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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9月11日下午 活动：科学家座谈会

“对冷门怎么看？”

80后的付巧妹，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现场，有人生动形容她的发言是“最年轻的
科学家讲一个最古老的研究课题”。

“我的工作是围绕人类古基因组学，从事演化遗传
的研究，也就是通过古 DNA 探究‘我们是谁，我们从哪
里来’。”

习近平总书记亲切问道：“从哪里来，你们搞明白
了吗？”

“在努力搞明白！”在浩瀚的历史长河探究明白，需
要坐得了冷板凳的坚守执着。付巧妹向总书记汇报了这
些年常被问到的一个问题：

“经常有人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我曾在很难维持
实验室的时候，也想过要不要去做热门研究。希望国家进
一步引导不以‘有没有用’评价和发展基础研究……”

总书记听了以后深有感触：“对冷门怎么看？按一般
概念，一些冷门的东西没有用。这种认识可能把一个领
域的事业耽搁了。做科研事业的评估，要有长远的眼
光、世界的眼光、科学的眼光。”

夯基垒石，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习近平总
书记对这个问题思虑已久：“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
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是基础理论
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西没有搞清楚。”

“我们的学科不占优势，总体经费难免青黄不接，过
几年就要花很大精力找经费。”付巧妹说。

“对开展基础研究有成效的科研单位和企业，要在财
政、金融、税收等方面给予必要政策支持。”总书记娓娓
道来：“不要看是什么所有制、什么体制，要创新发展有
利于基础研究的良好科研生态。”

“吸引人才的大门开得够不够大？”

这些年，一位位科技人才的回国之举，被视为中国
发展磁场效应的风向标。座谈会上，人才成为焦点话
题。每一位发言者都感慨万千、言辞恳切。

姚期智院士建议，打造一条完整的人才培养链，培
育中国的人才造血能力。

施一公院士汇报了西湖大学的建设进展，期待那里
成为尖端科技孵化器和顶尖人才培养基地。

……
习近平总书记时而插话，时而记录。他说：“我们是

感同身受的！国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十年
树木，百年树人。”

如何吸引和培养顶尖人才？总书记思虑深远：“在这
个问题上，我们步子还要再大一点。步子大一点也是胆
子大一点，引入更开放、更灵活的机制。”

外籍化学家戴伟，发言时畅谈了定居中国24年见证
的“外籍人才的‘中国梦’”。

“1987年第一次来中国，我靠磁带自学汉语，和中国
发生了奇妙的‘化学反应’。”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面向世界汇聚一流人才，吸引
海外高端人才，为海外科学家在华工作提供具有国际竞争
力和吸引力的环境条件。“关键要看，我们吸引人才的大门
开得够不够大？措施是不是有力？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
的问题。很多举措还是要再检查一下落实情况。”

“我常到中小学课堂里科普化学实验，孩子们总会惊
叹，‘哇，太神奇了！’”戴伟讲得声情并茂。

习近平总书记对这个问题十分关注：“学生的动手能
力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要跟上。”

……
“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恰逢两个百年的历史交汇

点。欲茂其枝，必深其根。近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
召开几场座谈会，征求意见、广纳良言。

此次科学家座谈会上，听了 7 位科学家的发言，他特
意叮嘱道，科学家思路开阔、讲的问题很有启发性，思想方
法也有很多创新之处。其他同志如果有意见建议可以书面
交给我们。我们很感兴趣，愿意积极研究采纳各方面意见。

“建议再加一条‘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对科学研究的求证精神，习近平总书记颇为鼓励：
“这是一种好的学术氛围。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要有创造性思辨的能力、严格求证的

方法，不迷信学术权威，不盲从既有学说，敢于大胆质疑，认真实证，不断试验。”
总书记说，涉及的相关研究，都要根据国家的大趋势来判断，未雨绸缪。“我多次讲，研

究方向的选择要坚持需求导向，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真正解决实际问题。”
从座谈会传出的科技工作新坐标——“四个面向”，备受瞩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希望

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他就此阐释说，2016年5月召开的科技盛会上，“我那时讲的还是‘三个面向’，也就是
前面的三点。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我建议再加一条‘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9 月 14 日，中德欧领导人将以视频方
式会晤，习近平主席将同德方、欧方领导
人就中欧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深入
沟通。对于这次会晤，国际社会普遍高度
关注。

在此之前，中国与欧洲率先重启外交
互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
任杨洁篪和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接续
出访欧洲，匈牙利外长也于日前访问中
国。中欧双方保持密切沟通，为下阶段重
要高层交往和各领域合作做好准备。

