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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犹如洞穴中的点点星火，人
类用它一点点撕开愚昧黑幕。擎举科学
之火的人，也往往走在探索未知的最前
列，不断向那陌生、不可知的命运发起
挑战。

中国从落后挨打到把“失去的二百
年”找回来，一代代科技工作者付出了
无数青春、热血和智慧。他们支撑的中
国超大规模的现代化，深刻改变世界面
貌，为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前所未
有的贡献。5 月 30 日，是属于他们的节
日，这天共和国几代科技工作者云集中
国青年报社“青春元宇宙之家”。一时
间，科技群星闪耀，为青少年开启了一
场方寸之间的科技奇妙之旅。

传播科学，在青少年心中种下科学
的“火种”，是有71年历史的《中国青年
报》 矢志不渝的重要努力方向。钱学
森、华罗庚等科学“巨星”都曾在这里
留下过他们的诗歌、故事或文章，数不
清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在这里发出他们的
声音，一代代青年从这份报纸中汲取科
学的养分和力量。

如今，科学在春天播下的种子已结
下累累硕果：关心科学、热衷获取科普知
识的公众越来越多，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56%，而在 2001
年，这一比例仅为 1.4%，意味着当时每千
人中只有14人具备基本公众科学素养；从
事科研工作的人越来越多，据统计，2021
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
员全时当量达到 509.2 万人年，连续多年
居世界第一。

在 5 月 30 日“青春元宇宙·科学家
精神”大型可视化直播活动中，一位位
老科学家的故事让我们细品：什么是实
事求是、严谨治学，什么是淡泊名利、
甘为人梯，什么是集智攻关、智勇双全。

当我们搞原子弹氢弹时，外国专家
讥讽说：“在原子的领域里，中国人的大
脑还是真空。”

邓稼先答道：“天底下的路都是从无
到有走出来的，我们是中国人，要走的
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路。”

老 一 辈 科 学 家 自 己 动 手 ， 从 头 做
起，开始从他国的“技术封锁”中突围。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西部戈壁滩
上空升腾起蘑菇云，“有些外国人还不以
为然，以为只不过是一个低水平的玩意
儿，直到他们对大气中的漂浮物进行分
析后，才感到惊讶”。

之后仅两年零8个月，我国第一颗氢
弹爆炸，成为世界上从原子弹到氢弹发
展最快的国家。

而今，我国科技在一些前沿领域进
入并跑、领跑行列，创造“开天”“辟
地”“翻江”“倒海”的中国奇迹。特别
是“天眼 ”探秘、“嫦娥”探月、“蛟
龙”探海、“神舟”探空等一系列重大成
果横空出世，成为我国科技自主创新之路

的光辉写照。“中国力量”正在从量的积
累迈向质的蜕变，从点的突破迈向面的
飞跃。

何为科学精神？它不抽象，它就在这
一个个“国之重器”中，在其背后的一位位
科学家身上，是科学家精神的“塔基”；它
也并不遥远，它可能是一句话——“哪里
有未知之谜，科学家就要去哪里”，是附近
某科研实验室深夜还亮着的灯，是一次次

“归零”后的重启，是某“科研小白”抓头挠
腮险要放弃时的又一次坚持，它或许是电
影《我和我的父辈》中的一名航天科技工
作者写给自己孩子的诗：

“我的孩子，如果可以，我想告诉你
世间的一切奥秘。

告诉你山川大河日升月落，光荣和
梦想，挫折与悲伤。

告诉你，燃料是点燃自己，照亮别
人的东西。火箭是为了梦想，抛弃自己的
东西。生命是用来燃烧的东西，死亡是验
证生命的东西。宇宙是让死亡渺小的东
西，渺小的尘埃是宇宙的开始，平凡的渺
小是伟大的开始。

而 你 ， 我 的 孩 子 ， 是 让 平 凡 的 我
们，想创造新世界的开始。”

