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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问一号”搭载“祝融号”火星车成功

着陆火星，新一代“人造太阳”首次放电，北

斗导航全球组网，“九章”量子计算机问世

……近年来，基础研究和工程科技领域捷

报频传，折射出我国科技实力的整体跃

升。当前，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投

入国和知识产出大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

第十四位。不断涌现的最新科技成果，是

自主创新的有力注脚，增强了我国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底气。

习近平总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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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指 出 ，立 足 新 发 展 阶 段 、贯 彻 新 发 展 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完善国家创新

体系，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技 自 立 自 强 。 党 的 十 九 届 五 中 全 会 提

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

发展的战略支撑。科技自立自强，是我

们主动求变识变应变、因时因势而动的

战略选择，是对科技创新规律认识的丰

富和深化。如何回应时代对科技创新提

出的更多更高的要求，让自立自强生长

扎根，是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答题。

源浚者流长，根深者叶茂。基础研

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无论是探索未知

奥秘，增进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还是攻克

“卡脖子”难题，推进产业应用，都需要科

技工作者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加自觉的

使命担当，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

的突破。目前，在一些研究领域，我国开

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比如，2019 年，在

化学、环境与生态学、材料科学等 8 个学

科领域，我国高质量国际论文数量已经

排名世界首位。在生命科学、计算机科

学等领域，我国拥有了世界一流的实验

条件。更加充足的经费保障，更加有利

的科研条件，更有力度的政策支持，将助

力广大科研人员更有作为。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从根

本上改变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

局，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自立自强的勇

气，勇攀科技高峰，勇闯科技创新“无人

区”。前不久，龙芯发布新一代自主指令系

统架构，让“中国芯”自主化再进一步。这

得益于 20年来，龙芯团队从零起步，走自主

研发道路，啃下一个个硬骨头；“奋斗者”号

完成万米海试，背后是科研团队多年持续

攻关，攻克了控制、浮力材料、水声通信等

一系列世界性难题。眼下，在工业软件、科

学仪器、医疗设备等领域，各行各业的科研

人员正在奋起直追。这说明，只要保持定

力、下大力气，我们有条件、有能力攻克关

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科技发展主动权。

挑战往往孕育着机遇。复杂多变的外

部环境，更加坚定了我国科技自立自强的

决心。抗击新冠肺炎疫情，验证了我国科

技创新有迎难而上、敢打硬仗的能力，也积

累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的宝贵经验。

面向未来，我们信心满怀。我们有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优势，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有强

