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66
2021年 10月 12日 星期二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本报记者 喻思南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
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畏
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
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
献。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
族命运为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
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
精神。

——摘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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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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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

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实力正

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

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

史性成就——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取得重要进展；

战略高技术领域取得新跨越；高端产业取

得新突破；科技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发

挥了重要作用；民生科技领域取得显著成

效；国防科技创新取得重大成就。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成就离不开

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

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新中

国成立以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在祖国大地

上树立起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碑，也铸就

了独特的精神气质。”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是

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科学家前赴后继、

接续奋斗的结果。科学家精神具有丰富

内涵——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

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

求 真 理 、严 谨 治 学 的 求 实 精 神 ，淡 泊 名

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

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梯、奖掖后学

的育人精神。

新时代，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需要大力弘扬科学

家精神。

爱国、创新
胸怀祖国、勇攀高

峰 的 信 念 在 攻 坚 克 难
中铸就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爱国是

科学家精神之魂，也是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1947年，36岁的钱学森成为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教授，拥有许多人一辈子梦寐以求

的地位、名誉和生活。但他清楚地知道，美

国只是他人生的一个驿站，祖国才是他的家

园。为让同胞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1955
年 9月，钱学森突破重重困难，登上了归国

的航船。“我作为一名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

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这是他一生践

行的信念。

一片丹心为报国。中科院院士、“两弹

一星”元勋王希季说：“在太空这个世界各国

争夺的新领域，中国不仅要有一席之地，更

要扩大到一片之地。”为国家需求，他多次转

行，在探空火箭、返回式卫星、载人航天等领

域完成了多项首创工作，为祖国航天事业打

好了地基。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响应国家研制“两

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号召，像钱学森、王希

季一样，许多优秀的科技工作者，怀着对新

中国的满腔热爱，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

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爱国是最高的道德，报国是最大的成

功。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生

动展示了我国科学家的高尚情怀和优秀

品质。他们的一生追求与祖国需要紧紧

联系在一起。他们的事业，因自觉与国家

需要和民族命运相结合而倍显光辉。

科学探索永无止境，创新就要勇攀

高峰、敢为人先。

在一间仅有 6平方米的简陋房间里，陈

景润攻克了世界著名数学难题“哥德巴赫猜

想”中的“1+2”，让人类距离数论皇冠上的

明珠“1+1”只有一步之遥。世界数学大师、

美国学者阿威尔称赞道：“陈景润的每一项

工作，都好像是在喜马拉雅山山巅行走。”

