧 厕 所 ”破 解 公 共

厕 所 使 用 困 境 …… 近 年 来 ，从 守 护

生 命 健 康 到 助 力 脱 贫 攻 坚 ，从 促 就

业 助 增 收 到 实 现 社 会 公 平 正 义 ，越

来越多的民生科技于无声处改变人

们的生活。

在安徽省金寨县，科技特派员杜

方平默默耕耘近 40 年，推广食药用菌

种植技术，在贫瘠的土地上种出“金疙

瘩”。像杜方平一样，党的十八大以

来，共有 28.98 万名科技特派员奔赴脱

贫攻坚第一线，成为农业科技的传播

者、科技创新的领头羊、脱贫致富的带

头人。

脱贫致富离不开科技要素，乡村

振兴更离不开科技创新。日前正式施

行的乡村振兴促进法提出，加强农业

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和种质资源库建

设，支持育种基础性、前沿性和应用技

术研究，实施农作物和畜禽等良种培

育、育种关键技术攻关。

可以预见，随着“三农”工作重心

历史性地转移到乡村振兴，科技特派

员将承担更加重要的使命，科技发展

将为推动农业生产发展、农民生活富

裕作出更大贡献。

新的征程，“第一动力”更澎湃
——展望“十四五”时期推动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本报记者 王 钰

夜晚的天空中，有一颗编号为 8117的小行星。它是漫天繁星中无

法用肉眼看见的一颗普通行星，却有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袁

隆平星。目前，以我国科学家名字命名的小行星约有数十个，点点繁星

点亮了我国科技强国的新征程。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

好。从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进入新世纪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

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到党的十八大后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的重要论断深入人

心，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

撑。5月 28日，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

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主席为“科技

自立自强”加上了一个重要的定语——“高水平”。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呼唤新担当、新作为。

在江西南昌举行的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成就博览会上，一系列硬核科技产品纷纷亮相。

图为展出的北斗便携式移动应急监测站，目前已应用到救灾工作中。 新华社记者 彭昭之摄

“时光之镜”建党百年沉浸式互动体验活动在上海渔阳里广场启动。毗

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旧址，5个“时光之镜”体验亭通过数字化交

互手段与参与者“对话”，向参与者讲述早期共产党人的初心故事。

新华社记者 刘 颖摄

风雨百年路，奋进新征程。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

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
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共产党领航中
国，在现代化建设道路上的探索与实践不
断深化。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我们再次站在新的时间关口。科技强
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擘画出“十四五”的美好蓝
图，吹响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号
角，我们必须同时间赛跑、与历史并进。

自今日起，本版推出“百年奋斗 强国之
路”系列策划，回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各领
域发展成就，瞩望“十四五”美好前景。

数字化让党史学习触手可及

在 广 东 省 珠 海 市 金 湾 区 的 图

书 馆 内 ，一 个 开 放 的 空 间 引 人 关

注 ——这里没有摆放书架和图书，

只摆放了 24 部耳机。在这个有声阅

读专区，74 岁的市民吴俊秋正在用

耳机听党史学习教育的有声资源。

“我视力不好，长时间看纸质书会感

到累，平时也会通过手机上的 APP

收听有声读物。”

电子阅览屏滚动推送党史学习

教育电子读本、扫二维码体验视听

结合的党史学习“大餐”……《2020

年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显示，数字阅

读平台正在成为主题内容传播的重

要 平 台 和 思 想 宣 传 的 重 要 阵 地 。

2020 年，多家数字阅读平台与“学习

强国”平台合作，设置了以学习党的

理 论 、党 史 为 主 要 内 容 的 专 题 板

块。 （段菁菁 吴帅帅）

红色科技嘉年华寓教于乐

亲手制作见证中共一大召开的

南湖红船遥控模型，操控红船穿过

代表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重大历

史 事 件 的“ 龙 门 ”；通 过 编 程 设 计 ，

“红军号”智能小车利用光电设备自

行 前 进 ，重“ 走 ”长 征 路 ……5 月 27

日，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青少年科

技环保嘉年华活动启动，在现场，学

生们在科技活动中追寻红色足迹，

重温红色记忆。

在遥控车模展区，通过编程设

计，学生们制作的“红军号”智能小

车利用光电设备自行前进。从“江

西瑞金”出发，沿途经过中央红军长

征的 12 个重要地点，一路前行到达

“陕北”。

新中国成立之初，1956 年，我国

第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生产线。如

今，学生们遥控着自己组装的解放牌

卡车模型，在操场上绘制的红色地图

上穿行，经过井冈山、重庆等多个革

命精神诞生地，最终到达抗疫英雄之

城武汉。 （杨 枫 王 琼）

当红色历史遇见新科技
——多地创新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一瞥

相关链接

开栏
的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