大的制度保障；我们有较为完整的科技创

新链、产业链体系，足够的韧性支撑了较强

的突围能力；我们有庞大的市场容量和巨

大的技术需求，为科技发展提供了广阔空

间。树立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还应正视

差距，主动谋划，提前布局，办好自己的事，

充分释放科研人员的潜能。同时，强调自

立自强绝不是闭门创新，还要以全球视野

用好国际创新资源，让创新之路越走越宽。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必抱有

不畏艰难险阻的意志。“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宏图已经展开，

相信科技界和产业界一定能肩负起历史

责任，发扬我国科技工作者自力更生、艰

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为国家发展筑牢战

略支撑。

答好科技自立自强时代考题
喻思南

中国共产党走过波澜壮阔的一百年。百年征程披

荆斩棘，百年初心历久弥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中国共

产党人百折不挠、追求真理，前赴后继、英勇牺牲，以坚不

可摧的信念、坚定不移的定力、坚强不屈的意志、坚持不

懈的奋斗，熔铸光耀千秋的信仰丰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

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

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从石库门到天安门，

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幸

福、民族复兴，抛头颅、洒热血，守初心，担使命，无私奉

献，团结带领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

铸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华民族发

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目相看的奇迹。

回望百年，我们感慨万千。近代的中国，人民生

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社会风雨飘摇，面临内忧外患，灾

难深重的中国向何处去？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

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21年成立的中国共产党，

以崭新的面貌，登上了引领中华民族改变命运、走向复兴的历史舞台。无数革

命先驱、先烈为了人民解放、民族复兴，用血肉之躯冲破旧世界的牢笼，甘洒热

血铺就出后来人前行的道路。

在洒满阳光、生活幸福的今天，我们仍然记得，李大钊就义前，作出了此生

最后一次演说：“不能因为反动派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

产主义在中国必然得到光辉的胜利”；革命先烈陈乔年牺牲前，乐观地说：“让我

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陈延年面对敌人屠刀昂首挺胸，大

声喝道：“革命者光明磊落、视死如归，只有站着死，决不跪下”。方志敏烈士曾

这样畅想未来之中国：“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月异的进步，欢

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健将代替了疾苦，

智慧将代替了愚昧，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死之悲哀，明媚的花

园，将代替了凄凉的荒地！”历史可以告慰先烈英灵，他们的鲜血已经浇灌出祖

国繁荣强盛之花，共产主义信仰之光照亮了后来人的前行道路，英烈们的英勇

牺牲在中国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凝聚成实现民族复

兴的磅礴力量。

再忆往昔，我们引以为傲。1949 年 10 月 1 日，伴随着隆隆的礼炮声 ，

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登上雄伟的天安门城楼，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犹如一轮喷薄欲出的朝阳冉冉升起在世界东方。一代又一

代共产党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和无坚不摧的信仰，他们始终如一坚守初心、牢

记使命，用不懈的奋斗，谱写出一曲曲荡气回肠、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

今天，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已经开启，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标进军的号角已经吹响。我们坚信，有着坚定崇高信仰的中国共产党人，必

将让革命先驱先烈们的强国之梦、信仰之光薪火相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作者为中央纪委驻中华全国总工会纪检组原组长、全国总工会原书记处

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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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 大 青 年 要 肩 负 历 史 使 命 ，坚 定

前 进 信 心 ，立 大 志 、明 大 德 、成 大 才 、担

大任，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

代新人，让青春在为祖国、为民族、为人

民 、为 人 类 的 不 懈 奋 斗 中 绽 放 绚 丽 之

花。”在清华大学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

对 广 大 青 年 的 成 长 成 才 提 出 了 殷 切 希

望，激励着新时代的中国青年在新征程

上奋勇前行。

100 多年前，李大钊向青年发出“以

青 春 中 华 之 创 造 为 唯 一 之 使 命 ”的 号

召 ，五 四 运 动 犹 如 一 场 浩 荡 春 潮 ，激 发

了 人 们 追 求 真 理 、追 求 进 步 的 伟 大 觉

醒。经过五四运动洗礼，越来越多中国

先 进 分 子 集 合 在 马 克 思 主 义 旗 帜 下 ，

1921 年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中国

历史掀开了崭新一页。 2019 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

强 调 ：“ 新 时 代 中 国 青 年 要 继 续 发 扬 五

四精神，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

任，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

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当代中

国 青 年 ，既 是 五 四 精 神 的 继 承 者 ，也是

开拓者、创新者。时代在变，年轻的面孔

也在变，但爱国和追求进步的目标永远

不 变 ，红 色 基 因 的 底 色 永 远 不 变 ，始 终

奋 进 在 时 代 前 列 的 精 神 永 远 不 变 。 在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广大