时光跨越几十载，爱国、创新的精神代

代相传。古基因组学是个新学科，为了紧跟

国际前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研究员付巧妹直面挑战，组建起一支国际

化团队。

她带领团队主导的研究，填补了东方

尤其是中国地区史前人类遗传、演化、适应

的重要信息缺环，成为古 DNA学科不可忽

视的力量。

创新既是科研工作的内在要求，也是

不可或缺的精神特质。从人工合成结晶

牛胰岛素到量子计算机，从汉字激光照排

到载人航天，基础科学和工程技术上一系

列举世瞩目的成果，无不说明我国具有强

大的创新底蕴和实力。

创新意味着攻坚克难。过去，敢为天

下先、勇闯“无人区”的实践，让我们收获了

创新的自信和勇气，铸就了勇攀高峰的信

念。如今，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关键核心技

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必须立足自主创新、自

立自强。

勇于创新、不断创新，是科技工作者实

干报国、奋斗圆梦的根本途径。中国科协

有关负责人表示，家国情怀与科技强国实

践相融合，坚持“四个面向”，勇于创新争

先，科技工作者一定能肩负起历史赋予的

科技创新重任，在创新中建功立业，书写人

生精彩篇章。

求实、奉献
追求真理、淡泊名

利 的 品 质 在 潜 心 研 究
中升华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是一个

不断观察、思考、假设、实验、求证、归纳

的复杂过程，唯实唯真是立足之本。

钱三强做出原子三分裂的实验报告前，

国际科学界普遍认为，原子核分裂只可能分

为两个碎片。1946年 11月 18日，钱三强领

导研究小组提出原子核裂变可能一分为

三。这一观点很快引起国际关注。紧接着，

钱三强夫妇提出原子存在四分裂的可能性。

中国古生物学家张弥曼的老师、瑞典

古生物学家雅尔维克曾断言：“总鳍鱼类是

包括人类在内的四足动物祖先。”这个结论

一度被写进教科书。然而，张弥曼在还原

“杨氏鱼”后发现：老师错了。她的较真，推

动了人类对生物进化史的认知。这段“吾

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科学史话，擦亮了

“求实”这一科学家应有的精神底色。

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意味着坚持解

放思想，不迷信学术权威。这既是科研的

态度，也是潜心研究的高尚品格。屠呦呦

带领团队数十年如一日，无数次试验，一

次次失败，不断筛选、改进提取方法，终于

发现青蒿素。正是热爱科学、探求真理的

追求，立德为先、诚信为本的底色，老一辈

科学家脚踏实地，做出一个又一个了不起

的成就，卓越的品格随之升华。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科学是持之

以恒的事业，只有静心笃志，肯下“十年

磨一剑”的苦功夫，甘于奉献，才能创造

出一流科研成果。

“ 苦 干 惊 天 动 地 事 ，甘 做 隐 姓 埋 名

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许多优秀科学

家不畏困难、不慕虚荣，为科学事业舍身

探索，为国家民族鞠躬尽瘁，为造福人类

无私奉献，犹如一座座丰碑，令人敬仰。

邓稼先接受研制核弹重任后，他的名

字连同身影都不复存在，直到 1986年临终

前，他的身份才被披露；黄旭华一“潜”30
年，为研制核潜艇不得不亏欠亲情；黄大年

“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用生命开拓

中国的地球深部探测事业……

当前，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我们更

加需要弘扬求实、奉献的精神，要把原始

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

力实现更多“从 0 到 1”的突破。不论是

从事基础研究，瞄准世界一流，还是从事

应用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力争实现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可控，都更加需要科学家

们甘坐冷板凳，淡泊名利，勇做新时代科

技创新的排头兵。

协同、育人
集智攻关、甘为人

梯 的 自 觉 在 接 力 奋 斗
中凝结

现代科学发展日新月异，融合深度、

广度和复杂程度前所未有，集智攻关、团

结协作是大科学时代的必然趋势。

协同是我国科学界的优良传统。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科技发展史，也是一部集

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历史。没有万众一

心、众志成城的精神，我们就难以创造一

个又一个科技发展的奇迹。

完成第一颗原子弹试验，集中了 26
个部门、900 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和大专

