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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范儿

“嫦娥四号任务是我国探月工程四期的首次任
务，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了航天器在月球背面软
着陆和巡视勘察，首次实现了月球背面同地球的中
继通信……”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是“中国由航天
大国向航天强国迈进的重要标志之一，是新时代中国
人民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新标杆新高度，是中华民族
为人类探索宇宙奥秘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中共中
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发出的贺电这样对嫦娥四号任
务实现的突破给予了充分肯定。“首次实现”“重要标
志之一”“新标杆新高度”“卓越贡献”等关键词，
高度凝练概括了该任务所达到的创新高度。实际
上，发贺电此举本身就是对该任务大力推进中国航
天科技创新达到新境界的充分肯定。

近年来，中国航天科技领域大事频仍，实施了
一系列重大航天发射任务，除了刚刚获得圆满成功
的嫦娥四号任务之外，嫦娥三号任务和载人航天工
程、北斗导航工程等都曾在圆满成功之际收到贺
电。据不完全统计，从 2012 年 12 月到 2018 年 12 月
间，航天科技领域就收到贺电7封，航空科技领域收
到3封，能源领域收到1封。

2017 年 12 月 24 日，在大型灭火/水上救援水陆

两栖飞机 AG600 首飞成功之际，中共中央、国务院
向参加 AG600 项目研制任务的全体参研参试单位和
人员发去贺电。贺电指出，AG600 是我国首次按照
中国民航适航规章要求研制的大型特种用途飞机，
是国家应急救援体系建设急需的重大航空装备。贺
电高度评价 AG600 首飞成功的意义：标志着我国航
空工业特种用途飞机研制能力取得重大突破，是继
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后我国民用航空工业发展的
又一个重要里程碑，是我国航空工业发展的最新成
就。2018年10月20日，在AG600水上首飞圆满成功
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发来贺电。贺电指出，AG600 水上首飞圆满
成功是我国航空工业坚持自主创新取得的又一重大
科技成果。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
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通
过研读这些贺电，我们可以发现，它们既是在对中国
科技创新重大突破第一时间给予的客观、中肯的评
价，又是对相关科技工作者和参与者的创新精神的表
彰与激励，折射出中华民族的科技创新范儿。

开放范儿

中国国家领导人所致的与科技有关的贺电和贺

信彰显了中国致力于推进国际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
的精神和为此付出的不懈努力。在当今全球化发展
进程遭遇困难受阻的大背景下，这种精神和努力显
得格外弥足珍贵。具体来说，这些贺电和贺信大体
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与外国领导人就某项科技
合作互致的贺电，另一类是向在华召开的国际科技
和产业会议所致的贺信。

2018年2月2日，中国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
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升空。这是中国全新研
制的国家民用航天科研试验卫星，也是中国地球物
理场探测卫星计划的首发星。该星利用覆盖范围
广、电磁环境好、动态信息强、无地域限制等优
势，开展全球空间电磁场、电离层等离子体、高能
粒子沉降等物理现象的监测，为地震机理研究、空
间环境监测和地球系统科学研究提供新的技术手
段。值得注意的是，该星见证了中国和意大利在空
间领域密切合作进入新水平，所搭载的核心载荷之
一高能粒子探测器由意大利方面研制，它与中方研
制的设备互为补充，开展联合地震探测研究。为
此，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互致贺
电，祝贺两国成功携手开展的此次空间电磁监测试
验卫星发射活动，赞扬此次合作是中意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的重要体现。

2018年10月29日，一颗以中法两国国名联合命
名的海洋卫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入轨，
这就是中法海洋卫星。该星是基于中国的东方红
CAST2000卫星平台，装载了中方研制的微波散射计
和法方研制的海洋波谱仪，实现在全球范围内对海
洋表面风浪的大面积、高精度同步观测，进一步科
学认知海洋动力环境的变化规律，提高对巨浪、海
洋热带风暴、风暴潮等灾害性海况预报的精度与时
效。这颗卫星是新世纪中法太空合作迈出的重要一
步。发射成功当天，国家主席习近平与法国总统马
克龙就此互致贺电，表示中法海洋卫星成功发射是
两国航天合作最新成果，中方愿同法方一道努力，
推动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紧密持久的中
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向更高水平，更好造福
两国和两国人民。