青年要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立志成

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知行合

一”是自古以来为学求知的追求。习近平

总书记指出：“学到的东西，不能停留在书

本上，不能只装在脑袋里，而应该落实到

行动上”。新时代青年在成长成才的过程

中，既要“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

960 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为青年成

长成才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养

分。青年一代在扎根基层的实践中，既可

以用课堂上的学习成果提升思想高度，还

可以将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 学

习和实践中触摸新中国的发展脉搏，真

正 将 对 人 民 的 感 情 与 对 现 实 的 关 怀 转

化为加强自身学习的不竭动力，在中国

大地上探寻青春的价值和人生的答案。

服务无止境，奉献天地宽。习近平

总 书 记 指 出 ：“ 人 的 一 生 只 有 一 次 青

春。现在，青春是用来奋斗的；将来，青

春是用来回忆的。”用奋斗点亮人生，是

新时代青年神圣的使命，也是义不容辞

的责任。在新征程上，新时代的中国青

年既是社会进步的见证者，更是走在新

时 代 前 列 的 奋 斗 者 。 广 大 青 年 在 解 答

中 国 问 题 、讲 好 中 国 故 事 的 同 时 ，要 以

永 恒 不 变 的 家 国 情 怀 到 祖 国 需 要 的 地

方 ，以 服 务 社 会 为 己 任 ，用 自 己 的 力 量

为中国的发展进步作贡献。

当 今 世 界 正 处 于 百 年 未 有 之 大 变

局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 正 处 于 关 键 时

期 。 广 大 青 年 都 应 珍 惜“ 时 代 新 人 ”这

个 充 满 光 荣 的 身 份 ，把 服 务 国 家 、服 务

社 会 、服 务 人 民 作 为 自 己 的 行 动 指 南 ，

扎 根 中 国 大 地 ，始 终 用 更 高 的 站 位 、更

长 远 的 眼 光 、更 宽 广 的 格 局 ，以 永 不 懈

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

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青春奋斗，走在新时代前列
董 佳

【人物】“瓜奶奶”吴明珠

【故事】吴明珠是新疆农业科学院哈密瓜研究中心原研究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 1955 年赴新疆工作以来，她把毕生精力奉献给了甜瓜、西瓜

育 种 事 业 ，被 誉 为 新 疆 甜 瓜 品 种 改 良 的 创 始 人 和 奠 基 者 。 她 培 育 了 30
多 个 优 质 瓜 种 ，这 些 瓜 种 的 种 植 面 积 一 度 占 新 疆 商 品 瓜 区 总 面 积 的

80%。许多瓜农就是种着她培育出的新品种，过上了富裕日子。

【点评】

吴明珠一生与瓜结下不解之缘，把甜美的事业写在了大地上。她常说，

“我的人生就是想多结几个瓜，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许多人感慨，瓜之所

以那么甜，是因为有人替我们吃了苦。而理想信念和奉献精神的回甘，更让

我们手中的瓜品清香四溢。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从风华正茂到耄耋老人，吴明

珠 一 辈 子 只 为 一 件 事 。 她 放 弃 留 京 ，主 动 请 缨 赴 疆 ，辞 官 种 瓜 ；她 谢 绝

“院士楼”，甘居陋室，与瓜田相伴数十载。今年 91 岁高龄的吴明珠，罹

患阿尔茨海默病 10 年，已经认不出子女，初心却依然根深蒂固：时不时

嘟囔着“瓜该授粉了”，一提到瓜，眼神立刻就亮了……这一切，足见她对

这份“甜蜜事业”的赤诚热爱和忘我付出。中国并不是全球甜瓜起源中

心，然而在以吴明珠等为代表的专家数十年如一日的努力下，今天，我国

已是世界最大的西瓜生产国和消费国。

可敬的人，可爱的事，总是一脉相承。吴明珠是新中国成立后西南

农学院招收的第一批学生，与她同期走出来的同窗校友，有杂交水稻之

父袁隆平、蚕学遗传育种专家向仲怀等。吴明珠的丈夫杨其祐，与她一

起驻扎戈壁滩，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仍在祝贺妻子的甜瓜新品种审定

获得“三连冠”。在学术界垦荒、在大地上躬耕，这是一代农业科技工作

者 的 缩 影 。 今 天 我 们 的 丰 衣 足 食 ，离 不 开 这 些 可 敬 可 爱 的 老 一 辈 科 学

家，他们将才华和热情倾注到脚下这片热土，不畏艰苦、无私奉献，用言

行深刻诠释了科学家精神。

“我们年轻的共和国，正是由一块块像吴明珠、杨其祐这样的基石铺

垫起来的，我们现代化的共和国，也正是靠这样一块块的基石铺垫起来

的。”曾任中国工程院院长的宋健如是评价。今天，无论是科研条件还是

人才环境，都远远优于几十年前。“瓜奶奶”为我们带来的不只是舌尖上

的享受，她“不辞辛苦行、换作他人甜”的奉献精神，将激励新一代奋斗

者，将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步伐里，为祖国和人民奉献更多的甘甜。

“把瓜的甘甜献给人民”
郁静娴

■人民时评R

■金台随笔·红色足迹③R

无论是探索未知奥
秘，增进人类对世界的
认识，还是攻克“卡脖
子”难题，推进产业应
用，都需要科技工作者
以更宽广的视野、更加
自觉的使命担当，把提
升原始创新能力摆在更
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
现更多“从 0到 1”的突破