院校的智慧；标志着“中国植物学界终于

站起来了”的《中国植物志》出版工作，前

后 4 代科学家接力，由 80 多家单位、300
多位作者，历时近 50 年完成；研发新冠病

毒疫苗，我国走在世界前列，离不开工艺

设计、保护性评价、动物模型、临床试验

等多环节科研人员的紧密配合。

近年来，我国载人航天、探月工程、

载人深潜、“中国天眼”工程等，无一不是

团队联合攻关，群策群力的智慧结晶。

协同应坚持全球视野，为推动科技进

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在嫦娥五号任务实施中，我国与欧空局、阿

根廷等国家和国际组织开展了测控领域协

同合作；中国空间站任务中，17 个国家 23
个实体的 9 个项目，入选首批科学实验项

目。迎接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我国更应顺势而为，更加主动地融入全

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自身科技

创新能力。

科学事业是接力事业，只有薪火相

传才能拾级而上、登高望远。

1950 年，华罗庚到中山大学做学术报

告，慧眼识珠，发现了陆启铿。此后，华罗

庚亲自致信多次协调，把他调到中国科学

院数学研究所。陆启铿不负华罗庚的指导

和期待，在多复变函数论研究上硕果频出：

1958 年至 1959 年间，华罗庚与陆启铿建

立起了典型域上的调和函数理论。两位

数学家相互成就的故事，书写了我国数学

界的一段佳话。

和华罗庚一样，我国许多优秀科学

家，既是科研事业开拓者，又是提携后学

的领路人。站在三尺讲台，黄大年对求知

若渴的青年才俊倾囊相授，为了让学生们

做好研究，他自掏腰包，给班上 24 名同学

每人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中科院院士、

著名作物遗传育种学家卢永根，在罹患重

症之际，捐出毕生积蓄，奖励贫困学生与

优秀青年教师……

科学事业的未来属于年轻人。大力

弘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善

于发现、培养青年科技人才，甘做致力提

携后学的铺路石，我国的科技事业才能

活水涌流、基业长青。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

可为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

为的！新时代，广大科技工作者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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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登上科

学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

出应有贡献！

为保留珍贵的历史资料，2010 年中国科

协牵头，联合多个部门启动了老科学家学术成

长资料采集工程（以下简称“采集工程”）。截

至目前，已经开展了近 600 名老科学家信息资

料的采集工作，获得了大量手稿、书信、音视频

资料，其中许多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参与采集工程，我时刻被老一辈科学家

的优秀品格所感动。‘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

爱国精神，在我内心已经不再是生硬的口号，

而成为一种责任和自觉。”石油化工科学研究

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禇小立回忆。

禇小立是中科院院士、我国著名的分析

化 学 家 和 石 油 化 学 家 陆 婉 珍 的 学 生 。 2011
年，他参与采集工程，承担起记录恩师学术成

长资料的任务。他和团队查阅了大量我国石

油分析学科和技术发展史史料。“了解清楚我

所在学科的来龙去脉后，对老一辈科学家的

贡献认识更深刻了。”

徐敏敏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小麦遗传育种

学家刘大钧采集工程团队成员，做采集工作时

的一件小事让她难以忘怀：“有一天雨下得很

大，我们以为刘大钧先生无法前来接受我们访

问，但他准时到了约定的办公室，鞋子都湿了，

我却迟到了一会儿，这让我很惭愧，也被先生

的认真、守信深深打动。”

据 介 绍 ，采 集 工 作 启 动 10 多 年 ，先 后 有

3000 多人参与其中。他们有的是年轻的研究

生，有的是单位科研骨干，有的还是单位的负

责人。不论身份如何、年纪多大，他们都表示，

完成采集工作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也是学习

成长的机会，感激有这么一段难忘的经历。在

未来工作中，要把老一辈科学家的故事和精神

传递下去。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走近科技前辈

感悟精神力量
沙 迪 喻思南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开明街 26 号，一座

青砖黛瓦的院落前，不时有游人驻足。这里

是中国首位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著名药学

家屠呦呦儿时居住成长的地方。今年 5 月 1
日，这里作为屠呦呦旧居陈列馆正式向公众

开放。在二楼的科普体验馆，设置了简易提

取青蒿素的实验室装置等，参观者可以现场

体验青蒿素提取实验。暑假期间，许多青少

年专程来寻访屠呦呦的少年印记，体验她生

活过的环境。

“上世纪 70 年代，屠呦呦和科研团队历经

漫长研究，在失败了 190 次后终于发现了抗疟

新药青蒿素，她以身试药，挽救了数百万人的

生命。”旧居内，宁波市广济中心小学老师沈菁

菁正在给学生们讲解屠呦呦的科研故事。沈

菁菁说，带领孩子走进优秀科学家生活过的地

方，有助于他们直接触摸科学，领悟科学精神，

这也是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

今年 4 月，钱学森故居、竺可桢故居和纪念

馆、苏步青故居和励志教育馆、屠呦呦旧居等，

成为浙江省首批由中国科协批准的科学家精

神培育基地。

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谢志远介

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籍两院院士有 400 余

位，位居全国第二。浙江省依托著名科学家，保

留和建设了一批故居（旧居）、纪念馆。“要让科

学家精神见人见物见事，变得可亲可感可学，这

些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基地已经成为中小学生

新的学习园地。”

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

可亲可感可学

培育科学情怀
本报记者 窦瀚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