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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2020年，中国对创新的重视程度
更深，支持力度更大。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中共中央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
建议》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
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这是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全
局、面向未来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必须把
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
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今年 11 月 12 日，习近平总书记
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
重要讲话中指出：“科学技术从来没
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国家前途命
运，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
人民幸福安康。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比
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技术解
决方案，更加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一
动力。”

供应链的“命门”掌握在别人手
里，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
再大再漂亮也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
堪一击。

今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
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时强调，在激烈的
国际竞争面前，在单边主义、保护主义
上升的大背景下，我们必须走出适合国
情的创新路子，特别是要把原始创新能
力提升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实现
更多“从0到1”的突破。

“希望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肩
负起历史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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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提
出“四个面向”的殷切嘱托。

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
调，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科技创新是其中一个关键变量。
我们要于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
新局，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

“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
德。”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企
业家创新活动是推动企业创新发展的

关键。
“敢为天下先是战胜风险挑战、实

现高质量发展特别需要弘扬的品质。”
7月2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
企业家座谈会时指出,“企业家要做创
新发展的探索者、组织者、引领者，
勇于推动生产组织创新、技术创新、
市场创新，重视技术研发和人力资本
投入，有效调动员工创造力，努力把
企业打造成为强大的创新主体，在困
境中实现凤凰涅槃、浴火重生。”

星辰高山是征途

北京时间 2020 年 12 月 17 日凌
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零下20摄氏度
的寒冷中，人们用火热的心情迎接一
位熟悉的“天外来客”。经历了23天惊
心动魄的太空之旅之后，嫦娥五号怀
揣来自月球的岩石和土壤返回地球。
这是一趟满载而归的科学探索，也是
一次智慧与勇气兼备的无畏探险。

历史将使命赋予嫦娥五号，嫦娥
五号也不负众望。接过中国人探月梦
想的接力棒，嫦娥五号实现了地外天
体采样、起飞和月球轨道交会对接等
中国航天史乃至人类航天史上的多个

“首次”，收获了研究月球乃至太阳系
行星的宝贵科学样品，也奏响了中国
探月工程“绕、落、回”探月三步走

的终章强音。嫦娥五号代表人类时隔
40 多年后再次完成月球“挖土”的
壮举，点亮了航天人无数个不眠之
夜，折射出中国创新的熠熠星辉，也
激荡起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油然而生的
自豪感。

从九天揽月到丈量珠峰，2020
年，中国的创新征途是星辰高山。

8848.86米——这是被誉为“地球
之巅”的珠穆朗玛峰最新测定高程。
12月8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尼
泊尔总统班达里互致信函，共同向全
世界正式宣布这一数字。

这是时隔15年后中国重返珠峰测
高，也是中尼两国首次共同向世界宣
布珠峰高程，更是迄今人类科学性、
可靠性、创新性最强的一次珠峰高度
测量。

2020年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顶珠
峰60周年。历经60年的发展，中方团
队在此次测量中采用的一系列高新技术
手段吸引外界关注。从北斗卫星导航系
统到 5G 技术，从航空遥感到激光雷
达，中国对高尖端科技的使用在珠峰测
量中创下了诸多“最”与“首次”。

例如，中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首
次应用于珠峰峰顶大地高计算，中国
国产重力仪首次登顶实测峰顶重力
值，中国首次综合运用航空遥感、激
光雷达、卫星遥感等对珠峰冰川、实
景三维进行研究……一系列高精尖测
量技术的运用与中国近年来始终强调
核心科技创新密切相关。

“测量珠峰涉及到多方面高尖端科
技的使用，反映出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的突飞猛进，更加凝聚了中国当前着
力突破科技瓶颈、掌握核心技术的共
识。”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
副所长蓝建学认为，这与中国目前大
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尽快突破关键
核心技术的要求一脉相承。

当人们还在津津乐道于珠峰海拔
的新数据时，中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天问一号”探测器已经在飞赴火星的
征程中。

7 月 23 日 12 时 41 分，“天问一
号”探测器在文昌航天发射场由长征
五号遥四运载火箭发射升空。此次火
星探测是中国行星探测阶段的首次任
务，也是中国深空探测领域全新的里
程碑。据了解，“天问一号”将一次实
现“环绕、着陆、巡视”3个目标，其
发射升空标志着中国航天进入了深空
时代。

12月9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
院“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研制团
队，以“天问一号”的口吻，写了第
一封“家书”。家书中称：目前“天问
一号”一切均好，自发射以来，“天问
一号”已完成3次轨道修正和1次深空
机动，现已飞行快3.5亿千米，对地球
距离约 9250 万千米，对火星距离约
1400万千米。目前“天问一号”正以
约17.4千米/秒的对地速度奔跑，还要
再跑1个多月，预计在春节前后会被
火星捕获。

自立自强是信心

2020年中国创新的最大亮点之一
就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成果层
出不穷。在这些创新成果中，全球导
航的“中国星”——北斗导航系统完
成组网闪耀太空无疑是最能展现中国
创新自立自强信心的案例之一。

