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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对我国东、中、西部地区进行
考察，走访专家学者、干部群众，积累了
大量有价值的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
从一系列新理念新实践出发，进行观照
全局、突出重点的研究阐释。

《清廉中国：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

时代图景》：董瑛著；人民出版社出版。

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主动应

对 反 腐 败 斗 争 新 形 势 新 挑

战，就推进反腐败斗争提出

一 系 列 新 理 念 新 思 想 新 战

略，不断深化对管党治党规

律、反腐败斗争规律的认识，

探索出依靠自我革命跳出历

史周期率的有效途径，赢得

了“通过不懈努力换来海晏

河 清 、朗 朗 乾 坤 ”的 历 史 主

动。董瑛撰写的《清廉中国：

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时代

图 景》一 书 ，描 绘 我 们 党 推

动 管 党 治 党 全 面 走 向 严 紧

硬、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

坤 ”的 清 廉 中 国 、确 保 党 不

变 质 不 变 色 不 变 味 的 时 代

图景。

该书从治理腐败的根本

原则、价值立场、方针方略、

重大成就、战略目标五个维

度切入。这五个维度主题明

确、前后贯通。全面从严治

党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 中 央 谋 划 党 和 国 家 事 业

“大棋局”的关键布局，赋予

党 的 建 设 新 的 时 代 内 涵 和

历史使命，以党的伟大自我

革 命 引 领 保 障 了 伟 大 社 会

革命。党的十九大以来，我

们 党 深 入 推 进 全 面 从 严 治

党 ，持 之 以 恒 正 风 肃 纪 ，一

体 推 进 不 敢 腐 、不 能 腐 、不

想腐，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更加紧密，党内良好政

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为

党 和 国 家 各 项 事 业 发 展 提

供 了 坚 强 政 治 保 证 。 在 反

腐 败 斗 争 取 得 压 倒 性 胜 利

并 全 面 巩 固 的 历 史 性 成 就

基础上，该书的写作出版正

当其时。

该书视野宏阔，重点突

出。面对“反腐败”这个内容

博深、实践丰富且不断深化

拓展的研究课题，论述中材

料的积累和择取尤为关键。

作者不仅对我国东、中、西部

地区进行考察，还在国外扎

实调研，并走访专家学者、干

部群众，积累了大量有价值

的一手资料。以此为基础，

作者从新时代治理腐败、建

设清廉中国一系列新理念新

实践出发，进行观照全局、突

出重点的研究阐释。通过对清廉中国的理论逻辑、历史

逻辑、实践逻辑、现实逻辑进行深入探讨，梳理阐释了党

的十八大以来综合治理腐败、建设清廉中国的原创性思

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比如“战略目

标：打造‘海晏河清、朗朗乾坤’的清廉中国”一章，作者在

分析清廉中国如何构建基础上，将全面从严治党、反腐败

斗争与新时代“强起来”的战略安排联系起来，并深度关

联平安中国、法治中国、美丽中国建设，以大历史观阐释

建设清廉中国的重大意义。

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清廉中国：中国共产党治理腐

败的时代图景》既具有鲜明的政治性、理论性，也具有较

强的历史性、实践性。在提高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能力和水平，全面打赢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

战背景下，相信该书能够为深入理解党的自我革命、全面

从严治党、反腐败斗争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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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奔涌，充满机

遇和挑战。“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被称

为“大科学装置”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正

是推动重大科技创新的利器。“中国天眼”、中

国散裂中子源、东方超环、上海光源等设施，已

然成为人们熟知的科技“明星”、国之重器。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起源于上世纪 40
年代，虽然历史不长，却为人类科技创新做出

突出贡献。我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萌芽

于“两弹一星”时期，改革开放后，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作为重要里程碑，标志着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进入成长期。上世纪 90 年代以

后，在科教兴国战略指导下，有关部门立项支

持了一批设施的启动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

在相关规划指导下，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在

范围、数量和质量上实现新的跃升，迎来快速

发展时期。

创造极限研究条件，
让科学探索和科技创新走
得更远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指为提升探索

