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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刚刚过去的 2024 年，科

技创新为奋进中国留下一个个

难忘的瞬间。嫦娥六号首次月

背采样，中国探月工程书写新的

里 程 碑 ；全 球 最 快 高 铁 列 车 亮

相，高铁技术领跑优势进一步巩

固；“梦想”号钻探船入列，大洋

探 秘 向 地 球 深 部 进 发 …… 过 去

一年，逐梦星辰大海的豪情壮志

催人奋进，带给人们砥砺前行的

信心和勇气。

科 技 创 新 是 发 展 新 质 生 产

力的核心要素。刚刚过去的一

年，放眼神州大地，我们分明感

受到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

发展的澎湃动能。

改 造 提 升 传 统 产 业 。 2024
年，我国 5G 技术创新和应用持

续深化，全球首发的 5G—A 加快

商用部署。从自动化的生产线，

到自动驾驶的汽车，从跨越山河

的 无 人 机 ，到 远 程 联 动 的 手 术

室，5G 正全面融入各行各业，带

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

化发展。

在陕西榆林，煤制烯烃等技

术让“乌金”物尽其用，资源产品

由“一般加工”向“高端制造”转

变；在山东青岛，工业互联网牵

手智慧制造，海尔中央空调互联

工厂的整体效率提升 2 倍……因

“ 新 ”而 强 ，传 统 产 业 升 级 步 履

铿锵。

培 育 壮 大 新 兴 产 业 。“ 千 帆

星座”首批 18 星成功入轨，我国

巨型低轨星座迈出了大规模组

网建设的第一步；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首次任务圆满成功，

商业航天全产业链初步形成。2024 年，蓄势待发的商业航

天，为航天产业发展打开新空间。

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接连突破，碰撞出光伏、物联网等产

业新火花；人工智能革新药物发现和开发流程，催生智慧制

药新赛道……向“新”而行，新兴产业生态逐步壮大。

布局建设未来产业。2024 年初，量子计算机“本源悟

空”上线运行，并向全球用户开放使用。截至目前，“本源悟

空”吸引全球 130 多个国家和地区超 1800 万人次访问，共完

成超过 30 万个量子运算任务。量子计算机持续“进化”，为

商业应用打下良好基础。

异体通用型 CAR—T 治疗自身免疫疾病实现突破，我

国在革新自身免疫疾病治疗上先行一步；人形机器人、脑机

接口、虚拟现实等前沿领域创新不断涌现……从“新”出发，

未来产业发展优势正加速构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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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望未来，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我们有底气、有信心。

底气源自不断积累的创新势能。2023 年我国研究与

试验发展经费投入突破 3.3 万亿元，持续提升的投入为创新

提供了坚实保障。眼下，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

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国际竞争格局，把握机遇，在生命

科学、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领域，我们将产出更多原创性

成果。

底气源自丰富的应用场景优势。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

4 亿多中等收入群体，支撑起规模庞大、层次多样、潜力巨

大的国内市场。超大规模市场的需求，为开展新技术新产

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创造了良好条件。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融合发展，在智能装备、新能源汽车等领域，我们将

见证更多应用与技术的双向奔赴。

底气源自持续壮大的科技人才队伍。2023 年，我国按

折合全时工作量计算的研发人员达到 724 万人年，连续多

年稳居世界第一。破立并举优化科技评价体系，有效激发

了科研人员的创新创造活力。我国首次评选表彰了“国家

工程师奖”，地方、高校发力选拔、培育卓越工程师，工程科

技人才队伍日渐壮大。全方位培养、引进、用好人才，我们

将不惧“卡脖子”的挑战。

岁月不居，时序流转，创新的中国大步向前。向“新”而

行，提“质”而上，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我国经济

航船乘风破浪、行稳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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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谈R
展望未来，以科技

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
展，建设现代化产业体
系，我们有底气、有信心

本报电   近日，大型历史文献纪录片《那个瞬间的年代》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科教频道首播。该片影像资料跨度 30 年，摄

制组通过收集大量资料，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相关的 137
位亲历者进行口述或影像采访，生动还原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

