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505创新中国创新中国
责编：杨俊峰 邮箱：rmrbzggs@126.com

2021年12月14日 星期二

留下中关村印记

在北京市海淀区双榆树二街，有
一栋红色的二层小楼十分醒目，这里
就是中关村村史馆所在。

老式胶卷相机、磁带录音机、打
字机、电风扇……步入馆内，首先映入
眼帘的是一排玻璃幕墙，其中陈列着许
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家用设备。这些
老物件来自于中关村地区企业、院所和
居民的捐赠。“这套胶片洗印设备是30
多年前我买下的，是当时最先进的产
品。”中关村街道居民何鲁林说：“我把
这些送到村史馆来，是希望更多人，特
别是现在的孩子们能看到历史，了解那
个年代的生活样貌。”

介绍中关村地区的发展历史正是
村史馆第一部分展览“中关·记忆”
的主题。

历史上，中关村地区因皇家园林
而兴盛。京张铁路清华园站建成后，交
通的便利进一步促进了此地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中关村地区迎来
巨变。1951 年，国家规划中国科学
院用地，选址在这一带。从此，中关
村开始变身为中关村科学城。

1953 年，中国科学院第一座现

代化科研建筑——近代物理研究所大
楼落成。这座大楼成为了中国核科学
的摇篮，培育了几代核科学英才。几
十年间，这里走出了 7 位“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几十位中国科
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随着时代发
展，还输出一大批核科学、物理学研
究机构及人才，是名副其实的“共和
国科学第一楼”。

1978 年 ， 全 国 科 学 大 会 召 开
后，中关村也开启了发展的新春天。
展览的“创业·试验”展区，介绍了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上民营科技企
业的创新热潮。

被称为“两通两海”的四通公
司、信通公司、科海公司、京海公
司，是当时中关村科技企业中的领头
羊。它们践行的“两不四自”原则，
即“不要国家拨款、不占国家编制，
自由组合、自筹资金、自主经营、自
负盈亏”，开创了一种能适应市场经
济的、具有持续创新能力的新模式。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开拓出科
技成果转化应用的新天地。

信息技术产业是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中关村最具代表性的产业。展览展
出了四通中文电子打字机、联想汉
卡、金山软件、汉字激光照排系统等
实物。正是这些诞生自中关村的产

品，带领中国走进了信息时代。
风云变幻中，中关村逐渐成为中

国创新发展的一面旗帜。1999 年，
中关村科技园区正式成立。2009
年，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成为
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2019
年，中关村科学城管理委员会揭牌成
立。以每十年为一个节点，中关村大
踏步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
新中心前进。

“村史馆通过文史资料和实物展
陈的结合，记录了中关村的科技文化
成就和社会变迁。观众参观后会发
现，中关村像是一个大型的孵化器，
不断孵化出更多科研机构、更多科创
企业和更多的新兴学科，不断为中国
的科技创新贡献着力量。”中关村街
道党群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张奕说：

“如今，中关村 3 个字已经超越了一
个地名的含义，而是成为了一个品
牌、一种象征，有了更丰富的内涵。
村史馆的设立，就是旨在挖掘中关村
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
韵，广泛传播中关村文化。”

体会科学家精神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中关

村村史馆的展览还详细介绍了多位科
学家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身上的科学
家精神。

新中国成立伊始，大批海外学人
学成归国，成为新中国建设的生力
军。展览“四海归国心”章节，讲述
了多位归国学者的感人事迹。

展厅中有两栋灰色的居民楼模
型，它们的原型是中关村街道科源社
区13、14、15号楼。这是20世纪50
年代中国科学院专门为安置海外归国
的顶级科学家建造的住宅，名为“特
级专家楼”，简称“特楼”。

“特楼”模型通过全息投影的方
式，生动还原了3位科学家当年居家
生活的场景。居住在14号楼104室的
核物理学家赵忠尧，正与学生讨论问
题；住在15号楼313室的无机化学家
柳大纲，正在书房埋头整理资料；在
14号楼201室，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
夫人、声乐教育家蒋英，正在客厅弹
奏钢琴。

