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36 岁的中科院
理化所研究员、博导丛欢，
专注于有机化学研究。近
20年来，他的生活和事业
与有机化学紧紧联系在一
起。在他眼中，在屡败屡
战和反复思考中摸索出一
条成功的路径，体验创造
的乐趣，就是科研最大的
收获。

核心阅读

本报北京 2 月 24 日电

（记者冯华）2 月 24 日 6 时 29
分 ，首 次 火 星 探 测 任 务“ 天

问一号”探测器成功实施第

三次近火制动，进入近火点

280 千 米 、远 火 点 5.9 万 千

米 、周 期 2 个 火 星 日 的 火 星

停 泊 轨 道 。 探 测 器 将 在 停

泊 轨 道 上 运 行 约 3 个 月 ，环

绕 器 7 台 载 荷 将 全 部 开 机 ，

开始科学探测。同时，载荷

中的中分辨率相机、高分辨

率相机、光谱仪等将对预选

着陆区地形地貌、沙尘天气

等进行详查，为择机着陆火

星做好准备。

“ 天 问 一 号 ”探 测 器 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成功发射以

来，已在轨飞行 215 天，距离

地球 2.12 亿千米。2021 年 2
月 10 日 探 测 器 进 入 环 火 轨

道，于 2 月 15 日实施了远火

点轨道平面机动，2 月 20 日

实施了第二次近火制动，目

前设备状态正常，各项飞控

工作正常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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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盯着屏幕上旋转的分子结构，一天

都不会觉得腻。”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

的一间办公室中，一名穿着浅蓝色套头衫

的年轻人指着电脑屏幕上的三维化学分

子模型说。

这个年轻人叫丛欢，今年 36 岁，是中

科院理化所研究员、博导，光化学转换与

功能材料重点实验室副主任。2018 年，他

带领的团队首次精确合成了共轭莫比乌

斯索烃，并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通

讯》上，被评价为“大环合成领域令人印象

深刻的重大进展”。

“支持我走下去的，
是对有机化学的喜爱”

每当被问及为什么研究有机化学，丛

欢总是不假思索地回答：“好玩。”

1999 年，正读高一的丛欢在化学竞赛

辅导课上结识了一群刚退休的大学教授，

他们的讲课中洋溢着对化学的喜爱。“老

师最常挂在嘴边的词就是‘好玩’，讲到兴

奋处时常手舞足蹈。”丛欢回忆道。

渐 渐 地 ，丛 欢 迷 上 了 有 机 化 学 。 他

加入了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在实践

中学习科研。在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

上，头顶炎炎烈日，年过六旬的中科院植

物研究所研究员陈佐忠挖了一米多深的

土坑，站在里面给十几个中学生讲授草

原土壤和植被知识。这一幕让丛欢深受

感触：“这段经历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科

学的种子。”

随后的求学经历中，这个年轻人的生

活与有机化学紧紧联系在一起。在 2002
年的全国高中学生化学竞赛决赛中，丛欢

为北京市代表队荣获一等奖，随后进入北

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学习，此后还

先后就读于波士顿大学、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理工学院。

有 机 化 学 是 基 础 学 科 ，又 是 实 验 科

学。实验中遇到的独立变量有很多，但为

了得到严谨的结论，每次实验只能对其中

一个变量稍加改变。只有通过成百上千

次的重复和摸索，才能够找到最优的实验

条件。这份工作不仅异常枯燥，而且时常

遭遇失败。

从事博士后研究期间，为了一个看似

简单的合成反应，丛欢曾经早出晚归做了

9 个月实验，但结果总不尽如人意，最终确

认原因是反应产物不稳定。丛欢虽然不

甘心，最后只能停止这个课题。

“支持我走下去的，是对有机化学的

喜爱。”对丛欢而言，科研中最大的收获与

满足，就是在屡败屡战的实验和反反复复

的思考中摸索出一条成功的路径，体验创

造的乐趣。

“抓住一闪而过的灵感，并通过实验

最终实现，这是常人难以体会的快乐。我

时常用这份快乐来填补失败的低潮，激励

自己去挑战更难的目标。”在丛欢看来，做

科研仿佛走迷宫，如果只看到眼前的墙，

难免会沮丧。只有站在一定的高度，才能

看到远方的目标，引导自己坚定走下去。

“ 竞 争 是 创 新 的 压
力，也是突破的动力”