站在时间的坐标轴浏览过去，“尺有
所短，寸有所长”。与世界科技强国相
比，我国在一些关键领域核心技术上的

“短板”依然突出，被人“牵着鼻子走”
的被动局面还没完全扭转，“缺芯少魂”
的裹足之困还未摆脱，“卡脖子”问题更
让人心生切肤之痛。

这不仅是科技之争，更关乎国运之争。
如今，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深入发展，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
角力场。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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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时任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丁仲礼院
士曾在给 2017 级本科新生的信中写道：

“亲爱的同学，在科技领域，我们国家曾
长期落后。100 余年来，通过几代读书人
的不懈奋斗，我们已经开始从跟跑阶段
向并跑阶段过渡。我个人预估，我们大
概只需要 20 年到 30 年的努力，就能过渡
到领跑阶段。你还不到 20 岁，将是完成
这个历史性跨越的亲历者和贡献者。生
逢其时，何其幸运！”

以 科 技 创 新 推 动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这一接力棒已交到当代青年，尤其
是青年科研工作者的手中！

正因为有如此多的不足与遗憾，时
代才赋予我辈青年大展身手的用武之地。

“卡脖子”技术问题，究其根源在于
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源头和底层的东
西没有搞清楚”，如此，就不可能有创
新；创新跟不上，创业就不可能长远；
没有创业，就没有发展，就不可能不

“卡脖子”。要攻克这些难题，就需要更

多青年投身、扎根基础研究领域，以科
学精神激活体内的青春力量，继承科学

“大师”们的“衣钵”，持之以恒地发
力，优化我们的科学水土与生态。

美国宇航局前局长曾感慨，“中国航
天最令人感到可怕的，并不是它已取得
的成绩，而在于它所拥有的一大批年轻
科学家和工程师”。不仅是航天领域，中
国的人工智能、交通、矿业、能源、信
息传输、汽车、造船、建筑等领域，也
需要一批批有担当、有能力的年轻科学
家站出来、顶得上，让国家在世界科技
丛林立于不败之地。

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企业是重
要的创新主体。青年科研工作者要把论
文真正写在祖国大地上，也要善于与企
业合作，完成科研成果转化的“最后一
公里”。

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我国全社
会研发投入中，76%由企业投入。2021
年，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立项 860 余项，其
中企业牵头或参与的有 680 余项，占比高
达79%。尤其是在大国的科技角力场中，各
国的大企业往往“打头阵”拼杀在最前线。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世界500强企业
不断冲出来，2021 年共 143 家公司上榜，
上榜公司数量连续第二年超过美国，居
世界第一。但在高科技竞争中，需要世
界500强企业这样的参天巨树，也需要一
批批“小巨人”企业，以及大量专精特
中小企业，如此才能形成一个健康、生
生不息的绿色生态，从而更好应对外部
的技术封杀。

与青年同行的 《中国青年报》，在科
技浪潮中也不断升级。在团中央书记处
的领导下，中青报始终心怀“国之大
者”，与时俱进、不懈奋斗，聚集“青
年、文化、科教、数据、创新”，汇聚元
宇宙、区块链、智能化、文体健康等跨
领域产业精锐力量，正在探索“可视
化”协同创新融合实验室和相关机制创
新，打造“产学媒研用”内容生态链
等，可为中国科技领域的“生态”建
设、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文化出一
分力、培育一方沃土。“青春元宇宙之
家”，不是要成为“发明家”，而是要做
科学知识的“传播者”、科学精神的“弘
扬者”、青年科研工作者的“资源库”和
科技创新型企业的“孵化加速器”，唤醒
更多年轻的“小宇宙”，并为各方科技创
新力量搭建协调创新实验平台，以期未
来科技群星闪耀天穹，为我国成为科技
创新强国汇聚澎湃动力！

在科技强国的征程上，每个人的奋
斗足迹，都镌刻于星辰大海；科技强
国，创新有我，其要义也正在于每个人
的参与。而追求真理、实事求是、逻辑
理性、探究问题、包容宽容等科学精
神，更是每一个普通岗位的奋斗者创新
前进所需要的。

