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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过去的 2020 年，吴晨听到过很多

称呼。

武汉，去年初，在方舱医院忙着做核酸

检测，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支援

湖北抗疫医疗检测队队员们叫她“吴队”；河

南，林州，在田间地头给乡亲们做检查，老乡

们喊她“吴教授”；北京，实验室，在食管癌医

治的攻关前线，学生们称呼她“吴老师”。

虽然称谓不同，但对待每一个身份，吴

晨都带着沉甸甸的责任感，“不管是抗疫、科

研还是教学，我都要问心无愧。”

她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长聘教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研究

员。作为一名 80 后青年科学家，她始终专

注于医治食管癌等恶性肿瘤的研究，希望破

译肿瘤基因密码。

每个位置上都有默默
的坚持和付出

主动申请驰援，火线集结前往，快速摸

索流程。

这是去年 2 月初，吴晨的“逆行”记忆。

作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支援

湖北抗疫医疗检测队队长，她和 20 多名队

员在武汉东西湖方舱医院，负责患者核酸检

测工作。

这是一项复杂又重要的任务，决定了能

否准确识别感染者、及时切断传染源。这也

是一支经验丰富的队伍，吴晨和队员们快速

建起实验室，制定核酸检测流程。第一批实

验结束时已经是深夜，吴晨告诉所有队员，

一定要提高成功率，“因为每个核酸检测管

对应的都是方舱医院里的一名患者。”她带

领 检 测 队 日 夜 工 作 ，核 酸 提 取 质 量 接 近

100%，检出率稳定在 99%以上。

物资一度紧张的日子里，她和队员们为

了节省防护服，在实验室不吃不喝一待就是

12 个小时；每天“全副武装”，连好多队员都

没见过摘下口罩的吴队……回望那段经历，

吴晨没有谈及太多当时的困难。“这样的难

题每个医疗队都有”，直面疫情，她最大的感

受，还是抗疫一线的互助和凝聚力。面对未

知的风险和高强度的工作，医护人员没有怨

言；不管多冷多晚，出了医院，总有志愿者车

队在守候……“每个位置上都有默默的坚持

和付出，多感人啊。”

有人问吴晨害不害怕，“我说当时太忙

了，实在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一滴眼泪都没

流过。”如此坚强的吴队，从武汉回来后，却

再也不忍翻开那本记录每天工作内容和感

受的“战地”日记；如此坚强的吴队，在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会的现场，听到那

句“世上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

出的凡人”时，忍不住湿了眼眶。

要有核心技术，要解
决关键问题

每 个 研 究 领 域 总 会 不 断 冒 出 新 的 热

点，不过，吴晨的科研世界很安静，也很纯

粹。10 多年来，她一直沉浸在医治食管癌

的研究中，不断寻找基因密码。

为什么紧盯这一处？吴晨说，我国是食

管癌高发国家，而且和欧美人易患食管腺癌

不同，我国食管癌患者多为食管鳞状细胞

癌，没有现成的医治方案可以借鉴。“解决食

管鳞癌的问题，只能靠中国科学家自己。”因

此，吴晨专注于原始创新，“要有核心技术，

要解决关键问题。”

和其他一些科研人员不同，吴晨不单单

跟实验打交道，更多的是跟人打交道。“我做

科研永远都有一条，去高发区，跟老百姓聊；

在患者病床前，跟患者聊。因为我们面对的

是人，要知道人的需求。”每年，吴晨都会和

学生去很多趟河南林州，给老乡们做食管癌

筛查和早诊早治，随访病例寻找发病原因。

“老乡越配合、越信任，我们就越应有责任去

帮助他们。”吴晨说。从 1959 年开始，食管

癌防治项目已经在林州进行了 60 余年。“60
多年，几代人的传承，要延续下去，也要有发

展。从最开始的传统流行病学调研，到生化

筛查、营养干预，再到现在最先进的基因检

测，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科研里程碑，我们

的里程碑能不能做到？”