据张奕介绍，“特楼”里先后居
住过 60 多位杰出的科学家，可谓群
星璀璨。其中，有 32 位是中科院首
批学部委员，有6 位是“两弹一星”
功勋奖章获得者。为了加快新中国科
技建设的步伐，居住在此的科学家很
多都是把家中书房当成了第二办公

室，“特楼”上的灯光经常彻夜不熄。
在“特楼”模型对面，还原了核

物理学家钱三强家中书房一角。
书桌旁，有一幅引人注目的座右

铭：“从牛到爱”。这是钱三强即将入
读清华大学时，父亲钱玄同的亲笔手
书。其中含义，一是勉励钱三强，学
物理要向牛顿和爱因斯坦般做出成
就；二是提醒他，学习要像牛那样苦
干，渐入佳境后，就会爱上这门学
科。多年科研生涯中，钱三强一直铭
记父亲的教诲，时刻激励自己不断攀
登科学高峰。

1948年春天，钱三强回国时说：
“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
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
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在中关村，钱三强曾居住于“特楼”
14号楼203室。斑驳的红色木地板、
老式的藤椅、顶天立地的旧书架上层
层叠叠堆满了书籍和文档……带上VR
（虚拟现实）眼镜，观众就能看到实景
拍摄的钱三强先生家中原貌。如非亲
眼所见，人们或许很难相信，中国核
物理的顶尖技术就是在这样朴素、简
单的“陋室”之中诞生的。

而今的中关村街道内，仍居住着
100多位两院院士。中关村村史馆收
藏了近百位院士的手印和寄语，悬挂

于展馆各处。“广见闻、多阅读、勤
实验”“盼年轻人努力学习、报国立
身”“求实求真、清白做人”……朴
素的话语中，蕴含了对科学事业的满
腔热忱、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这是
一代代科学家精神传承的见证。

开展公益性教育

作为一处公益教育基地，中关村
村史馆也努力在下一代心中撒下热爱
科学、勇于创新的种子。

北京市双榆树中心小学就在中关
村村史馆的隔壁。近水楼台，学校同
村史馆合作，为孩子们成立了红领巾
志愿宣讲团。每个班级有两名同学能
成为村史馆的小小讲解员，给更多观
众讲述中关村的发展故事。

“成为讲解员后，我学习了更多
中关村的历史，感到很有意义。”双
榆树中心小学六年级学生韩静姝告
诉笔者，她印象最深刻的是钱学森
回国的故事：“钱学森先生不顾功名
利禄，坚持回来建设祖国，让我非
常敬佩。以后我要也努力成为这样
的人。”

五年级的王君晗告诉笔者，父
母很支持他利用课余时间来做讲解
员。“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
事，让我的课余生活更充实了！”疫
情防控期间，村史馆暂停了对外开
放。王君晗还着急地询问工作人
员，自己什么时候能再做讲解，“已
经迫不及待了”。

“为了满足孩子们的热情，也为
了把村史馆的故事传播得更好，我们
已经在微信公众号上开辟了‘村史故
事我来讲’栏目，为小讲解员们录制
视频，用户点击即可收看。”张奕表
示：“希望同学们的讲述，能够激发
和带动更多青少年铭记光荣历史、坚
定理想信念。”

中关村村史馆还通过改善周边社
区环境，充分利用空间进行科普教
育，致力于打造可持续的社区生态博
物馆。

“村史馆后面有一处拆除违建留下
的空地，我们把它改造成了中关村众
享荟生境花园。现在这个小花园已经
成为了一处修复生态环境、改善城市
社区生物多样性的典型研究样本。”据
张奕介绍，村史馆已与多所教育机构
开展了科研及教育活动：北京林业大
学园林学院袁涛、高健洲团队一直在
对小花园进行相关科学研究；双榆树
中心小学“种植社团”的同学们每周
四下午会在此开展生物多样性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志愿者协会环保部
的志愿者也会定期对小花园进行维
护。如今，这片小花园已成为60多种
动植物的家园，土壤生态得到明显修
复，土壤微生物显著增加。

村史馆还为辖区居民提供了共享
空间和社区文化中心，定期开展各种
文化交流、青少年培训、临时展览等
活动，村史馆的相关文创产品也在设
计当中。

“村史馆不仅展出历史，更立足当
下。我们希望，丰富的交流互动能让
村史馆的空间‘活’起来，使村史馆
真正成为辖区科技文化及科学家精神
的缩影，为推动中关村科学城建设带
来一股新的文化力量。”张奕说。

