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步一个脚印  迈向科技强国

■R 讲述·回信背后的故事
     （年终特别报道）

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科技创新领域的多个团队和个人

回信，指出“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作出新的贡献”。

千锤百炼，在高温环境中将钢锭压塑成型，为制造大国重器

提供助力；深入调研，搜集工业设计系统使用需求，研发集成、高

效、精准的工业设计平台；向海图强，加速相关领域科技攻关，把

论文写在蓝色国土上；逐梦蓝天，自主研发飞行计划系统，实现

航空领域关键核心技术的国产替代……在总书记回信精神鼓舞

下，各行业、各领域的科技工作者，矢志攻关、奋勇向前，取得了

一个个重要成就，推动我国科技强国建设稳步向前。

日前，本报记者回访 2024 年收到总书记回信的 4 名科技

工 作者代表，听他们讲述自己立足岗位、奋力创新的新故事新

进展，感受创新中国的勃勃生机。

——编   者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

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

由之路。

2024 年，习近平总书记给

科技创新领域的多个团队和个人

回信。字里行间，饱含对激发

创新动能的殷殷期许，对奋楫

笃行再出发的深切厚望。

填补行业空白，关键核心技

术不断突破。中国一重成立70年

来，培育起一支信念坚定、技艺精

湛的产业工人队伍。他们苦练内

功、提高本领，为国民经济建设提

供了一件件高质量机械产品，真

正“展现了新时代中国产业工人

的爱国心、创造力”；

弘扬科学精神，更多青年

科技工作者争当创新主角。在

中 国 国 际 大 学 生 创 新 大 赛

（2024）上，来自国内外的参赛

选手同台竞技，一大批创新成

果竞相出现。他们“在创新实

践中增本领、长才干”，如一粒

粒“创新种子”正在长成“参天

大树”；

夯实基础研究，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攻关不断深入。在中

国海洋大学“崇尚学术，谋海济

国”的价值追求下，一代代胸怀

蓝色梦想的优秀海洋人才向海

图强、逐梦深蓝，坚持把论文写

在蓝色国土上，努力“为建设教育强国、海洋强国作

出更大贡献”；

聚焦自主创新，研发与应用一体两翼、协同发

展。40 年来，厦门航空始终“坚持改革创新，增强

核心竞争力，筑牢安全底线”，攻关突破天枢飞行计

划系统等一项项关键核心技术，以更大的决心和

更扎实的行动，推动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科技攻关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在总书记

回信精神的指引和鼓舞下，各行业、各领域广大科

技工作者拿出“人生能有几回搏”的骨气、怀揣放

开手脚创新创造的志气、鼓起不畏艰难奋力前行

的勇气，不断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才

智，激荡起科技强国建设的澎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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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改革创新，增
强核心竞争力，筑牢安全
底线”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给 厦 航

