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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荔枝”：爱国奉献、淡泊名利、

甘于寂寞、敢为天下先等精神是老一辈

科学家的优秀品质，激励着广大科技工

作者奋勇攻关。

网友“孤城”：引导广大科技人才自

觉弘扬科学家精神，心怀“国之大者”，努

力实现为国分忧、为国解难、为国尽责。

网友“橘子”：弘扬科学家精神，首先

要有心系人民的家国情怀，以人民为中

心，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

创新的落脚点。

网友“爱吃糖醋排骨的喵”：看到一

代又一代科学家接力耕耘，把最好的年

华留在了祖国的科技事业里，让人感动。

网友“念长安”：我们的国家从积贫

积弱到全面小康，从科技落后到实现跨

越 式 发 展 ，取 得 了 举 世 瞩 目 的 成 就 。

这 背 后 ，是 无 数 科 学 家 的 心 血 、汗 水 、

奉献和付出。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中

国力量”。

网友“绿意春深”：科学是人类探索

自然同时又变革自身的伟大事业，科学

家 是 科 学 知 识 和 科 学 精 神 的 重 要 传

承者。

网友“山川江海”：他们是科学家，更

是战士，还是可敬可爱的中国脊梁。

■网友留言R

我国首辆火星车祝融号在火星表面留下

中国印记、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在空间站

进行太空授课、科学家利用二氧化碳和电解

产生的氢气合成淀粉……这一年，我国重大

科 技 创 新 成 果 不 断 涌 现 ，科 技 实 力 不 断 提

升。这背后，是科学家群体的坚守和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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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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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大批战略科技人才、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

程师、青年科技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奋力

攻坚，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

为内涵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贯穿科学研究

的始终。

科学探索无止境，一片丹心为报国。科

学家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需要大力弘扬。为此，本报开设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栏目，将笔触对准科

学家群体，讲述他们心怀家国、求实创新、协

力攻关、默默奉献的动人故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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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底，刚荣获 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的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

究所的研究员傅向东更加忙碌了，撰写年底

工作总结、制定新课题计划、与学生谈心了解

实验进展……

在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总装厂里，

为确保我国空间站建造任务的顺利推进，技

术人员正准备开启火箭的总装总测工作……

今年刚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兰州大

学教授黄建平，最近正忙着参加学术会议，与

同行研究探讨科学前沿课题。他始终牢记导

师的话：“如果可以，希望你能以国家需要为

己任……”

截至 2018 年底，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

达 10154.5 万人，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科

学家群体有着很多共同点，协力攻关各种基

础前沿课题和许多关键技术；科学家群体也

有很多差异性，在不同研究领域发光发热，在

技术的独创性上下着苦功夫。

爱国·奉献
“只要是国家所需，我们一

定要努力和坚持去做”

有人认为科学家群体很神秘，其实他们也

和普通科研工作者一样，记录实验数据、撰写

实验报告，每天按部就班完成日常工作。他们

有对工作的热爱与憧憬，也有对事业的责任与

担当。

对于责任与担当，傅向东似乎有说不完

的话。“以农业基础科学研究为例，投入大、出

成果慢，但每一次解决难题后的喜悦，都无法

用一两句话来表达。”

说起最初接触课题的经历，傅向东回忆：

一次田间考察，一位老农向他提出疑问，“有些

农作物即便大量施肥，产量也上不去，还影响

了来年的土质”。为此，傅向东琢磨，就像人

吃饭一样，植物也要“吃饭”，“吃”少了影响发

育，“吃”多了也得“减肥”。为此，他一头扎进

了植物生长—代谢平衡协同机制研究之中。

不着急出论文，埋头在田间记录数据；不

关注荣誉得失，专注观察实验对象每一天的

变化……傅向东曾和队员说：“做这项研究，

可能没法很快出成果，但这些问题却是我们

国家农业可持续发展迫切需要解决的。只要

是国家所需，我们一定要努力和坚持去做。”