未知世界、发现自然规律、实现科技变革的能

力，由国家统筹布局，依托高水平创新主体建

设，面向社会开放共享的大型复杂科学研究装

置或系统，是为高水平研究活动提供长期运行

服务、具有较大国际影响力的国家公共设施。

为什么要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这要回

到科学探索的规律上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就像开启未知领域的钥匙，可以创造更高能

量、更大密度、更高强度等极限研究条件，帮助

科研人员完成相关实验，获得新发现。比如望

远镜虽比较常见，但为揭示宇宙深处的奥秘，

望远镜越做越大、越做越复杂，举全国之力统

筹布局的大型望远镜成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

设施。为探索微观世界规律，人们发明了粒子

加速器，它基于同步辐射光源、散裂中子源，成

为洞察复杂微观世界的超级显微镜，也是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按照用途，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分为三

类：专用设施、公用设施和公益设施。

专用设施为实现特定学科领域重大科技

目标而建，瞄准国际前沿，用途明确具体，用户

群体固定。依托专用设施，科研工作者可以在

前沿方向上实现突破。比如中微子实验站。

中微子是连接微观世界与宏观宇宙的奇妙粒

子，在自然界极难被捕捉到。其基本参数的变

化会影响整个物质世界大厦的构成，中微子混

合角θ13 就是这样一个参数。已经完成使命的

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位于山洞内，实验大厅利

用岩石屏蔽宇宙线本底对实验结果的干扰，中

微子探测器静静“坐”在深蓝色的超纯水水池

中，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来自核反应堆的中微

子。2012 年，大亚湾中微子实验站发现第三

种中微子振荡模式，并精确测量到正比于θ13

角正弦平方的振荡概率。这是中微子物理的

里程碑式发现，入选《科学》杂志 2012 年度十

大科学突破。位于广东江门的下一代中微子

实验站正在建造，它将利用两万吨重的液体

闪烁探测器，精确测量反应堆中微子的能谱，

以推断中微子的质量顺序，这是国际科技竞

争的热点。类似的专用设施，还有研究磁约

束下高温聚变等离子体的东方超环、在射电

波段研究天体结构与宇宙起源和演化的“中

国天眼”、研究高能宇宙线起源及相关宇宙演

化的高海拔宇宙线观测站等等。

公用设施支撑众多领域科学研究。公用

设施为不特定领域的大量用户提供实验平台

和测试手段，满足用户需求，服务全面完整。

中国散裂中子源、上海光源、强磁场实验装置

等都属于公用设施。位于广东东莞的中国散

裂中子源，有力推动我国材料科学、能源科学

领域取得进展。中子不带电，穿透能力强，是

给金属材料做“胸透”的理想工具，了解发动机

叶片材料，就需要这样的工具。利用这一设

施，科研人员可以给不同生产工艺的各种发动

机叶片做“胸透”，并模拟不同服役条件，获得

其内部应力数据，为国产叶片的材料设计与制

造工艺提供重要依据。上海光源则属于中能

同步辐射光源，它的建成标志我国进入了世界

先进同步辐射光源“俱乐部”。依托上海光源，

我国在物理学、化学、生命科学、材料科学甚至

考古学等众多领域取得一系列成果：成功发现

凝聚态物质中的“幽灵粒子”——外尔费米子、

解析出人源葡萄糖转运蛋白 GLUT1 的三维晶

体结构、助力抗癌新药研发……作为设施后

续，上海光源线站工程即将完工，上海张江的

硬 X 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装置、北京怀柔的高

能同步辐射光源正在建设。

公益设施主要为经济建设、国家安全和社

会发展提供基础数据、种质资源和信息服务

等。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长短波授时系统、

中 国 西 南 野 生 生 物 种 质 资 源 库 就 是 这 类 设

施。中国遥感卫星地面站经过不断扩建，在北

京、新疆等地建有卫星接收站，具有覆盖我国

全部领土和亚洲 70%陆地区域的卫星数据实

时接收能力。它提供的卫星资料广泛应用于

土地、林业、农业、水利等部门的资源调查、环

境监测、地质勘探、测绘、城市规划、水火虫灾

害监测评估。地震、洪灾、泥石流发生后，管

理部门通过灾前和灾后的遥感数据对比，评

估灾害程度、制定救灾方案。近几年，中国遥

感卫星地面站还成功实现了“悟空”“墨子”