近年来，中国作为国际科技合作的重要参与者
和推动者，主办承办了一系列重要国际科技和高科
技产业会议，对促进这些领域实现更好更快发展作
出了重要贡献。对这些会议在华举办，不仅中国相
关部门给予大力支持，而且中国国家领导人也给予
关注，发去热情洋溢的贺信。从中，国际社会感受
到中国科技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的宽广胸怀。

2018年10月19日，在2018世界VR产业大会在
江西省南昌市盛大开幕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大
会致贺信，表示，中国愿加强虚拟现实等领域国际
交流合作，共享发展机遇，共享创新成果，努力开
创人类社会更加智慧、更加美好的未来。2018年8月

23 日，首届中国国际智能产业博览会在重庆市开
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向会议所致的贺信中指出，
中国高度重视创新驱动发展，坚定贯彻新发展理
念，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努力推动
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中国愿积极参与数
字经济国际合作，同各国携手推动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为世界经济增长培育新动力、开辟新空间。

天下范儿

科学探索是全人类共同的追求，科技创新是世
界各国人民共同的事业。中国在大力推进自身科技
发展进步的同时，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视
野和战略高度，来看待当今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
主张科技创新全球参与，科技创新成果惠及世界
各国。这既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又与中国传统的

“天下观”一脉相承。这些理念在近年来重大科技成
果和重大科技活动成功举行而发的贺电贺信中体现
得淋漓尽至。

庆祝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的贺电，
一方面盛赞该任务成功实施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探索
宇宙奥秘作出的又一卓越贡献，另一方面强调，这
是以实际行动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结出的丰硕成果。贺电指出，探索浩
瀚宇宙、和平利用太空，是全人类的共同梦想，勉
励航天战线全体同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再创佳绩、再
立新功！从中，我们既可以体味到浓郁炽热的家国
情怀，又可以领略到以全人类福祉为终极价值关怀
的博大胸襟。

嫦娥工程的实施正是中国在科技领域中大力践
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典范之举。在近日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举办的专题新闻发布会上，国家航天局
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在谈到嫦娥工程
的规划时透露说，将来实施的嫦娥八号任务将聚焦
于为在月球建立科技基地做前期探索工作，该任务
既着眼于中国自身空间计划发展的需要又适应其他
国家航天发展目标。对此，他解释说，世界主要航
天参与者，美国、俄罗斯和欧洲等都在论证是否在
月球建立一个科研基地或科研站，例如采用3D打印
技术，利用月壤建房子等。可以说，嫦娥八号任务
定位是综合自身情况和国际社会探月需求来设定的。

中法海洋卫星这类国际合作虽然是双边携手结
出的硕果，但是从中受益的不仅是两国有关部门，
是整个国际社会。根据达成的共识，该海洋卫星获
得的探测数据由中法两国科学家共享，拓展两国在
航天技术、海洋科学研究、全球气候变化等领域的
合作。同时，该卫星数据还提供给世界各国科学
家、预报员使用，为海上船只航行安全、全球海洋
防灾减灾、全球海洋资源调查提供服务保障。

“我的外卖是由外卖小哥送来，还是无人车送来？”在近日
举办的 2019年美国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首次亮相的美
团无人配送车“小袋”用实际行动做了回答。除了无人配送
车，无人卡车、无人轿车……展览上，各种体现智能驾驶技
术的装备和系统可谓琳琅满目。

外形呆萌、自主行驶驾，在北京海淀公园，一辆叫“阿
波龙”的小型游览车总会引起游客关注。它采用无人驾驶技
术，每次可载七八位旅客，提供园区特定路线的摆渡服务。

与此相类似，由上海深兰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的熊猫智能公
交近期也在进行量产和试运行。这款公交车通过自动驾驶、人
车对话、视觉防盗、乘客异常行为检测、防盗防偷系统、定向声
源、逃票追索、眼控广告等技术的结合，实现智能驾驶。识别、
刹车、停步、重启，熊猫智能公交都可自主完成。

从全球范围来看，智能驾驶尝试的大幕更是早已拉开。
2018年以来，美国打车平台 Lyft称已完成超过 5000笔无人驾

驶订单，无人驾驶出租在阿联酋、俄罗斯等国正式上路，日
本已进行东京“山手线”电车的无人驾驶试验……

除了推出基本的载客需求，智能驾驶也在尝试更多的应
用领域，甚至参与“跨界”。例如美团的无人配送车、德邦的
无人货车，都将无人驾驶应用在物流配送领域；而深兰科技
则试图将无人驾驶技术与新零售结合起来，在车上则设置自
动售卖机、咖啡吧或会议室，让它们成为自主移动的“公共
空间”或社交场所，用户只需通过手机发送服务需求，这些
餐车或移动零售车就会自动驶来，为顾客提供服务。