科学家精神闪耀青春元宇宙
■ 孙庆玲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奋力前行，攻

克了一座座科学技术的高峰，创造了一个个大国工程奇迹，为国为民
打拼出一份殷厚“家底儿”。

面向新的征程，当代青年科技工作者被寄予厚望，是民族未来的
希望所在。如何让科技报国的传统薪火相传，让科学家精神弦歌不
辍，让更多青春力量投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事业？

10 位不同领域的“强国青年科学家”给出了他们的答案：
从哈佛大学留学归来的冯晶选择到西部去，他在昆明理工大学带

领团队开创了新型超高稀土碳盐酸硬防护材料，应用在航空航天等领
域，助推我国大国重器的研制；哈尔滨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教授黄陆军选择将耐热钛基复合材料作为研究方向，并设计制备出网
状结构钛基复合材料，解决了传统钛合金耐热温度无法突破 600℃
的瓶颈问题；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李媛，则瞄
准食品产业瓶颈难题，突破了药食同源小分子体内靶向吸收核心技
术，打破国外技术的垄断⋯⋯

他们的选择不同，但方向只有一个——强国。
今年，中国青年报社将携手多家单位，面向全国高校、科研院所和

科技型企业继续寻访一批“强国青年科学家”，讲好中国科学家故事，展
示中国科技界青年群像，引导青少年追科技之星、担强国使命。

各界“明星”也纷纷来为青年科技工作者加油鼓劲儿：张伯礼、
倪光南、庄文颖、李阳、尹浩等 20 位院士为他们发来寄语，期待更
多青年科技工作者在强国之路上挑大梁、当主角；邓亚萍、武大靖、
郑姝音等奥运冠军，以及李光复、朱一龙、王一博、吴磊等齐为青年
科学家助力！ （孙庆玲）

创新争先 强国有我

在清华大学校史馆，有一幅很难让人忽略的巨幅人物画长卷。
画 卷 中 有 14 人 ， 他 们 或 凝 神 远 眺 ， 或 垂 首 沉 思 ， 或 谈 笑风

生⋯⋯他们的身后是万里长城、祖国的山河。这幅画有个很有份量的
名字—— 《以身许国图》，这 14 人均是毕业于清华大学的“两弹一
星”元勋。

“我愿以身许国”，是画卷中的王淦昌 1961 年在接受研制核武器
任务时的回答。之后的 17 年，王淦昌“消失”了，在西北荒凉的戈
壁沙漠中，多了一个年过半百的同志，叫“王京”。此后的故事，大
家都已熟知：1964 年 10 月 16 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两
年零 8 个月后，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中国核武器的发展迈入了
一个新阶段⋯⋯等王淦昌这一名字再次恢复使用时，已是 1978 年，
那时他已是一位头发花白的 71 岁老人。

以身许国，这或许是中国科学家最为特殊、也最难得可贵的一种精
神。这种精神超越时空，依然流淌在一代又一代科学家的血脉之中：

60 多年致力中医药研究，屠呦呦找到 100%抑制疟疾原虫的青
蒿素，给疟疾开出“中国药方”；22 年扎根贵州的深山老林，南仁东
耗尽生命打开追问宇宙的“中国天眼”；15 年仰望星空，北斗三号卫
星首席总设计师谢军和他的团队，把北斗卫星打造成一张享誉全球的

“中国名片”⋯⋯
若有人问，何为科学家精神？他们就是答案。

一代代科学家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一座座科学的丰碑，也铸就了
中国科学家的独特精神气质。他们一如苍穹中闪耀的群星，指引着我
们前行的路，就让我们一起重温他们的平凡与伟大、光荣与梦想。

（孙庆玲）

致敬科学家精神

“你好我是度晓晓，是百度 App 的 AI 探索官，出生时工程师爸
爸赋予了我六大 AI 能力⋯⋯”中国青年报社推出的“青春元宇宙·
科学家精神”大型可视化直播活动上，无人车、无人船、“人造太
阳”、智能云等一大拨前沿科技产品呼啸而来，带给人们沉浸式体
验，近距离感受“科技引领未来，创新改变生活”的炫酷与震撼。