研制历程，展示了科学家、技术人员等建设者艰苦奋斗、默默奉

献的光辉事迹和精神品格。纪录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

目中心、中核集团、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国防科工

局宣传中心联合摄制。 （谷业凯）  

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历程纪录片播出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建立

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人才

评价体系。”近年来，科技界不断健全人才分

类分层评价机制，让科技人才在专属“赛道”

尽展才华，有效激发了他们的创新创造活力。

“谁使用、谁来评”，
制定更加符合科研实际
的考核方式

2022 年 9 月，科技部会同相关部门出台

《关于开展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的工作方

案》（以下简称《方案》），中国农业科学院农

业资源与农业区划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

农科院资划所”）是试点单位之一。该所研

究员徐爱国是试点的受益者。

徐爱国从事数字土壤库创建工作，她的

研究为高标准农田的建设、科学施肥和种植

等提供了重要支撑。然而，由于成果主要体

现为制图、制定标准等，很少能发论文。若

按照以往职称评审资格条件，论文数量方面

徐爱国并不占优势。所以，虽然已满足申报

正高级职称的基本要求多年，但她一直未能

获得晋升。

《方案》提出，“赋予用人单位评价自主

权。”为推动人才分类评价工作，2023 年中国

农业科学院向科技人才评价改革试点单位下

放了正高级职称评审权。中国农科院资划所

出台《职称评审管理办法》，在当年的职称评

审中推行分类评价，打破简单看论文、经费、

奖项等指标的评价方式，探索科研岗位按基

础研究类、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类、社会公益

研究类分类评审。其中，应用研究和技术开

发类重点考察技术突破和产业贡献。

2023 年，凭借在数字土壤模型制图等方

面的研究成果，以及参与第三次土壤普查的

贡献，在“应用研究和技术开发类”类别评审

中，徐爱国的工作获得评审专家肯定，最终

晋升研究员。

“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推广，农业科研成

果类型多样。中国农科院院属单位研究领

域各不相同，地域差异比较大，科技人才的

能力、潜力和贡献如何，用人单位和同行更

有发言权。”中国农业科学院人事局副局长

薛鹏飞说，下放评价自主权，让“谁使用、谁

来评”，有助于激发科技人才的积极性。

坚持“授权松绑”原则，中国农科院全面

下放职称评审权。36 家院属单位自主评审

副高级职称，14 家院属单位自主评审正高级

职称。坚持科学分类，突出差异性，如今，基

础研究、应用研究、软科学研究等类别的考

核重点各有侧重。“我们希望每一位人才都

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通道。”薛鹏飞说。

“人岗相适、分类卓
越”，支持和鼓励教师“分
赛道”发展

以参与《方案》试点单位为契机，2023 年，

北京邮电大学启动新一轮人事人才制度改革

工作，成立人事人才制度改革领导小组及工

作专班。经过调研并结合学校实际，出台了

《关于进一步深化人事人才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及配套文件。其中，

健全分层分类评价机制是一项重要内容。

根据《意见》，北京邮电大学优化常规岗

位聘任，针对不同学院建设目标，开展“一院

一策”“一类一策”岗位设置，支持和鼓励教

师“分赛道”“分类型”聘岗，实现“人岗相适、

分类卓越”。比如，电子工程学院有 42 名教

师应聘竞赛指导、实验教学、专业负责人等

特设岗位；集成电路学院设置“成果转化特

设岗”，聚焦高水平成果转化和校企产学研

合作平台、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建立了成果

转化收益支持学生创新团队建设等机制。

如 何 引 进 、留 下 优 秀 且 具 有 潜 力 的 人

才？北京邮电大学人事处副处长周海锋介

绍，在优化常规岗位聘任基础上，学校建立

了预聘/长聘体系，通过“长聘”岗位，配套科

学的考核激励机制，促使教师保持动力、持

续发展。

2024 年，北京邮电大学开展了首批长聘

制岗位聘任，34 岁的北京邮电大学电子工程

学院教授徐兴元成为首批长聘研究员之一。