和人打交道，最终还是为了人。每每

发现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切实帮助患者解决

问题，实实在在降低发病率，就是吴晨最振

奋和最有成就感的时候。习近平总书记在

科学家座谈会上强调，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

技工作者肩负起历史责任，坚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

度和深度进军。吴晨说：“这是党中央的期

望，也是我们肩上的重担，青年科学家要担

负起责任。”

科学研究的过程就像是穿行在迷雾森

林，于无人处更进一步。10多年潜心钻研，吴

晨明显感觉到国家对基础研究和人才培养越

来越重视，投入也越来越多。“创新是未来，

一定要做基础研究，要有原始创新。”她也在

推动交叉学科的研究，团队涉及化学、信息、

地质等多学科，“把合适的人放在更适合的

位置上，这是高效的融合。”她曾获得“中国

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等多项

荣誉，科研成果多次摘得国家级奖项。

在吴晨眼中，从跟随到引领并不是一个

线性的过程，更在于点的突破。当然，这是

在整体水平提升的基础上。“一个创新的点

子可以带动整个领域。营造创新的环境，提

高人才培养水平，一定能产生重要的突破。”

给学生机会，在宽阔
的舞台上展现奇思妙想

学生眼里的吴老师，对待科研十分严

谨，也很喜欢鼓励人，能跟大家打成一片。

常有学生跟她说：“吴老师，我有一个新

的想法。”吴晨笑着鼓励：“那就说说。”她很

珍惜学生冒出来的点子，如果学生想清楚

了，就放手让他们去做。“告诉我需要什么支

持，没准就成功了，失败了也没关系。”有时

候，她会在学生身上看到自己当年的影子，

“我的导师林东昕院士就是一个很包容的

人。他常说，你想做什么就去做。调动人的

积极性才是最重要的。”也正因如此，吴晨对

待学生十分宽容，“要给学生机会，让他们可

以在宽阔的舞台上展现奇思妙想。有这样

的平台和机会，他们才能知道自己有这样的

本事。”

平 常 ，吴 晨 跟 学 生 说 得 最 多 的 还 是

“人”。“患者才是最好的老师，先了解患者的

需求，再回到实验室做科研，然后转化应用

到患者身上”“白大褂是神圣的，要尊重患

者，给患者希望”“不管多忙都先去林州待几

个 月 ，不 看 到 老 百 姓 ，永 远 不 知 道 问 题 在

哪里”……

这是她做科研的态度，也是她培养学生

时注重的品质：要脚踏实地做事，要有人文

关怀，要坚韧不拔，坐得住冷板凳，“可能一

辈子只做一件事，因为认准了。也许一辈子

什么都没有做出来，那也没关系。有多少人

在路上就放弃了，能坚持下来，已经非常了

不起了。”这一刻，这个在科研中追求纯粹的

科学家和那个在抗疫一线日夜工作、在村落

里做筛查诊断的身影有了奇妙的重合。未

来，她还是会沿着既定的科研方向一路前

行，“这不是一代人的事情，我有信心，会继

续坚持。”吴晨说。

上图为吴晨在实验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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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医治食管癌等研究十余年，中国医科院北京协和医学院长聘教授吴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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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全校师生坚守职责、

迎 难 而 上 ；这 一 年 ，清 华 人 风 雨 同

舟、守望相助，向社会传递人间大爱

……”清 华 大 学 推 出“ 我 和 我 的 学

校”主题微视频，通过几位师生的真

实故事，回忆 2020、展望 2035。

“心之所向是初心，行之所往显

担当。”青春的面孔年年更迭，但追

逐理想的信念不变。上海交通大学

首发主题微电影《心之所向》，记录

交大人延续钱学森、黄旭华等前辈

的足迹，朝着理想迈出坚定脚步的

成长故事。

1 月 1 日，清华大学、上海交通

大学等高校在网络上率先发起微视

频接力“我和我的学校·追梦 2035”，

号召学子们点赞祖国新时代，迎接

建党 100 周年。连日来，多所高校

积极响应，接力传递，上海、陕西、湖

南等地的中小学也纷纷加入。

“我和我的学校”网络微视频接

力活动由教育部组织，旨在深入学

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让广大青少年学生挖掘并讲述

“我和学校”的故事，感受“十三五”