求学时成绩优秀，31 岁成为中科院理

化所最年轻的博导、研究员……当被人夸

赞“聪明”时，丛欢总是说：“搞科研，光靠

聪明可不够。”

上学时，丛欢常常会提前规划出下一

周的日程，甚至具体到时段。难得的是，

只要列了计划，他一定会按时完成。

工作以后，每天的事情越来越多，再

加上科研工作的不确定性，丛欢无法详

细规划日程，但对于自己和学生每天的

工作仍会列出计划，并且根据重要性、紧

急 性 等 因 素 对 事 情 的 优 先 级 别 进 行 划

分。办公室的一块大白板上，展示着课

题组最新的进展，细致到每一名学生的

名字、任务和进度要求。“丛老师是一个

特别仔细、计划性很强的人。”中科院超

分子化学课题组科研助理赵宏丽说。

受益于讲条理、善规划的好习惯，尽

管工作千头万绪，丛欢总能有条不紊地完

成，甚至未来 3 到 5 年的科研工作也早有

规划，他称之为“打仗的战略图”。

在学生的印象中，无论多晚离开实验

室，丛老师办公室的灯都亮着。“科研工作

竞争激烈，特别是公认的重要课题，往往

有很多研究小组同时在做。很多时候，如

果不是第一名就输了。竞争是创新的压

力，也是突破的动力。”丛欢说。

大环分子是具有纳米尺度的环形化

合物，是超分子化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几

十年来一直处于基础研究的最前沿，也催

生了两次超分子化学领域的诺贝尔奖。

“我要做不一样的化学。”丛欢把自己的研

究方向定位在大环分子的合成与组装，借

助有机化学精准合成的优势，他希望不久

的将来利用具有特色结构的大环分子作

为“积木块”，以原子精度构建一系列新型

纳米功能材料。

“科研要契合国家需
求，这是‘国家队’的义务
和责任”

2015 年 5 月，丛欢回国后到中科院理

化所就职，在他眼里，“这不仅是回国，更

是回家！”

“我们赶上了好时候，从国家到院所

对青年人才越来越重视，提供了让科研人

员施展才华的空间和全方位的支持。”丛

欢说，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有浓厚的科学氛

围，有各领域的一流专家，还有全世界密

度最大的高精尖仪器群。

近年来，丛欢在功能大环分子方面取

得了一系列重要的科研成果。带领着平

均年龄 26 岁的团队，丛欢陆续创造出一个

又一个结构“好玩”又具备独特性质的新

奇分子：可以扩张和缩小的共轭碳纳米

环、分子莫比乌斯带组成的套环、在外界

刺激下发光颜色变化的分子领结、光热控

可逆的水下胶水……“有机化学是一门传

统学科，现在中国科学家的学术贡献越来

越多。”丛欢自豪地说：“有兵有将，还有好

兵刃，一定能出好成果！”

如果说，丛欢最初热衷于“玩”化学，

那么他现在的科研思路有了很大转变，

“科研要契合国家需求，这是‘国家队’的

义务和责任。”

除 了 参 加 学 术 会 议 、与 高 校 院 所 合

作，他还不时同各行各业的人跨界交流。

“医生、警官、高铁工程师等从业者的需求

都可以催生灵感。”丛欢感叹道：“我们稍

微转身，就是一片新天地。”