“慧眼”等卫星的数据接收，保障了空间科学

卫星高水平成果产出。

打造科技领域新基建，
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

随着我国科技强国建设脚步不断加快，国

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布局建设被纳入新基

建范畴。越来越多设施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

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

生命健康，成为科技领域不可或缺的力量。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发挥着策源地作用。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

体系的源头，不少设施为此立下汗马功劳。高

海拔宇宙线观测站记录到人类观测到的最高

能量光子，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

统认知，打开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的新窗口。

面对快速射电暴起源这一天体物理领域前沿

问题，我国科研工作者利用“慧眼”卫星精准定

位了快速射电暴对应的 X 射线天体，还利用

“中国天眼”第一次捕捉到了快速射电暴多样

化的偏振信息，揭示其来源和辐射机制。东方

超环实现了 1056 秒的长脉冲高参数等离子体

运行，这是目前世界上托卡马克装置高温等离

子体运行的最长时间。该装置取得的系列创

新成果，为自主建造聚变工程实验堆提供了重

要的实验基础。

面向经济主战场和人民生命健康，国家重

大科技基础设施是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新引

擎。比如医疗领域，重离子研究设施一展身

手。重离子进入人体后，有一个奇妙功能——

按照重离子的能量停留在某一深度。科研工

作者设想利用这一特性，可以杀死体内癌细胞

而对正常细胞几乎没有伤害。中科院近代物

理所依托重离子研究设施，经过多年努力，实

现了我国癌症治疗专用重离子加速器——碳

离子治疗系统的商业应用，打破了我国高端放

疗市场被国外产品垄断的局面，成为我国在大

型医疗设备方面的重要突破。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搭建起解决需求的重要平台。比如在抗击

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实验

室首次检测出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列，首次分

离出病毒毒株，为全球科学家开展药物、疫苗、

诊断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形态多样、功能不

同，但都各显神通，成为重要科技资源。在北

京怀柔、上海张江、安徽合肥、粤港澳大湾区等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设施建设使用如火如

荼，各领域科研工作者正用这些利器打造创新

高地，为建设科技强国只争朝夕，为实现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不懈努力。

（作者分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

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图①：“中国天眼”全景。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图②：上海光源。

新华社记者 丁 汀摄

制图：赵偲汝

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

助建科技创新高地的大国重器助建科技创新高地的大国重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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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球演变史上，生命诞生与演化无疑是