“以前这河里尽是污水淤泥，臭得人根
本不能靠近，经过这两年系统治理，河道水
质真是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11月末，尽
管天气转凉，但漫步在新河岸边，陕西省咸
阳市民王挺依旧兴致勃勃。

水利万物，首善在水。近年来，陕西省
积极探索综合、整体、协同的治水理念，在
消灭黑臭污水的同时，注重蓄水留水，加强
水源涵养，实现了从“刚性治水”向“柔性
治水”的转变。

发源于秦岭北麓的新河是渭河右岸的一

级支流，自南向北流入西咸新区沣西新城。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原先自然净化、自我修
复的新河却遭到肆意破坏，曾长期沦为附近
村庄的排污渠。

例如，临河村落的生活污水大多未经处
理便直接排入河中，不靠河的村落则将污水
排放至周边沟渠，有时甚至直接排放到农田
中。“惊蛰一过，水面蚊虫格外多，令人头
疼不已。”大王村村民杜亚棉说。

2020年1月，由中铁水务集团投建的大
王污水处理厂正式运营，每日最多可让5000

吨浊流变清波，极大缓解了包括大王村在内
的附近10个村庄污水处理能力不足的压力。

芦苇、菖蒲、美人蕉……走进大王污
水处理厂，只见各色花卉绿植布满于生物
处理车间，呈现出“步步皆景”的景观效
果。为何一家污水处理厂需要如此多的植
物点缀？

“因为打造西北地区首家‘花园式’污
水处理厂，是我们的建设初心。”大王污水
处理厂厂长孙权介绍说，“整个厂区不管是
从建筑风格还是绿化设计，都是尽量去工业

化，打眼看上去，厂区就像是花园一般。”
事实上，“花园式”污水处理厂既要有

“面子”，更要有“里子”。
“我们厂还是西北地区首个采用立体生

态工艺的污水处理厂，通过在厂区生物池种
植十多种挺水植物，可有效吸收处理污水中
的氮磷等污染物质。”孙权告诉记者，利用
植物根系，生物池可构建完善的微生物群
落，这对提高污水处理效率具有关键作用。

大王污水处理厂还通过布设曝气系统、
设置仿生生物膜填料、安装回流泵等一系列

工程技术措施，营造有利于微生物生长繁殖
的适宜环境，加速其新陈代谢，从而更好氧
化分解污水中的有机污染物。

在污水臭气治理方面，大王污水处理厂
也是另辟蹊径，专门采用“除臭加盖”系
统，“拒绝”污水异味。

“我们对预处理车间等建筑物进行了密
封，并设置气体收集装置，将收集的废气排
入生物过滤器。”中铁水务集团总经理吴琦
解释，生物过滤器中的滤床具有较好的通气
性，适合微生物生长，当废气通过滤床时，
恶臭物质即可被微生物吸附、降解。

“在中控室，从进水的水质、水量，到
生产过程中的各项指标控制，再到最后排水
的水质情况，我们都实时监测，各项数据符
合标准才会排放。”孙权说，处理后的尾水
大多排至新河进行生态补水，其次用于公园
绿地喷灌、道路洒水，这对改善城市人居环
境及新河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效果均具有重
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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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中国的科技创
新，有一处绕不过去的
地标——北京中关村。
从中国科学院在这里建
起第一座现代化科研建
筑，到改革开放后孕育
出众多科技企业，再到
成为中国第一个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中关村
见证了太多创新故事。

去年底开放的中关
村村史馆，集展览、交
流、互动、学习、文
创、服务等功能于一
体，为人们提供了一个
深入了解中关村发展历
程的平台。在这里，一
件件新老展品，诉说着
中关村的前生今世，记
录了中关村人奋斗不息
的创新精神；一场场新
颖的活动，则呈现出今
日中关村源源不断的生
机与活力。

中关村村史馆展出的钱三强书房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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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关村村史馆展出的清华园车站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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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6日，北京理工大学志愿者在中关村众享荟生境花园修剪枯枝、拾捡
垃圾、修整步道。 资料图片

北京中关村村史馆外景北京中关村村史馆外景。。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