长聘岗位聘任不唯论文、不唯“帽子”，

以 6 年为一个周期，重点考核人才的代表性

成果。“推动光子技术应用涉及光学系统仿

真、芯片制备、人工智能等多领域，需要学科

交叉融合发力，难度比较大，出好成果的周

期也比较长，受聘长聘岗位后，我可以安心

发挥科研特长，挑战更有价值的问题。”徐兴

元告诉记者。

根据岗位设置体系变化，北京邮电大学

进一步优化了职称评审方式，兼顾教育教学

类、重大工程类、基础研究类、技术开发类、

社会公益类等不同类型教师特点，丰富教师

职称晋升通道。教书育人是高校的基本职

责。周海锋介绍，为提升长期在教学一线教

师的获得感，学校增设高年资晋升职称通

道，重点考察教学能力和教书育人实效。

建设学术荣誉体系，
激发人才内生动力

如何帮助青年人才成长？怎样激励人

才在全学术生命周期保持内生动力？近年

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探索建设学术荣誉体

系，创新多元化评价方式，进一步拓展了人

才评定的渠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力资源部副部长

蔡一夫介绍，学术荣誉体系与现行的职称等

人才评价方式平行，是后者的有益补充，有

助于打破年龄、资历、“帽子”等条条框框，加

强人才队伍建设，凝聚和培养一批世界一流

人才。

博士毕业两年后，凭借优异的科研能力，

周煌加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与材料科学

学院应用化学系。受益于学校学术荣誉体

系，他被聘为特任副研究员。之后不久，便获

得学校在经费、团队建设、研究生培养等方面

的支持，顺利迈出了科研生涯的第一步。

2024 年以来，周煌先后转为长聘副教授、

特任教授。有了更充足的科研条件，在导师

的支持和鼓励下，他将研究重心转向具有挑

战性的二氧化碳捕获与转化的材料与器件设

计上。近段时间，他带领团队在工况下实现

了对催化剂表面结构重构的精准控制，并设

计出能够直接从工业烟气中捕获并转化二氧

化碳的单电池器件，受到同行广泛关注。

不只是青年骨干，学术荣誉体系设计了

从讲席教授、杰出讲席教授、资深讲席教授

到荣誉讲席教授的荣誉晋升和激励机制，让

有 所 成 就 的 科 技 人 才 不 甘 于 躺 在“ 功 劳

簿”上。

“讲席教授的评选不看‘帽子’，只要科

研能力突出就可以申请。”蔡一夫告诉记者，

2022 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完成了首批讲席

教授、杰出讲席教授聘用工作，28 位各学科

领军人才获得该荣誉。

建设学术荣誉体系，如何衡量申请人的

学术潜力和成就是关键。为此，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人力资源部做了大量支撑工作，通过

优化评审流程、简化申报材料、找准同行专

家等方式，努力确保评出的每一位人才都经

得起检验。

“经过摸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探索建

设的学术荣誉体系得到了校内外的好评，未

来我们将持续优化流程，把这项工作做得更

好。”蔡一夫说。

健全分层分类评价机制，让科技人才在专属“赛道”尽展才华

多把“尺子”量人才
本报记者   喻思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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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科技点亮梦想   科普启航

校园”暨科普大篷车跨域联动活动走

进江西省抚州市广昌县第一小学。活

动通过举办科普小课堂、开展科普展

览等，推动优质科普资源下沉校园，让

学生们零距离感受科技魅力。

近年来，流动科普设施成为推动

科普服务均衡惠普的重要手段。2024
年，流动科技馆累计巡展 746 站、服务

公众 2848.6 万人次。科普大篷车累计

开展活动 3.6 万场、服务公众 2072.5 万

人次。

图为广昌县第一小学学生观看仿

生机器狗表演。

曾恒贵摄（新华社发）  

科技零距离

正值海南豇豆上市时节，海南省三亚市

崖州区崖城村一块试验田里，豇豆花开正

盛，豇豆挂满枝头，等待收获。

“瞧，这里的豇豆长得多好，从头到尾绿

油油的。”手捧一把豇豆，中国农业科学院蔬

菜花卉研究所（以下简称“中国农科院蔬菜

所”）谢文研究员告诉记者。

豇豆是海南冬季瓜菜的主要种植品种，

然而，其生产过程饱受蓟马等虫害的侵扰。

谢文介绍，影响豇豆品质和产量的主要症结

在“花”。蓟马等害虫喜欢藏匿在豇豆花中，

但豇豆花独特的结构，给害虫提供了保护屏

障。采用传统施药方式，无论药剂向上喷还

是向下喷，都无法有效接触包裹在“花口袋”