今年是中国同欧盟建交 45周年。这 45
年来的成就充分表明，中欧不是制度性对
手，而是全方位战略伙伴。双方没有根本
利害冲突，合作远大于竞争，共识远大于
分歧。中方愿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内政前
提下，同欧方加强交流，促进相互了解。

中欧是同心抗疫、同舟共济的战友。

疫情发生以来，中欧双方守望相助，成为
国际团结抗疫合作的典范。习近平主席同
法、德、意等欧洲国家及欧盟机构领导人
通话通信，为提振各方信心、推动团结抗
疫发挥了引领作用。中方不会忘记欧洲在
中国疫情严重时伸出援手，也将继续向欧
洲各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共克时艰。

中欧是共谋发展、共促合作的伙伴。
中欧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总体保持合
作的主基调，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
是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9 亿劳动力资源、

1.3亿市场主体的发展中大国，中欧双方优
势互补，互为重要发展机遇。中欧关系健
康稳定发展，为双方带来巨大利益。

中欧是坚持开放、坚守正义的力量。
作为世界两大主要经济体和多极化国际格
局中独立自主的两支重要力量，中欧坚定
维护自由贸易，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
济，共同应对气候变化、伊朗核问题等全
球性挑战和热点问题，为维护世界公平正
义作出重要贡献。

当今世界面临多边与单边、开放与封

闭、合作与对抗三大抉择。正如习近平主席
指出，中欧作为世界两大力量、两大市
场、两大文明，主张什么、反对什么、合
作什么，具有世界意义。对中欧来说，推
动年内完成投资协定谈判，尽快签署 《中
欧合作2025战略规划》，打造绿色伙伴，加
强数字经济合作，将造福双方。此外，加
强国际抗疫合作，开展疫苗、药物等联合
研发，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工作，维护产业
链供应链稳定，推动全球经济早日复苏，
也是中欧合作的重要方面。在共同维护多

边主义、抵制“脱钩”对抗、支持联合国
特别是安理会维护世界和平安全的核心作
用、支持世贸组织等多边机构核心价值和
基本原则以及塑造更可持续、更加安全的
世界秩序等方面，中欧合作大有可为。

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告诉我们，人类是
一个命运共同体。面对多变的国际形势，
拥抱开放合作的暖流，抵制封闭对抗的逆
流，符合中欧共同利益，也将为推动疫后
世界发展作出“中欧贡献”。

（作者为国际问题观察员）

同胞情深落地生根

当年，北海城区不到10平方公里，常住人
口不足17万。短期内涌入1100多艘船艇、1万
多归侨，接待安置的工作难度可想而知。

1978年 5月，北海成立安置归侨领导小
组，一位市委副书记担任组长，从各个单位
抽调了 60多名干部职工投入接待安置工作。
在归侨张炎塍的印象中，“每天中午、晚上
政府统一发奶粉、南瓜、蔬菜。”在中央关
怀下，有关方面齐心协力克服困难，使归侨
有了基本生活保障。

根据安置方案，1万多归侨中，800多人
到钦廉林场，770 多人到防城港企沙镇，近
1500 人到赤江华侨陶器厂，剩下的 7700 多
人留在侨港，等待安置。

待安置的归侨对到林场、工厂等工作生
活不大情愿，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归侨张志
英回忆说：“大家希望，安置方案能更好结
合我们的特点、特长。我们这些人不太适合
一般的体力劳动，因为长期摇船捕鱼，上肢
得到锻炼很有力，但是腿脚功夫差。我们形
象地说自己是‘咸水鱼’，最好不要被放到
淡水里养。”

在1979年3月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一
些归侨代表把心里的想法大胆表达出来，坦
言自己世代以渔业为生，恳请有关部门能够
给予的“上船下海”的机会。在认真听取他
们意见的基础上，北海市向自治区政府提出
了一个大胆的设想：在北海市郊区电建村附
近的一个天然港湾成立“华侨渔业公社”，
集中安置归侨。1979年6月，北海华侨渔业
公社正式批准成立。