从1994年工程启动，到2000年完
成北斗一号系统建设，再到2012年完
成北斗二号系统建设……北斗系统建
设的步伐一直在加速。今年6月23日9
时43分，中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
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北斗
系统第五十五颗导航卫星暨北斗三号
最后一颗全球组网卫星。至此，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星座部署比原
计划提前半年全面完成。

仰望星空、北斗璀璨，脚踏实
地、行稳致远。

7月31日，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
航系统建成暨开通仪式在北京举行。
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仪式，宣布：“北斗
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这
标志着中国建成了独立自主、开放兼
容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中国北斗从
此走向了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时代
舞台。

据了解，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是中国迄今为止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
广、服务性能最高、与人民生活关联最
紧密的巨型复杂航天系统。参研参建的
400多家单位、30余万名科研人员合奏
了一曲大联合、大团结、大协作的交响
曲，孕育了“自主创新、开放融合、万
众一心、追求卓越”的新时代北斗精
神。这是中国航天人在建设科技强国征
程上立起的又一座精神丰碑，是与“两
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既血脉赓
续、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宝贵精神财
富，激励着广大科研工作者继续勇攀科
技高峰，激扬起亿万人民同心共筑中国
梦的磅礴力量。

2020年，中国人不仅完成了北斗系
统的全球组网，还把足迹留在马里亚纳
海沟深处。11月10日8时12分，在“地
球第四极”——西太平洋马里亚纳海
沟，载人深潜“奋斗者”号成功坐底

“挑战者深渊”，深度10909米，创下中
国载人深潜新的深度纪录。就在此10多
天前，“奋斗者”号在同一海域下潜一举

突破1万米大关。连续取得的成就标志
着中国万米级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
海试取得成功，也意味着中国人驾驶自
己的潜水器可以自由到达大洋任何深度
并开展科学考察。“奋斗者”号的成功是
中国深海装备和深海技术的重大突破，
帮助我们实现了中国科学家大洋科考梦
寐以求的“全海深”进入。

值得注意的是，万米级载人深潜
器“奋斗者”号是中共十九届五中全
会后首个进入公众视野，接受实战考
验的新的“大国重器”，其首战告捷和
堪称完美的表现彰显了中国日益增强
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自立自强精神。

1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发来贺
信，向“奋斗者”号全海深载人潜水
器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胜利返航致以
热烈的祝贺，向所有致力于深海装备
研发、深渊科学研究的科研工作者致
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从
“蛟龙”号、“深海勇士”号到今天的
“奋斗者”号，你们以严谨科学的态度
和自立自强的勇气，践行“严谨求实、
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峰”的中
国载人深潜精神，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
范。希望你们继续弘扬科学精神，勇攀
深海科技高峰，为加快建设海洋强国、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为人类认识、保护、开发海洋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12月4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宣
布该校潘建伟等人成功构建76个光子
的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求解数学
算法高斯玻色取样只需200秒，而目
前世界最快的超级计算机要用6亿年。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数学专
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形
成了完整的体系。而这台以“九章”
命名的量子计算机同样具有里程碑意
义：这一突破使中国成为全球第二个
实现“量子优越性”的国家，牢固确
立了中国在国际量子计算研究领域的
领先地位。这项研究成果刊发在国际
学术期刊《科学》杂志上，审稿人评
价这是“一个最先进的实验”“一个重
大成就”。

“量子优越性像个门槛，是指当新
生的量子计算原型机，在某个问题上
的计算能力超过了最强的传统计算
机，就证明其未来有多方超越的可
能。”中科大教授陆朝阳说，多年来国
际学界高度关注、期待这个里程碑式
转折点到来。

任何重大科技创新从来都不是轻
松实现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创新领
域取得这些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重大创
新成果、实现从“跟跑”“并跑”到

“领跑”转变，离不开未雨绸缪的战略
谋划和系统布局，更有赖于科学家和
科技工作者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地奋
起直追、埋头苦干。相信在未来，无
论是在量子科技领域还是在其他创新
领域，中国科学家一定能创造出更多
令世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2020，中国创新闪耀自立自强光芒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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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中国科技创新精彩纷呈。
回顾这一年，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创造了许多“最”“首次”“第一”，

令国人振奋感动。
嫦娥五号探测器成功发射，完成了中国首次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之旅；

量子计算原型机“九章”问世，意味着中国量子计算机实现算力全球领
先；“奋斗者”号成功完成万米海试，标注了中国载人深潜新坐标……一
项项代表着中国最前沿科技的成果频频凝聚全球目光，让世界感受到中国
创新越来越澎湃的活力。

2020年，中国创新始终闪耀着自立自强的光芒。正是科研工作者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的辛勤付出，铸就了中国创新牢不可破的品质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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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摄

66月月2323日日，，中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中国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最后一颗组网卫星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昌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升空。。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江宏景江宏景摄摄 示意图（新华社制作）示意图示意图（（新华社新华社制作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