说到无人驾驶，许多人会不自觉地问：无人驾驶安全吗？
业内人士认为，无人驾驶的安全性，依赖于人工智能的发展。

中国工程院院士郑南宁认为，当前的无人驾驶技术主要
面临对环境的可靠感知、预行为理解、应对意外等方面的难
题，例如如何对交警的手势作出反应，如何应对突然从路边
闯出的行人等。这需要把深度学习网络、长短期记忆、选择

性注意机制等技术整合到自主驾驶系统中。
“无人驾驶在公交领域会较快实现。”清华大学-剑桥大

学-麻省理工学院“未来交通”研究中心主任吴建平表示，公
交车走固定线路，行驶环境简单。同时，他认为无人驾驶有
助于降低交通事故的发生率。

“例如熊猫智能公交，就是使用机器视觉精确识别、感应环
境并自主规划路径，避让行人、障碍物等，实现公交车自主行
驶。此外，车上的高安全级别异常行为监控系统能全方位识别
分析乘客异常行为，包括偷窃、摔跤、吸烟等。系统可记录行为
实施者体貌特征，后台即时播报预警，使得公众出行的安全性
得以全面保障。”采访中，深兰科技相关负责人表示。

展望未来，相关人士认为，智能驾驶技术的推广需要系
统规划与多方面配套措施的出台。

江淮汽车智能网联汽车研究院副总监吴琼表示，国家应从
整体层面系统谋划、协调推进自动驾驶设计的各项技术发展，
构建自主可控的智能驾驶汽车技术创新体系，尽快突破关键核
心技术。上海汽车集团前瞻技术研究部副总经理项党建议，进
一步加快高速公路、内部道路等更加复杂、区域更广、场景更复
杂的社会道路的放开力度，分等级逐步完善智能网联汽车上路
测试和公告监管，让智能网联汽车企业可以一级一级“通关”，
逐步提升安全等级，积累经验、快速成长。

贺电贺信里的中国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 张保淑

贺电贺信里的中国科技范儿
本报记者 张保淑

岁去弦吐箭，2019年悄然来临。在这万象更新的时节，中国
科技继续保持着奋进姿态。1月3日10时26分，嫦娥四号探测器
成功实现月球背面软着陆，并发回首张近距离拍摄的月球背面
图，接连创造人类探月历史。11日下午，嫦娥四号的着陆器与玉
兔二号巡视器在鹊桥中继星支持下顺利完成互拍，地面接收图像
清晰完好，科学载荷工作正常，探测数据有效下传，搭载科学实
验项目顺利开展，达到工程既定目标，嫦娥四号任务取得圆满成
功。在此欢庆时刻，嫦娥四号任务指挥部和参加嫦娥四号任务的
全体同志收到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贺电，盛赞嫦
娥四号任务圆满成功是航天战线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就。

近年来，我国成功实施了一系列重大科技任务。在它们圆满
完成之际，有关方面收到贺电，感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全国人
民给予的温暖与关怀，获得巨大鼓舞和激励。通过贺电，人们可
以更深刻地了解这些科技任务，更深刻地认识其丰硕成果和实际
价值，更真切地体味中国的“科技范儿”，感受创新中国铿锵有力的
脚步。

本报电 （记者孙亚慧） 近日，在
2019 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电子科技大学
出版社联手北京盛世国图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共同推出的 《红色足迹走遍中国·红漫
智慧课堂主题展》 亮相展览区。展区现
场，机器人和真人舞蹈演员伴随着一曲

《十送红军》 共同起舞，引得许多观众驻
足观看。

“今年，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
周年，我们想通过‘红色动漫’这种形
式，为中小学生提供他们乐于接受的影视
内容。同时，拓展内容形态，比如在VR
体验里，学生就能直观感受到当年‘四渡
赤水’的场景。”“红漫智慧课堂”项目出版
人罗晓介绍说，“我们以课件的形式，将产
品推荐到中小学校，室内和户外课堂都有
我们的配套教学内容，四川、江西等地的
多所学校都已有签约意向。”

智能汽车离我们有多远？
本报记者 柴逸扉

“红漫课堂”亮相
2019北京图书订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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