中的虫体，因此防虫效果并不理想。

为了研发绿色高效的防控技术，科研人

员尝试了很多方法，比如释放天敌、种植生

态植物、采用物理诱杀等，这些技术虽然具

有一定的防治效果，但受很多复杂环境因子

影响，效果并不稳定，而且操作比较复杂、成

本相对较高。

2020 年，中国农科院蔬菜所牵头，协同

多家单位，深入豇豆主产区进行实地调研，

向老百姓收集豇豆种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并在三亚崖州蹲点开展调查，研发简单、高

效、实用的绿色防控技术。

经过长期 24 小时的田间观察，谢文团队

发现，蓟马适宜的活动温度约为 25摄氏度，活

动高峰期大多集中在上午 10点到中午 12点之

间，每日早上 7点前和晚上 8点后几乎不活动，

这打破了过去人们以为蓟马昼伏夜出的认识。

蓟马等害虫的消长动态规律又是什么？

在豇豆的整个生育期如何发生？科研人员

通过系统调查，发现蓟马在豇豆整个生育期

均有发生，其中苗期危害较轻，爬蔓期种群

数量开始增加，开花结果期危害严重，且蓟

马数量随着花期变化存在多个高峰期。

蓟马如何进入花中？与花的形成和脱

落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团队成员白天开展

田间调查及其生物生态学研究，晚上在田间

捡拾掉落在地上的花，终于找到了防治突破

口，即在蓟马“睡觉”时，连同它和“床”一起

“搬”走。

如何快速高效“搬床”，又成了一个棘手

的难题。团队联合企业研发了吸花机，筛选

出载花网，构建了一套防治豇豆主要害虫的

新技术。主要操作流程包括：一喷，在苗期和

爬蔓期根据蓟马种群数量精准施药 1—2 次，

以压低蓟马种群基数；二摇，在清晨 4 点 30 分

至 7 点之间摇动植株，或借助吹风机，加速前

一天开放或受害花朵的自然脱落；三吸，利用

吸花机收集并粉碎载花网上掉落的花朵，彻

底消灭其中潜伏的大量蓟马等害虫。

谢文介绍，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在豇

豆全生育期可减施药剂 60% 至 70%，不仅对

蓟马的防控效果超过 85%，还可减少青虫、

豆荚黑尾对豇豆的危害。相比全覆盖式防

虫网种植方式，该技术对豇豆的种植管理要

求更简单，而且节省了成本投入。

该研究先后得到中国农业科学院科技

创新工程重大任务、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的支持。“我们将加强研究，开发出更简单实

用、易于操作且经济效益好的绿色防控新技

术，为豇豆品质安全‘保驾护航’。”谢文说。

中国农业科学院牵头研发豇豆主要害虫绿色防控新技术

提升豇豆品质有套“组合拳”
本报记者   喻思南

■创新故事R

徐爱国（左一）指导作业队土壤采样流程规范。 中国农科院资划所供图   

本报电   日前，利用航空冰雷达与三维激光雷达，中国科

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院科研人员在甘肃成功进行冰川透视

探测，调查典型冰川储量。这是我国首次利用航空冰雷达开展

典型冰川储量调查，相关成果为河西走廊各流域水资源管理、

祁连山生态环境保护与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数据支撑。航

空冰雷达是一种搭载在飞机上对冰川进行透视观测的雷达，通

过向冰川发射低频段电磁波，接收冰川表面和冰底基岩的散射

回波，并对接收信息进行处理和反演后，得到冰川厚度及储量

信息。 （吴月辉）  

我国首次利用航空冰雷达开展冰川储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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