喜欢唱歌、动画、美食……生活中的

丛欢是学生眼中的阳光“大男孩”，可工作

中的他却是不折不扣的严师。“我们都说

丛老师有火眼金睛，许多细小的差错都看

得出来。”毛亮亮是丛欢指导的第一名博

士生，有一个课题做了 3 年，“过程挺艰难

的，丛老师不断地鼓励、帮助我，但标准毫

不放松。”

深受学生时期的影响，丛欢对科普活

动也满怀热情，如今每年都邀请中学生来

实验室进行科研实践，“我一年招一两个

研究生，干到退休只能带几十个学生。科

普活动受众数以万计，如果能让其中 1%
的人最终爱上化学，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专注于有机化学研究，中科院理化所研究员丛欢——

“我要做不一样的化学”
施 芳 吴健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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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自立自强
青年科学家

R

本版责编：杨 暄 陈圆圆 曹雪盟

由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倾力打造的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

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开播，受到广大电视观

众的关注和好评，在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

方面获得成功。我作为思想解读人参加了第

一集《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和第十二集《直挂

云帆济沧海》的录制，感触很深。该节目受到

观众欢迎，至少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解读的是人民喜欢的理论

节目解读的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广大电视观众都是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与者、见证者和受益

者。大家都知道，自己身边的巨大变化来自

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

引领。

我参与录制的第一集节目，解读的是初心

这一主题。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要求党

员干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一个也不落下；全面深化改革，要让人民

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全面依法治国，要使人民

感受到公平正义；全面从严治党，要让群众看

到实实在在的成效。尤其是在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中，习近平总书记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在全国范围调集最优秀

的医护人员、最先进的设备、最急需的资源，

全力以赴投入疫病救治，救治费用全部由国

家承担，真正体现了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我参与录制的第十二集节目解读的是梦

想，也就是中国梦这一主题。2012 年 11 月 29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博物馆参观《复兴之

路》展览时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

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为了实现

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作出了不懈努

力，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从没像今天这样自

信和自豪。了解中国梦的由来、内涵和前景，

广大观众一定会自觉为实现这一伟大梦想而

奋斗。

用典故阐释党的创新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几乎每一篇都要引用中国传统文化的典

故名句。从典故入手阐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仅让

广大观众喜闻乐见，更重要的是，说清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本身

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的典范。

第一集节目中解释了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 3个典故。第一个是习近平

总书记 2018 年 3 月 1 日在纪念周恩来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重要

讲话中，引用唐朝诗人孟郊《上达奚舍人》中的“大贤秉高鉴，公烛无私

光”，来赞颂周恩来同志一生心底无私、天下为公的高尚人格。第二个

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

讲话中，引用《礼记·大学》中的“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来说明党和人

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

根本保证。第三个是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1 月 12 日在第十八届中央纪

律检查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引用《史记·商君列传》的“反

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来说明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要敢于

正视、主动改正。对别人的缺点错误，要敢于指出、帮助改进。对同志的

提醒批评，要闻过则喜、虚心接受。

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典故非常精当。节目中蒙曼等传统文化研究专

家的释义也很到位，既讲清了典故本来的意义，又说明了习近平总书记想

要表达的意思，让观众听来兴味盎然，得到了思想的启迪。

用故事来讲道理

节目解读的是理论，但通篇充满了故事，用故事讲道理，是该节目的

一大特点。

我在节目第一集中解读初心，讲了一些革命烈士和模范人物的故

事。夏明翰烈士在就义前夕，写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的诗句，表

达了为革命连死都不怕的坚定意志。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描绘

了未来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虽然他深知这样的中国自己看不到，却无怨

无悔为之奋斗。杨靖宇烈士弹尽粮绝，壮烈牺牲。日本侵略军解剖他的

遗体，发现肠胃里头一粒粮食都没有，只有树皮、草根、棉絮。王进喜一生

奉献给大庆油田开发，自己只活到 47 岁。焦裕禄为了治沙，42 岁就离开

了人世。邓稼先为了研制核武器，隐姓埋名 28 年，62 岁离开了人世。一

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历史。

我在第十二集中解读中国梦，回顾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列强侵略中国，伴随每一次侵略战争的，基本上都是