时期发展建设成就，畅想“十四五”

及 2035 年的美好蓝图。

表达奋斗理想

2021 年 将 迎 来 中 国 共 产 党 成

立 100 周年，百年恰是风华正茂，同

样正值青春年华的学子们，纷纷表

达把个人梦想与祖国命运相连的

心愿。

清华大学环境学院副研究员张

大奕，在疫情防控期间深入一线开

展科研工作，助力疫情防控，并在疫

情期间火线入党。他在微视频中表

示，自己之前的研究方向偏理论研究，经过战疫斗争后，深感今后

的研究方向要转向能够解决实际风险防控的应用研究，帮助人民

群众解决最迫切的问题。

“老一辈科学家的这份情怀，鼓舞着我们脚踏实地，探索高

峰。”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019 级研究生查丽娜，是

上海交大洱海保护与治理团队的一员，“誓干惊天动地事，甘做隐

姓埋名人，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查丽娜决心沿着老一辈

科学家的足迹，艰苦奋斗，实现报国理想。

西安交通大学的微视频展示了学子们弘扬西迁精神，到祖国

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的青春选择；武汉大学的微视频，描绘出武

大人对自身成长的规划、对学校建设的展望以及对国家发展的期

盼；华中师范大学的微视频借“桂子有约——我和我的学校”特别

栏目，邀请师生畅谈在华师根植的教育梦想。医学、航空航天、环

境科学、机械工程、新闻传播……青年学子奋斗在各行各业，以优

异的成绩向建党 100 周年献礼。

脚踏实地努力

青少年学生们都认识到，建设好国家，要脚踏实地，而规划好

个人的发展，更要从眼前做起、从小事做起，才能迎接充满无限可

能的未来。

“我的‘十四五’，高考、18 岁‘成人礼’和大学生活，将是最难

忘的‘三部曲’。让我们一起踏踏实实奋斗，抓住人生出彩机会！”

上海市向明中学高二学生胡乔翔说。在实验室中了解机器人知

识，在校园舞台上演原创情景剧……在向明中学的微视频中，高三

学生曹文庭边讲述校史，边展示学校的活动，话语间洋溢着对未来

梦想的憧憬。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东郡小学的学生们在微视频中纷纷表

达对未来的规划和期待：“我是国家小学生足球队队员，我的梦想

是成为一名优秀的足球运动员，为国效力”“我希望我演奏的曲子

能够净化心灵，感动世界”“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新闻工

作者”……

大学生们则纷纷表示，要学好专业，以严谨的态度对待学业和

科研，这样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上海大学美术学院学生刁秋宇

把非遗传承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我愿用专业所学，传承非遗之

美，把真善美传递给更多的人。”

畅想美好蓝图

“我们都是追梦人，千山万水，奔向天地跑道……”伴随着《我

们都是追梦人》的青春歌声，谈到 2035 年，学子们满怀期待。

“2035 年我们的国家必将是更加富强、更加美丽的中国。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就如同登山那样，认准目标，一步

一个脚印向上攀登，一定能够到达。”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参与 2020
珠峰高程测量的登山队员们在微视频中表达了这样的信心。

疫情防控期间，众多师长投身抗疫一线，武汉大学医学生李倩

感受颇深。她说：“健康所系，性命所托，我要努力在医学领域用行

动证明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价值，奋斗就是青春最美的模样。”作为

研究生支教团团长，西北大学硕士研究生杨萌和支教地的孩子们

一起充满期待：“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新征程，我们青年一代将成为这些历史进程的见证者、参

与者和受益者。”

