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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
百年辉煌历程中，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
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
作用。一代代科学家在党的领导下，践行科
学救国、科学报国、科教兴国、科技强国理
念，建立了彪炳史册的功勋。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科技事
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顽强地抽枝散叶。在
近现代科学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交流激荡
中，近现代科学的种子在中华大地落地生根。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科技事业。在中央
革命根据地，党因地制宜创办了一些医疗、军
工、通讯及工农业机构，开始了利用科技力量
服务于军事斗争和根据地生产的实践。延安
时期，我们党领导成立了第一个科技社团——
西北自然科学研究会，创办了第一个科教机
构——延安自然科学院，聚集和培养了一批
掌握科技知识、富有革命斗争精神和斗争经验
的人才，他们为抗战胜利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作
出了独特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科技事业发展进入
崭新阶段。在党的领导下，广大科技工作者
向科学进军，积极投身科技事业和重大科技
工程，取得了陆相成油理论、“两弹一星”、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青蒿素提取、建成
武汉长江大桥、研制出第一台电子计算机等
重大科技成果。随着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
召开，改革开放的中国迎来科学的春天，科
技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科教兴国战略、人才
强国战略大力实施。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推动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航天航
空、信息、交通、海洋、能源、电力、石
油、化工、材料、农业、水利、医药健康、
建筑、核工业等科技领域全面跃升，突破了
一批重大工程科技难关，高新技术产业蓬勃
发展，科技惠民成效显著，正加速建设科技
强国，实现更高水平自立自强。

今天，我们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的历史交汇点，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重要时刻，回首中国共产
党百年奋进的峥嵘岁月，总结其中蕴含的科
创智慧和积累的科创经验具有特别重大的意
义。一个世纪以来，党领导科技事业沿着中
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不断走向胜利。

党的领导与群众路线相统一。党的领导
是最大政治优势。坚持党对科技事业的全面
领导，才能做到总揽全局、协调各方，观大
势、谋全局、抓根本。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
线和根本工作路线。坚持群众路线，把党的
正确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才能充分激
发广大科技人员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远大目标与现实需求相协调。一百年
来，党领导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
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这一远大目标，同时强调结合现实需
求，有步骤、分阶段地推进。就科技事业而
言，也是与时俱进地明确新的战略目标，以
只争朝夕的使命感、责任感、紧迫感，抢抓
发展先机，在科技竞争中奋勇争先。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在不同历
史时期，我们党高度重视科技发展全局观念和
系统观念，重视科技战略顶层设计、统筹协调
和全面部署，同时尊重地方、科研机构和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首创精神，强调根据实际情况
分类施策，对重大改革坚持试点先行，取得
经验后再推广。

举国体制与市场机制优势互补。在党的
领导下，我们形成了高效的组织动员体系，
坚持“两手抓、两手硬”，让市场“看不见的
手”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同
时更好地发挥政府“看得见的手”的作用，
发挥举国体制优势，避免科技资源配置和科
技评价“急功近利”等弊端。

独立自主与开放合作相互促进。科技立
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我们党一直强
调办好自己的事，自立自强与独立自主、自
力更生、自主创新一脉相承。与此同时，我
们党高度重视扩大科技领域开放合作，主动
融入全球科技创新网络，积极参与解决人类
面临的重大挑战，努力推动科技创新成果惠
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历
经艰难险阻，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
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十四
五”新征程已经开启，新一轮中长期科技发
展规划即将发布实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
下，全社会形成了充分尊重科技人才的氛
围，加强对科研活动的科学管理和服务保障，
为科技创新创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创新生
态。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坚定“四个自信”和创
新自信，继续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加快各领域科技创新，掌握全球科技竞争先
机，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
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咨询研究支撑中心
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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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享誉国际的中国“深潜院士”。2018
年，82岁的他乘坐国产载人深潜器，连续数
次深潜南海，亲身探索瑰丽的海底世界。他
曾仅凭简陋的科研设备研究几抔海底泥沙样
品，发表了赢得国际同行尊敬的研究成果。
他曾主持中国海区的首次大洋钻探，提出关
于南海形成新论，一步步推动中国深海科技
向国际先进水平迈进。他说自己已耄耋之
年，必须争分夺秒、风雨兼程，全力以赴把
年轻时因科研条件不具备而耽误的时间抢回
来。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海洋
与地球科学学院教授汪品先。

潜海底，期盼40载后终于梦圆

1978 年，中国的石油科技代表团到法
国、美国去考察，汪品先是其中一员，那次
活动让他大开眼界。在为期两个月的考察
中，他们参观了十几家石油公司和大学实验
室。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世界上的石油公
司已经开始探索深海，汪品先第一次听说人
可以下潜到数千米的海底。