从根本上改变关键
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
的格局，需要广大科技
工作者以自立自强的勇
气，勇攀科技高峰，勇闯
科技创新“无人区”

英烈们的英勇牺牲在中
国人民的心中树起了一座座
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凝聚
成实现民族复兴的磅礴力量

■暖闻热评R

每一个来到井冈山的人，都能听到一

段动人的旋律。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很

多展厅播放着井冈山斗争时期的革命歌

谣。“红军来到掌政权，春光日子在眼前，

穷人最先得好处，人人都有土和田”“要吃

辣椒不怕辣，要当红军不怕杀”“茅草过火

不断根，春风一吹万万千”……质朴生动

的语言，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

画卷。

在这片土地上，诞生了传唱不衰的红

色歌谣，见证着革命的热血与烽烟。当

时 ，在 土 地 革 命 战 争 时 期 ，井 冈 山 群 众

掀起创作、传唱革命歌谣的热潮。严明

纪律的军令军纪歌，鼓舞斗志的拥军支

前歌，还有生产生活歌、分田建设歌，或

气势雄浑、或刚健质朴、或铁骨柔情，都

曾 发 挥 着 宣 传 革 命 、发 动 群 众 、促 进 工

作 等 重 要 作 用 。 广 为 流 传 的“ 红 米 饭 、

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

光”，洋溢着不畏艰难险阻的革命乐观主

义情怀；“同志哥呀，请喝一杯茶哟，请喝

一杯茶”，一首《请茶歌》唱出了根据地军

民的鱼水情深……来源于革命实践的井

冈山红色歌谣，被誉为那段峥嵘岁月的

“时光留声机”。

红色歌谣，也是井冈山精神的写照。

面对敌人一次次进攻，英勇的红军战士不

怕牺牲、英勇顽强，舍生忘死痛击敌人。

“碰到敌人莫害怕，勇敢拼杀不让他”，唱

出了军民无私无畏、视死如归的革命豪

情；“松柴烤火千里香，穷人骨头坚如钢，

死了长埋井冈山，活着就跟共产党”，道出

了当地老百姓坚定的理想信念和饱满的

革命激情。一首首红色歌谣，也是井冈山

的一个个精神符号，承载着红色基因、流

淌入红色血脉。为什么义无反顾走上革

命 道 路 ？ 为 什 么 坚 守 理 想 信 念 至 死 不

渝？在这些传唱的歌谣里，也许能够找到

答案。

激昂的曲调在传唱中得到延续，红色

的精神在传承中不断焕发。“南瓜汤啊来

复枪，五星帽徽闪金光。练就一双铁脚板

哟，跟着毛主席天天打胜仗！”这首在井冈

山上创作的歌谣，响彻在万里长征路上，

激励了多少赶路的红军战士。在井冈山，

还有一些村民唱了一辈子红色歌谣。《红

军阿哥你慢慢走》的悠扬曲调，经常在井

冈山龙潭景区回荡，演唱者是红军后人江

满凤。当年，她的爷爷参加革命英勇牺

牲，留下一本皱巴巴的歌本，上面写满了

收集整理的红军歌曲。她说：“我唱红军

歌曲，就是要让红军的歌和井冈山精神代

代传下去。”那些简单优美的旋律，那些易

懂易记的歌词，穿越时空仍然具有震撼人

心的力量。

井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

英雄的山、光荣的山。如今，每到中午，井

冈山毛泽东红军学校的合唱团会准时开

始 排 练 ，代 表 曲 目 之 一 是 著 名 的《映 山

红》：“夜半三更呦，盼天明；寒冬腊月呦，

盼春风；若要盼得呦，红军来；岭上开遍

呦，映山红……”这些红色歌谣，一定会一

代一代传承下去，唱响在我们的精神世

界、回荡于民族的心灵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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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头马和头牛身上安装定位器，坐在

家里就能通过手机查看牛群和马群的位

置；种地靠无人机、养殖靠大数据；探索建

立现代生态牧场，大力发展旅游业……在

内蒙古辽阔的大草原上，农牧业依托信息

技术正在逐渐改变传统的生产方式，走上

一条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之路。

这正是：

挥别靠天吃饭，

放牧走上“云端”。

巧用先进技术，

促进绿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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