最精彩的篇章。诞生 40 亿年来，生命赋予地

球以生机与活力，同时深刻改变着地球表面的

自然面貌。探究生命史，做好古生物学科普工

作，将演化哲理昭示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

要 意 义 传 递 给 读 者 ，是 我 创 作《进 化 史 诗 16
讲》的初衷。

在地球舞台上，林林总总的生命你方唱罢

我登场，极尽所能地适应环境变化，延续着生命

的辉煌。在演化形态上，有的生物从简单到复

杂，有的从复杂趋向简单，而有的一如既往地保

持不变。在功能上，生物从少到多，不断创新，

从固着栖息转而适应各种生活形式，如浮游、游

泳、爬行等。在生态空间上，生物从海洋登陆，

继而飞向蓝天，有的义无反顾地重回大海。

生命现象无处不在，演化力量到处显现。

在研究生命演化过程中，我惊叹于每一种生命

都展现出一往无前、不惧艰难险阻的活力与风

采。一次次大辐射凸显生物适应环境的巨大

潜能，总是将生物多样性演绎到极致；一次次

大灭绝则折射出生命的顽强与忍耐，从绝境中

奋起，走向新的演化。从原核生物到真核生

物，直至人类出现，生命的奇迹不断呈现。

生命演化故事曲折、生动、精彩，作为一名

研究者，我想把它分享给读者。工作之余，写

作框架在脑海里搭建起来：选择地球生命史上

的 16 个主题，以故事带入，以问题推进，按研

究的逻辑层层展开。这样可以提高读者对生

命演化的认知，让更多人关注古生物学。如果

说讲述生命演化故事、科普古生物学只是基本

写作要求，那么唤起读者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

考，就是我的进阶目标。在写作过程中，我将

自己最真切的感悟凝练成文，点评演化故事，

让科学知识拥有文学的温度，从而传递哲思，

启迪智慧。

这次写作对我来说是个挑战。本书内容

涵盖地球生命史上许多热点，16 个主题每讲均

有 1 万字左右。同时要兼顾整体阅读体验，再

现特定时代的生物风貌及其与环境的关系，趣

味解读国内外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学的最新

研究成果，尤其是我国古生物学家取得的成

就。在生命史如此庞大的时空范畴内，怎样兼

顾科学性和趣味性？这需要掌握比较丰富的

地质古生物学知识，洞察现代古生物学研究热

点和成果，还需要融会贯通、通俗易懂地将每

一讲的内容有逻辑地展开，让读者能够读懂文

中所要表达的思想，获得生物演化和哲理上的

有益启示。

细心的读者能够发现，各讲主题处在生命

史坐标各个节点，虽不相同，但彼此关联，连贯

起来就是恢宏的生命演化史诗。生物演化之所

以能不断进行，主要是因为生物总能通过改变

生存方式以适应环境变化，开辟新的生存空

间。生物要改变生存方式，就要达到新的演化

高度。我将这样的演化逻辑投射在各讲内容

中，以求见微知著、润物无声地把生命在漫长

岁月中一步步走向今天的故事清晰讲述给读

者。比如全书从真核生命诞生的重要事件“大

氧化”讲起，用生物与环境协同演化、相互影响

过程展现生命演化的奇妙。紧接着谈动物起

源，根据我国科学家近年来的一系列新发现，

揭开动物起源的神秘面纱，从宏观视角介绍生

命演化。又以恐龙、昆虫、哺乳动物等为例，从

具体类群和物种看生命演化过程，点面结合。

最 后 回 归 宏 观 ，总 结 生 命 现 象 ，透 析 演 化 规

律。当然，限于能力，本书难免有纰漏，还交由

读者和时间检验。

人类是生物界长期演化的产物，地球环境

是适宜我们生存和发展的家园，我们理应倍加

珍惜和爱护。懂得进化，方知天地万物如何而

来，从而珍视地球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意义，用

演化视角观察自然和生命。在古生物学蓬勃

发展、生命进化新知不断涌现的今天，希望这

本《进化史诗 16 讲》能够把这个简单又深刻的

道理传递给更多人。

生命的故事 自然的道理
冯伟民

《进化史诗 16 讲》：冯伟民著；湖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出版。

《北京人艺演员谈表演》：北京人民

艺术剧院、中国艺术研究院话剧研究所

编；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

本书紧扣“演员谈表演”主题，收录

北 京 人 艺 16 位 表 演 艺 术 家 访 谈 ，彰 显

“戏比天大、德比地厚”的艺术精神。

推荐读物

《探索宇宙“隐形人”——大亚湾反

应堆中微子实验》：王贻芳主编；浙江教

育出版社出版。

《神奇的光——同步辐射》：冼鼎昌

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中国天眼：南仁东传》：王宏甲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①①

②②

《细胞简史》：程林著；上海交通大学

出版社出版。

本书以科学家小故事形式介绍细胞

生物学的发展脉络，科普细胞基本知识，

并探讨了细胞治疗等热门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