“在巴黎的一个宴会上，我旁边坐着一个
瘦瘦的法国科学家，他在深潜领域颇有建
树，曾经下潜到地中海底，说那里的海百合
特别漂亮，他让我有机会一定要下去看看。
没想到40年后我也下到了海底。”汪品先说。

2018年，汪品先82岁，他搭载“深海勇
士”号 4500 米载人深潜器，9 天时间里在南
海完成 3 次下潜。当汪品先第一次下到南海
深处，他看到层层叠叠的冷泉区贻贝群。他
惊异于深水珊瑚林的神奇、美丽，它们是形
态各异的动物，高的像乔木，矮的像灌木，
更矮的像草，构成了梦幻的深海“园林”。在
一片漆黑的深海海底，它们是另一个奇妙的
生物世界。“海底太美了，深潜的时候如同爱
丽丝梦游仙境，我看到的正是我苦苦寻觅
的。”汪品先激动地说。从首次听说“深潜”到
亲自下到海底，从不惑之年到耄耋之年，汪品
先为了这个“深潜”梦想整整盼了40年。

探深蓝，深海科学钻探获突破

1960年，汪品先从莫斯科大学地质系毕
业后，被分配到华东师范大学海洋地质系工
作。当时的工作和科研条件很艰苦，从名字
来看该系是专司海洋地质研究，但是不具备
研究条件，大家只能做一些最基础的科研准
备工作，默默努力。

到了20世纪70年代，汪品先和他的同事
们依靠简陋的设备，建立起了同济大学海洋
地质系。他们住的宿舍是以前的病房，工作
的实验室是废旧车间，用来研究微体化石的
是两个对不上焦的显微镜。“虽然科研条件

差，但是我们仍然奋发努力，想要有所作
为。当时，我得到了一些海底表层的泥沙样
品，于是我就用吃饭的大瓷盆把泥冲洗之
后，得到沉下来的海洋微体化石，再放在显
微镜底下去研究。” 汪品先说。

就是凭着这样的韧劲儿，汪品先和同事
们在1980年完成出版了《中国海洋微体古生
物》 文集，这本书引起了国际学术界的注
意，后来还被翻译成英文出版。

“我记得，当时有一家法国杂志感到困
惑，中国同行怎么能这么快地作出海底微体
化石研究成果呢，感叹中国深海科技觉醒
了。该研究成果后来还获了奖。汪品先说。

20世纪70年代起，汪品先通过微体化石
系统地进行古环境研究，曾完成我国第一口
海上石油探井的微体古生物分析任务。20世
纪80年代中期起，他首次发现了南海等西太
平洋边缘海在冰期和间冰期旋回中环境与沉
积变化的古海洋学放大效应。

深海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需要依靠国际大
洋钻探，而大洋钻探航次是要通过国际竞争
才能实现的。1997年，汪品先提出在南海钻
探东亚季风历史记录的建议书，在国际评审
中名列第一。1999年初，他作为首席科学家
成功主持了中国海区的首次大洋钻探，实现
了中国海区深海科学钻探零的突破。此后，
他一直在为推动我国的深海研究作贡献。

1999年，在南海实现了中国海区的第一
次深海科学钻探，即大洋钻探184航次。“这个
航次是我们中国人自己设计和主持的，也是以
中国人为主开展的。我们在南海打了那些井
之后，得到了西太平洋最好的海底沉积记录，
非常完整地记录了西太平洋环境变化的历
史。”汪品先说，登上国际大洋钻探船那一年他
已63岁，但是他觉得自己的科研正青春。

提新论，向传统观点提出挑战

2011年起，汪品先开始做他这辈子“一
件比较大的事情”，他成为了国家“南海深部
计划”指导专家组组长。全国共有30多个单
位、700 多名研究人员参加这个计划，其中
包含60个研究项目，是我国海洋领域第一个
大型基础研究计划，采用一系列新技术探测
海盆，揭示南海的深海过程及其演变，最终
获得了突破性的研究进展。

传统观点认为，南海在地质形成等意义
上来说与大西洋类似，是“小大西洋”，但以
汪品先为代表的科学家通过对南海的研究发
现，南海成因其实有着独特的模式，并未遵循
大西洋形成模型，提出了新的见解。此外，他
们还发现，低纬度地区的气候并非只受高纬度
北极冰盖驱动，而是有自己的变化规律。

“我感到非常高兴，经过差不多十年的奋
斗，我们提出了‘板缘张裂’‘低纬驱动’等
新认识，向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汪品先
说：“南海深部计划好比解剖了一只麻雀，我
们研究了南海是怎样产生的，后来怎样变化
的，今后会往什么方向去演变。”