中国的割地赔款。进入 20 世纪，八国联军分区占领北京，并在紫禁城阅

兵。那时的中国人就有一个梦想，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正如习近平

总书记所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

的梦想。

故事就是事实。讲故事，不光生动，更有说服力。通过一个个故事，

广大观众就能明白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思想或论述的由来、指向、实践效果

和理论意义，从而在理解的基础上，真正认同这一思想。

除以上 3 点外，该节目还有一些可取之处。

比如，主题选得很准，分别是初心、信仰、忠诚、担当、爱国、诚信、创

新、绿色、共享、自信、奋斗、梦想。讲清这些问题，就能使广大观众对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较为广泛和深入的了解。

还比如，节目构思巧妙。虽然节目的主要形式是专家讲解，但不同于

其他讲课、演说、访谈类节目，由习近平总书记原音短片、经典释义、思想解

读、现场嘉宾访谈和集体诵读等部分构成。原音短片选取习近平总书记

引用典故阐释思想的精彩段落，经典释义是解释习近平总书记引用的

典故名句，思想解读是阐释习近平总书记某一方面的思想或重要论述，

现场嘉宾访谈主要是请嘉宾介绍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的实践案例，集体诵读选取的是与节目主题密切相关的经典诗词。这

样的节目结构丰富多样，既有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魅力，也有党的创新理

论伟力，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再比如，选对节目的参与者。节目邀请的传统文化研究专家有着深

厚的学养，理论工作者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深入研

究，访谈嘉宾往往是新时代重大事件或重大成就的参与者、见证者，还有，

纪念馆讲解员能讲出让人感动的故事，思政课教师易于同年轻人沟通。

这些人在节目中谈自己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的理解，有穿透力、说服力、感染力。

该节目的受欢迎启示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大有可为，只要理论

工作者和媒体工作者真正理解了党的创新理论，又善于用创新的方法传递

给广大群众，党的创新理论一定能发挥直抵人心的力量，赢得广大人民群

众的真心认同。

（作者为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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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 月 24 日电 （记者刘阳）

24 日，大型文化创新节目《典籍里的中国》

创作座谈会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副部长、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长兼总编辑慎海雄

主持座谈会并讲话。

慎海雄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定

文化自信、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重要论述，指引着我们履职尽责，不断

用新的传播方式扬中国精神、传中国文

化。《典籍里的中国》就是中央广播电视总

台探索传统典籍当代化传播的又一次有

益尝试。中华传统文化绝不是晦涩艰深

的古董，而是集中储存在典籍、至今仍然

指引今人思考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

去的思想构建。典籍是中华文化永不枯

竭的源头活水，是永远给中华儿女以精神

滋养的范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在传承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责无旁贷，将继续

努力创新、持续推出精品。

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就《典籍里

的中国》形成的文化现象及创新实践等

畅所欲言。他们表示，《典籍里的中国》

是一档有风骨、有情怀、有厚度的节目，

深度挖掘出了蕴含在典籍中的久远、深

沉、厚重的中华优秀文化基因和精神追

求 ，诠 释 了 延 绵 不 绝 、生 生 不 息 的 中 华

民族精神命脉。在呈现方式上，节目将

戏剧美学融入电视创作，以戏剧形态展

示 典 籍 魅 力 ，以 人 物 故 事 展 示 典 籍 价

值，精准找到能让古人和当代人内心贴

近的共振点，实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创

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弘扬传播中

华文献典籍方面走出了一条新路，有助

于推动中华文化的传播和推广，坚定文

化自信。

《典籍里的中国》第一期节目于今年

春 节 假 期 推 出 后 ，迅 速 引 发 广 泛 传 播 ，

成为现象级产品。目前，该节目的网络

视频播放量超过 1.6 亿次，微博相关话题

阅读量超 7 亿次。

《典籍里的中国》创作座谈会举行

丛欢在工作中。 吴健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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