全体员工回信

在中国一重水压机锻造厂车间，20 多

米高的水压机耸立其中，“1.5 万吨”的标

识牌十分显眼。这就是我们干活用的“大

锤子”。

水压机 4 根立柱间，是温度高达 1000
多摄氏度、重达上百吨的钢锭，随着锤头

一次次用力下压，钢锭慢慢被压塑成型。

作为 1.5 万吨自由锻造水压机的操作

者，我们就像是“挥舞大锤”的铁匠。中国

一重致力于核电、石化、冶金等众多领域

的大型装备制造。由我们打好的“铁”，将

被用在大国重器的制造中。

在我们劳模创新工作室展台前，摆放

着不少锻件样品。每一个样品背后，都有

一段难忘的经历。就拿手掌大的锥形筒

体锻件样品来说，这个中部锥体、两头圆

环的锻件是核电设备关键锻件，两端大小

圆环的圆心必须保持在一条直线上，筒壁

厚度也要均匀。在没有任何技术资料可

借鉴的情况下，团队依靠传统方式从试验

件着手锻造，屡次失败，一度陷入困境。

为找到失败原因，我们冒着炙烤的高

温，站在钢锭前仔细观察，持续了几个小

时。黄豆大的汗珠啪嗒啪嗒地掉在烤热

的地面，瞬间化为蒸汽。

连续下锤不行，那就从改变锤压的方

式着手，间隔一定距离下锤……我摸索总

结出的“关键点控制法”被采用。这一次

锥形筒体的成功锻造，填补了国内空白，

也彻底打破了此类核电设备关键锻件全

部依赖进口的被动局面。

从普通技术工人成长为全国技术

能手、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30 多年

来，我独创了 50 多种锻造方法、40 多

项锻造技术，攻克工艺难关 100 多项。

我在“打铁”中，打出了作为产业工人的

自豪感和成就感。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后，我和团队

更有干劲。我们将依托创新工作室，把技

艺和创新经验传承下去，千锤百炼，不断

为装备制造提供更多更好的材料。

（作者为中国一重水压机锻造厂副厂

长、高级技师，本报记者祝大伟整理）

扬起产业工人的自豪感
刘伯鸣

8 年前读本科时，我作为志愿者参与

了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坐在台下，目睹

一支支参赛队伍各展其才。那时，一粒参

赛的种子在我心中默默生根。8 年后，我

带着团队自主研发的产品“全球领先的创

新结构优化设计软件平台”，以项目负责

人的新身份参加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

赛（2024），并获得了金奖，实现了自己的

梦想。

就读硕士期间，在参与某型号国产大

飞机雷达天线罩的部分零件优化设计时，我

发现，结构设计需要在多个计算机辅助设计

软件间反复切换，迭代修改结构设计模型耗

时长、效率低、易出错。一个想法在我脑海

中浮现：能否研发一款软件，像桥梁一样把

所有软件连接起来，只要输入设计标准和要

求，就能自动生成最优的设计方案？为此，

我们联合几名同学，开展了相关研究。

为了解实际需求，团队走访了 30 多

个城市的 50 多家应用单位，详细记录每

款软件系统的使用特点，并进行自主创

新，逐步攻克复杂特征建模难、高精高效

拓扑描述难、减重增效突破难等瓶颈，于

2020 年推出第一版设计软件平台。

但第一版平台界面粗糙，只能实现一

些相对简单的功能，我们马上投入平台的

更新迭代中。我们从优化运维上入手，与

企业合作收集实际工况数据，优化算法；

利用云计算简化软件运行维护工作；在本

地版软件基础上开发网页版，让软件使用

更便捷。截至目前，平台已经与 28 家单

位合作，同时承接我国航天工业领域的部

分设计工作，让世界看到了结构优化设计

软件领域的新探索。

科 技 创 新 不 仅 仅 是 理 论 的 推 演 ，更

重要的是将科学理论转化为实际的技术

应用。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也是一名

创业者，我要继续在创新实践中见世面、

长才干，努力研发出更好用的国产工业

软件。

（作者为华中科技大学机械科学与工

程学院博士，本报记者闫伊乔整理）

在创新实践中增长才干
周   颖

当听到国际专家评价“这是迄今最综

合的贝类基因组数据库，在未来所有种类

软体动物组学项目中将被广泛使用”，我

和团队成员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今年 10 月，团队的研究成果“面向超

过 1400 个软体动物种类的功能和进化基

因组学综合数据库”发布。上线后吸引了

来自 70 多个国家研究学者的近 1.5 万次

访问，成为全球范围贝类研究的重要组学

资源中心。

软体动物起源于 5 亿年前早寒武纪，

是最大的海洋动物门类，现存种类超过 10
万种。5 年前，研究团队发现国际上尚没

有贝类基因组数据库，严重制约对贝类生

物学的深度认知和资源开发利用。于是，

我们成立了一个小组，集中攻关数据库建

设。历时一年，数据库 1.0 发布，填补了国

际相关领域的空白。

随着高精度、多维度的功能基因组学

数据爆发式增长，数据库升级势在必行。我

们进一步联合国内外权威机构，发起了国际

万种软体动物基因组计划，成功收集整合了

1450 个物种的近 4200 份多组学数据资源。

我们还开展了系统生物学分析工具软件包

的研发工作，为后期升级打下基础。

当得知国外同行也在着手构建贝类

基因组数据库时，大家深感时间紧迫，小

组成员提出自我要求：“必须短时间、高质

量、高效率完成数据库 2.0 的构建。”攻关

过程中，团队面临海量数据处理难题，崂

山实验室为我们提供了计算资源支持，中

国海洋大学大生命学科超级计算集群提

供了分析资源，大家携手合力，共克难关，

直到数据库 2.0 顺利上线。相较于前版，

数 据 库 2.0 将 贝 类 多 组 学 数 据 量 翻 了 3