55 岁时，汪品先被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63 岁时，他开始做深海研究。“我是没
有博士学位的，但我选上院士之后做了很多

深海的工作，我做的是‘院士后’。”汪品先
风趣地说。当被问及今后的规划时，他显得
从容坚定：“70 多岁的时候，我想干到 80
岁，80岁的时候想干到85岁，现在我即将满
85岁，我要干到90岁，把早期因科研条件不
具备而耽误的时间抢回来。”

我记者生涯中最远、时间最长的采访是到南
极。1996年11月，我作为第13次南极考察队正式
队员及随队记者，从北纬 31 度的上海港登上雪龙
船，经海上颠簸两个多月，最终抵达南纬 69 度多
的中国南极中山站。

跨越地球约 100个纬度，单程 1万多公里，从
繁华都市驶入亘古蛮荒，起初还为大美绝景而震
撼，很快就疲惫不堪。建于 1989 年的中山站，虽
不断修缮，但那时仍是几只集装箱房，科学考察设
施显得落后。

雪龙船卸货，没有直升机吊运，站上也没有大
型运输配套机械，从船上把上千吨物资搬运上站，
只能大家肩扛手提。陆缘冰平日紧锁站区附近海
湾，雪龙船放艇把物资运到岸边，只能等待风吹冰
散。这样的机会只有宝贵的几天。那期间，所有人
包括厨师都是搬运工，不吃、不喝、不睡，白天黑
夜连轴转，人累得见到一片黑石头，就恨不得立刻
躺上去。

当时与国内通讯很困难，卫星电话用不起，只
能打微波电话。通话时，坐在这套系统前的国家海
洋局接线员和雪龙船、长城站、中山站的人们，都
能同时听到，信号断断续续、模模糊糊。记得春节
时，队员获得准与家人通一次话。通话时，所有队
员齐聚报房，一人说，上百人听，通话内容就是

“你好吗”“我很好”那么几句。
2017 年底，我乘坐极地邮轮前往南极半岛，

顺访长城站，见证了中国南极考察事业的巨大跨
越。我乘坐的挪威海达路德公司的邮轮有200个床位，这一航次，搭乘游客多半
为中国游客，他们一致要求看看长城站，船方答应一定满足。恰巧，长城站时任
站长陈波是我第13次南极考察队的队友，联系上岸参观，自然成了我的事儿。

终于上了站区，眼前的长城站，无论是科研栋还是生活栋，各种现代化装备
一应俱全。

走过南极长城站之后，我掉头北上，有幸到访北极黄河站。那是2019年8月
下旬，我乘坐挪威极地邮轮“北极星”号，经过三四天航行，抵达位于斯瓦尔巴
群岛北部新奥尔松的中国北极黄河站。那是一座褐红色的建筑，在蓝天白云与雪
山海湾之间，格外醒目。抵达这里标志着我完成了到访足力可及的所有中国极地
科考站的夙愿，心情格外激奋。船缆一系好，我便急忙冲下船，快步直奔过去。

接待我的黄河站站长何昉居然是我的武汉同乡，而且还是武汉大学的校友。
北极遇乡音校谊，欣喜之情难以言表。他带我详细参观了解了黄河站先进的科研
和舒适的生活设施，介绍说黄河站是中国履行大国责任，推进人类认识北极、保
护北极、利用北极的高端科研平台，功勋卓著。

临别之际，何昉赠我珍贵礼物——“雪龙 2”号模型。我知道，这艘极地考察
船，由国内设计制造。从它的构造与部件，我能感受得到它比过去雪龙船行进更安
全、功能更强大。中国的极地考察事业，由此一定能够登上一个新的台阶。

中国极地科考事业起步于1984年。1985年2月，长城站建成；4年后，在东
南极建立起中山站。随后以中山站为依托，在冰盖上相继建起昆仑站、泰山站两
个夏季站。2004年7月，北极黄河站建立。近年又在恩克斯堡岛新建罗斯海常年
考察站。自主设计建造的“雪龙2”号极地破冰船投入使用并完成了极地科考之
旅。无论是建站数量、建站档次，还是设施与科研水平，中国都已跻身世界极地
科考强国之列。

见证、参加中国极地考察，记录党领导中国极地考察事业取得巨大进步，堪
称人生之幸！我将永远铭记那些极地冰雪岁月。

汪品先：耄耋之年潜深蓝
王绍绍

汪品先参与南海深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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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中山站附近留影。作者在中山站附近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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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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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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