说 起无人驾驶，很多人的第一感觉是：“无人驾驶，那谁来驾
驶？”其实，现在的无人驾驶汽车已经能够实现精准定位、智能决策等
多项技术，逐步走进大众的视野，深度参与人们的生活。随着 5G 通
信技术、新能源汽车相关技术共同发展，无人驾驶技术已经从量变进
入到质变的阶段。

万物生长靠太阳，科学家们长期致力于利用太阳发光发热的原
理，为人类开发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在地球上以探索清洁能源为
目标的受控核聚变研究装置又被称为“人造太阳”。在老一辈科技
工作者精神传承感召下，新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奔涌而来，在科技
创新的主战场，挑大梁、当主角，涌现出一大批战略科学家、卓越
工程师、大国工匠，打造国家自主创新的战略高地，更为生活铸就
科技之光。

珠海云洲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坚持自主创新，勇闯科技探索“无
人区”，组建了一支实干创新的研发团队，这其中就不乏青年骨干。该团
队获授权专利 300 多项，攻克了无人船艇自主航行、感知避障、协同

控制等多项核心关键技术，被鉴定为国际领先水平，荣获多项大奖。
令人惊喜的是，致力于“人造太阳”的中核集团团队荣获第 26 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这是一支自主设计建造我国新一代“人造太阳”
装置的高精尖青年研发建造团队，团队成员 76 人，35 周岁以下青年
57人。越来越多有理想的青年科技工作者正以蓬勃向上的朝气、创新自
强的志气、勇攀高峰的锐气成为新时代科技发展的生力军。 （先藕洁）

科技引领未来 创新改变生活

从“两弹一星”到杂交水稻，从三峡工程到南水北调，从第一艘实验潜艇到第一台舰载计算机⋯⋯
这里都有高校贡献的智慧。在“青春元宇宙·科学家精神”大型可视化直播中，首次展示了 10 余所高
校、科研院所的创新机制、优秀专家、团队和成果，让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梦想照进现实。

科技成果转化是将科学技术转变为现实生产力的关键环节。在各大高校，一批批青年科学家和科
研团队走向广阔天地，致力于产学研转化，取得了众多重大科研成果，“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红菌技术是污水处理领域的前沿颠覆性技术。2006 年，北京排水集团在企业研发领域组建了我
国第一支红菌技术研发团队。研发团队负责人张树军，是北京工业大学彭永臻院士带出的博士。

经过多年产学研合作，张树军博士成功培养出了我国首批中试规模的高纯度红菌，使我国红菌技
术研究水平跻身世界领先前列，实现了红菌的产业化应用。在北京中心城区 5 座城市污水厂，建成了
全球规模最大的污泥热水解厌氧消化液脱氮工程，污泥消化液工程每年脱氮规模近万吨，为北京市水
环境注入一池清流。

为最大限度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打通最后一公里。北京交通大学创造性提出科技成果转化收
益分配，制定了北京交通大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以及内部实施细则，并根据科技成果不同处
置方式，建立起差异化收益分配制度安排。

对于转让许可等形式转化的科技成果，明确将科技成果转化现金收益的 97%奖励给科研人员；对
于作价入股等方式转化的科技成果，明确将作价入股，形成股权的 90%奖励给科研人员⋯⋯有效地解
决了科研人员不愿转、不想转、不敢转、不能转的问题，促进了学校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的发展。

从“政校企”合作平台，到科技成果转化实施办法，各大高校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的科技成果转
化，让科研成果走出“象牙塔”。在海洋信息、极地大科学工程、可燃冰、人工智能、核聚变等前沿科
技领域，一大批高校青年科学家攻坚克难，丹心铸剑。 （韩 飏）

科技强国 创新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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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恩思机器人外科手术室解决方案

科大讯飞：人工智能未来科技场景图

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推出“东方物探创新者”号数字藏品形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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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童庆禧为广大青少年讲遥感技术，解密观测地球的“天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