据介绍，活动分成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以“记住这些年”为主

题，2020 年 12 月启动，吸引青少年学生说成就、晒变化，厚植爱国

主义情怀。新年伊始，活动进入第二阶段，以“追梦 2035”为主

题。广大学子谈期待、话展望，表达在党的领导下，祖国建设目标

一定会实现的坚定信念。目前，活动已覆盖全国 10 多个省份的百

余所大中小学，相关微视频播放量超过 1 亿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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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合肥 1 月 4 日电 （记 者徐靖）

近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郭光灿院士团队

李传锋、项国勇研究组与香港中文大学袁

海东教授合作，在量子精密测量实验中同

时实现 3 个参数达到海森堡极限精度的

测量，测量精度比经典方法提高 13.27 分

贝 。 该 成 果 1 月 1 日 在 线 发 表 于《科 学

进展》。

单参数量子精密测量是量子精密测量

中最简单的问题，近年来在引力波探测等

问题中有了重要应用。但多参数量子精密

测量复杂得多，参数之间存在精度制衡。

如何减少参数之间的精度制衡以实现多参

数同时最优测量，是多参数量子精密测量

的最重要问题之一。

为了消除参数之间的精度制衡，研究

人员将单参数测量实验中控制增强的次序

测量技术应用到多参数测量中，通过调控

量子系统动力学演化，完全解决了量子比

特幺正演化算法中 3 个参数之间的精度制

衡问题，实现 3 个参数同时达到海森堡极

限的最优测量。

这项成果对于推动量子精密测量与海

森堡不确定性关系交叉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相关技术在实际测量中具有重要潜在

应用价值。

中科大在量子精密测量领域获重要进展

本报武汉 1月 4日电 （记者吴君）3 日，记者从华中科技大学

获悉：该校引力中心团队在量子重力仪研发方面取得突破，研制出

实用化的高精度铷原子绝对重力仪装备，并于近日成功交付给中

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经过市区、郊区和野外台站等多个点位的

双盲测量评估，以及专家综合评定，该仪器精度达到微伽水平，顺

利通过验收。作为首台为行业部门研制的量子重力仪，其成功交

付将打破高精度重力仪国外技术垄断的局面，为我国高端量子装

备的发展提供新途径，也为行业部门的仪器使用提供了具有我国

自主知识产权的新选项，更能够保障核心数据的安全。

我国首台高精度量子重力仪交付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1 月 2 日，许多小朋友在家长的带

领下来到江苏省南通市科技馆参观体

验，近距离感受知识和科技的魅力。

图为小朋友在科技馆体验“神奇

通道”。

翟慧勇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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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1月 4日电 （记者吴月辉）记

者从中科院国家天文台获悉：被誉为“中国

天眼”的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

将于 4 月 1 日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征集

来自全球科学家的观测申请。

据“中国天眼”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

主任、总工程师姜鹏介绍，自 4 月 1 日起，各

国科学家可以通过在线方式向国家天文台

提交观测申请，申请的项目将交由“中国天

眼”科学委员会和时间分配委员会进行评

审、提出项目遴选建议，并于 8 月 1 日起分配

观测时间。“面向全球科学界开放的第一年，

预 计 分 配 给 国 外 科 学 家 的 观 测 时 间 约 占

10%。”姜鹏说。

按照科学目标和相关战略规划，“中国

天眼”已确立多个优先和重大项目，其中包

括多科学目标漂移扫描巡天、中性氢星系巡

天、银河系偏振巡天、脉冲星测时、快速射电

暴观测等，但观测申请不限于这些领域。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常

进表示，FAST 验收运行以来取得的科学成

果远超预期，未来可以期待它带来很多惊喜。

位于贵州平塘的“中国天眼”于 2016 年

9 月建成启用，进入调试期；2019 年 4 月通过

工艺验收并向中国国内天文学家试开放；

2020 年 1 月通过国家验收，正式开放运行。

“中国天眼”4月 1日起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