随后，相关支持款项和建设物资划拨到
位，渔业公社很快成型。到 1982 年，55 幢
1000 多套公寓住宅楼和配套设施陆续建好，

7700多名归侨从油毡棚屋喜迁两室一厅的新
居。在阔别祖国多年后，归侨们终于在北部
湾海滨落地生根。

耕耘蔚蓝向海而生

华侨渔业公社渔船虽多，但生产工具和
捕鱼方式落后，产量小，收入低。“当时，
侨港大部分是帆船，只能在北部湾沿岸捕
捞。”吴方权感慨。

想增收，就得有新船，但钱从哪儿来？
1980年正月初八，时任公社副主任张志

英跑到深圳蛇口考察，亲眼目睹当地与港商
合作开展“补偿贸易”产生的翻天覆地变
化，大开眼界。

华侨渔业公社很快获准尝试开展“补偿
贸易”。谭大庄代表公社与香港兴伟水产公
司签订协议，由港商提供 130万港元用于新
造渔船，发展生产；公社则将渔货以高于当
年广交会 3%—5%的价格卖给对方。仅一年
后，渔业产量就增加了 7 倍，产值增长 3 倍
多。谭大庄说：“开展补偿贸易以来，我们
提升捕捞装备水平，赚的钱用来安置归侨、
搞冰鲜船。同时，我们还引进先进的探测
仪、雷达等，捕捞能力越来越强。”

1984年，新港镇人民政府成立，实行政
企分开。3 年后，新港镇正式更名为侨港
镇，成为全国唯一的越南归侨聚居的镇级行
政区。1995年，侨港镇成为北海第一渔业重
镇，60%的家庭收入过万元。

新世纪初，侨港的渔船再次升级，木船换
铁船，向远洋进军。李瑞振与亲戚朋友合力筹
款装了一批铁船，捕捞能力一下子提高了几
倍。如今，他领导的企业——广西海洋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已发展为该镇最大民企。而侨港
镇也已成为广西最大的渔业生产、海产品深
加工基地，覆盖海洋全产业链。侨港的电建码
头被誉为“华南第一大渔港”，是北部湾最大
的渔货交易中心，年交易量达20多万吨，总产
值达23亿元，占桂渔货交易额七成。

渔业富了归侨，美了侨乡。2019 年，侨港
镇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 0.87 亿元，全年

水产品产量 10.42 万吨，渔业总产值 1.87 亿
元，鱼货交易量 30 多万吨，总产值 45 亿元。
来者皆叹：“40 多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滩，
谁能想到，竟发生这样的沧桑巨变！”

海丝东风侨港新梦

成绩属于过去，侨港继续以改革创新
精神勇往直前。侨港镇镇长郑道富介绍
说，侨港被列为广西第一批特色小镇并完
成相关规划，现在正致力于培育和发展海
洋产业和异国风情滨海旅游产业，可以
说，前景一片灿烂。

“玩在银滩，吃在侨港。”每逢周末节假
日，华灯初上，越南春卷、卷粉、蟹仔粉、
煲仔粉、鸭仔粉、炒螺、烤生蚝等轮番登
场，侨港风情街已成为知名的“深夜食堂”
和网红“打卡”地。2019年侨港接待国内外
游客 374万人次，旅游总收入 2.44亿元，居
民人均纯收2.72万元。旅游业，成了侨港人
的又一本“致富经”。

侨港镇还规划建设海洋牧场，发展海洋
养殖。目前，海洋牧场面积已达 2 万多亩，
拥有远海作业能力的渔船已达 500多艘。同
时，利用优质的沙滩、广阔的安全海域，当
地大力发展高速游艇、摩托艇、牵引降落
伞、滑板冲浪等体验式旅游项目。

面向国际，侨港镇将发挥“21世纪海上
丝绸之路”重要节点的区位优势，加强与海
外特别是与东盟各国的渔业合作。广西海洋
投资集团已与斯里兰卡、文莱、马来西亚等
签订渔业合作协议。钦国冷冻有限公司投资
3.5 亿元，在非洲毛里塔尼亚建设远洋渔业
合作基地。“海外侨港”的梦想正一步步照
进现实。

40载峥嵘岁月、风云激荡，侨港人用辛
勤的汗水在荒滩上构筑起幸福生活的港湾。
新时代，凭借“一带一路”的强劲东风，广
西侨港还将继续乘风破浪、扬帆远航。

题图：开海前整齐停放在侨港电建码头
的渔船。 张发礼摄

为推动疫后世界发展作出“中欧贡献”
■ 易 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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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海滩变身幸福湾荒海滩变身幸福湾
本报记者 庞革平

夏秋时节，正值侨港旅游旺季，白天游人如织，晚上
灯火辉煌。侨港镇水产协会会长、越南归侨吴方权说，现
在是休渔期，等开海了，侨港天天都是过节，热闹非凡。

广西北海市银海区侨港镇的1.8万多户籍人口中，超
95%是归侨和他们的后代。

1979年，中国与相关国际机构共同在广西北海市郊
区电建村附近的一个天然港湾建设“华侨渔业公社”，后
发展为侨港镇。7700多名归国华侨踏浪逐波回到祖国的
怀抱，在荒凉的侨港海滩安营扎寨。如今，这里发展成为
美丽繁华的渔港小镇，归侨家庭过上了幸福的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