傅向东只是科学家群体的一个缩影，像

他一样的科学家还有很多。“如今，众多科学

家以支撑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为己

任，不断奋力攻坚、加快创新引领，在他们身

上，体现着爱国和奉献的精神力量。”中国科

协党组副书记徐延豪这样评价。

回想起刚到兰州大学的时候，扎根西北

的黄建平院士感慨万分。那时候，兰州大学

大气学科科研基础弱，为改善科研条件，他决

定从建设观测站入手。

经多方考察，观测站选址在萃英山顶。

彼时，公路尚未修好，新购置的观测仪器只能

用人力车沿小路一步步推上去。大气科学学

院高级工程师闭建荣回忆，“寒冬朔风，煤炉

取暖，黄老师带着我们驻扎野外。”经过团队

努力，2005 年，“兰州大学半干旱气候与环境

观测站”（SACOL）建成并投入使用，这在当时

是全国高校建成的第一个国际气候观测站。

创新·求实
“不断探寻新路、勇攀高

峰，不断拓展科学边界”

科学研究上天入地，哪里有课题，哪里就

有科学家群体的奋斗身影。这不，在云南大学

古生物研究院研究员张喜光看来，科学研究，

即便是考古工作，也最离不开创新与求实。

此前，学术界发现的最早苔藓虫化石来

自 4 亿多年前的奥陶纪，张喜光思考：5 亿多

年前的寒武纪是否有苔藓虫？一次偶然的机

会，张喜光发现一块化石中疑似有苔藓虫，由

于是孤证，张喜光没有断言，遗憾错失论文

“首发”。不少人为他惋惜，但他说：“有几分

证据说几分话，不管证实还是证伪，都要看证

据本身。”

“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是我对

中国科学家精神最深刻的理解。”中国工程院

院士杜祥琬认为，实事求是的态度、对任何弄

虚作假的零容忍、经得起时间和实践检验的

“学风”，都是科学家宝贵的财富。

在老一辈影响下，如今，云南大学古生物

研究院科研团队的创新、求实氛围越来越浓

厚。研究员刘煜对此深有体会，在研究化石

过程中，通过创新性引入 CT 技术，成功采集

到了古生物化石三维图像，解答了不少过去

没有佐证的难题。刘煜说：“唯有创新，才能

更好地求实。”

人类科学事业之所以不断壮大，就在于

科学家群体对真理的追求。徐延豪说：“科研

工作者，必须以过人胆识和科学眼光投身事

业，不断依据事实、验证真理，不断探寻新路、

勇攀高峰，不断拓展科学边界。”

协同·育人
“我国科技事业实现历史

性跨越，离不开科技工作者的
接续奋斗和协同攻关”

科学事业“江山代有才人出”，科学家群

体亦是如此。集智攻关、老中青接力，才取得

了一项项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

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

伟大成果。

2014 年 4 月，在长征二号 F 火箭的一次

测试任务中，一组异常的遥测信号数据引起

关注。为了快速解决故障，科研人员不分

日夜展开攻关。“哪里需要我，我就顶上

去！”电气总体工程组组长彭越是其

中一员。“保障组邀请了十几位来自

各 单 位 的 电 气 专 家 ，开 展 理 论 分

析。”经过一周多的集智攻关，最终

完成归零汇报。

“万人一杆枪”，是航天事业的

典型特点。就像长征二号 F 火箭总

设计师容易说的，“是团队成员与时

间赛跑、与任务同行、与责任为伴，才迎

来成功发射这个激动人心的时刻。”

“我国科技事业实现历史性跨越，离不

开科技工作者的接续奋斗和协同攻关。”中国

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党委书记、理事长何满

潮院士说，科学家精神是在不断的科研探索中

创造和积淀出来的，也需要一代代传承下去。

甘当铺路石，科学家群体中老一代提携

后人、几代人接续攻关的故事一直在延续。

在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常务副院长商

洪才看来，年轻人总能提出闪光的想法。

何满潮院士说，心怀“国之大者”，各行

各业科学家埋头苦干、勇毅前行，为建设科

技强国、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建功立业。

“科技报国的道理，我们一辈子都不

会忘记。”在闲暇时间里，黄建平会看热

播剧《功勋》。科学家们的无私奉献、赤

诚报国的事迹，常常感动着他，也激励着

广大科技工作者坚定地走下去……

（本报记者王锦涛、余建斌、吴月辉、

杨文明、喻思南、杨彦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