倍，数据维度提升 2 倍，以满足特定研究

的深度需求。

未来，我们将胸怀蓝色梦想，奋力破

解蓝色密码、良种创制关键技术，为建设

海洋强国贡献智慧和力量。

（作者为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命学院

副院长，本报记者侯琳良整理）

奋力破解蓝色密码
王   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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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练内功、提高本
领，继续为建设制造强
国、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贡
献智慧和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一重

产业工人代表回信

“希望你们弘扬科学
精神，积极投身科技创
新，为促进中外科技交
流、推动科技进步贡献青
春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国际

大学生创新大赛参赛学生代表回信

“以科技发展、国家
战略需求为牵引，完善学
科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
培养模式，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海洋科技攻关”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海洋

大学全体师生回信

图图①①：：嫦娥六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着陆区嫦娥六号成功着陆在月球背面预选着陆区（（模模

拟动画画面拟动画画面）。）。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金立旺金立旺摄摄     
图图②②：：江苏盐城东台市条子泥海域的海上风电项目江苏盐城东台市条子泥海域的海上风电项目，，

一台台一台台““大风车大风车””随风转动随风转动。。

周周     永永摄摄（（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图③③：：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梦想””号号。。

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供图供图     
图图④④：：在湖北武汉一家车企的自动化焊装车间在湖北武汉一家车企的自动化焊装车间，，机器机器

人在流水线上作业人在流水线上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肖艺九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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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厦航的底色，也是厦航人不懈

的追求。依靠自主创新，我们助力中国民

航用上了国产飞行计划系统，作为科技攻

关团队的一员，我深感自豪。

每一趟航班的路线、高度、燃油载量

等，都需要通过飞行计划确定。作为航空公

司必备的关键信息“大脑”，飞行计划系统与

航班安全、运行效率、经营效益紧密相关。

长期以来，我国航空公司大多依赖国

外的飞行计划系统，不但要支付大量使用

费，还不太贴合实际使用需求。

早在多年前，厦航现任董事长赵东就

提 出 ，“ 一 定 要 研 制 出 国 产 飞 行 计 划 系

统。”锚定创新目标，我们组建专门技术团

队，针对多项关键核心技术合力攻坚，实

现了导航数据、核心算法、软件代码、基础

平台的国产替代，填补了我国在计算机飞

行计划系统领域的空白。

为了支持越来越多的洲际航线需要，

我们又攻克了全球导航数据与洲际飞行

计划算法两大难题，在第一代飞行计划系

统基础上推出了天枢飞行计划系统（以下

简称“天枢系统”）。相比国外系统，天枢

系统能将飞行计划制作时间由 1—3 分钟

降至 10—15 秒，并能为航班规划最优航

路、最优备降场、最佳巡航高度层等，在导

航数据精度上达到国际一流水平。

如今，天枢系统已累计制作超过 350

万份飞行计划，保障超过 65 万个航班，每

年帮助厦航节约燃油 2600 吨，减少碳排放

约 8200 吨，此外还推广到 4 家航空公司使

用，实现了安全、经济、绿色效益的多赢。

不只是天枢系统，这些年，厦航坚持以

改革创新为动力，研制出航班运行控制系

统、飞机健康监控与预测维修系统等一系

列成果，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展望未来，我们仍要扭住自主创新

这个“牛鼻子”，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

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断提升安全保障、企

业管理、营销服务水平，为旅客提供更加美

好便捷的出行体验，助力民航业高质量发

展和交通强国建设。

（作者为厦门航空有限公司总信息师，

本报记者邱超奕整理）

助力民航业高质量发展
王洪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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