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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来到终点，我们是否已找到新冠疫情、

极端天气、粮食安全等问题的破解之道？为了解答大

学生们的相关疑问，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青年

报社联合推出“青年问青年说”科普栏目，为大学生

和青年科学家搭起对话交流的平台，对 2022 年度科

技热门话题进行盘点。

“如何能够减少大家对新冠的担忧？”“今年我国

南方多地出现 40 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全球变暖会脱

离 人 类 的 控 制 吗 ？”“ 国 内 的 粮 食 安 全 处 于 什 么 水

平？”来自全国各地 15 所高校的近 20 名同学，结合自

己感兴趣的 8 大领域，列出细致的采访提纲，向青年

科学家发问。以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

者为主的近 20 位青年科学家克服疫情困难，严谨细

致地解疑释惑。

在探讨问题的同时，青年科学家传递给学子们

的，更是一种科学精神、科学思想、科学方法。不少参

与节目的学生表示，他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拥有科学

的思维方式和态度，未来不管是面对学习还是工作

中的问题都将找到更好的解决方案。

防疫新常态，我们该如何应对

2022 年 12 月 26 日，国家卫健委将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更名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从 2023 年 1 月 8 日开

始实施“乙类乙管”。3 年抗疫不易，当前不少地方也

正在经历新冠感染的高峰。针对大学生关注到的“再

次感染”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副主

任技师、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郑光辉

认为，患者出现首次感染 3-6 个月后，感染同一分型

毒株的概率较低，但由于病毒变异率较高，从理论来

看会存在感染的风险，但还需要进一步展开监测。

至于大学生返乡之后，家里老人小孩如何做好

防护等问题，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呼吸和危重症医学

科主治医师于鲲遥建议，尽量避开跟有基础性疾病

的高危人群接触，减少他们的感染风险。

北京理工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生命学院教

授，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黄渊余表示，

新冠病毒的毒力在不断地下降，也许人类需要与新冠病

毒持续共存很长的时间。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

部主任张兰看来，这一场疫情如果能促进分级诊疗，把

宝贵的医疗资源留给更多疑难杂症患者，重塑中国医

疗的秩序，那么这将是防疫给人们带来的珍贵财富。

极端天气频发，地球家园生病了吗

2022 年夏天，持续高温干旱席卷了从欧洲到非

洲，从亚洲到北美洲的全球诸多地区。我国科学家表

示，2022 年夏季我国平均气温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

期 最 高 ，全 国 平 均 降 水 量 为 1961 年 以 来 同 期 第 二

少。持续的高温是否会再来？极端天气缘何频繁出

现？我们的地球家园生病了吗？

“是的，我们地球生病了，并且病得很严重，最主

要的症状就是高烧不断。”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

所季风系统研究中心副主任、北京陶诗言气象发展

基金会科普大使魏科说，今年夏天不只是在中国，全

球很多地方都出现了高温的情况。

魏科表示，全球变暖，一些气候系统面临着很大风

险，比如北极的冰可能未来二三十年内彻底消融。如果

我们现在不采取措施，到 2100年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

近 1米，到 2300年全球的海平面会上升 4-5米以上。

他强调要有科学的态度，“当极端天气发生时，

我们几乎没有办法去改变，只有合理地应对。”魏科

说，要大力推动低碳的生活方式，年轻人要参与到科

技创新中去。

如何把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到，“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

端在自己手中”。

想端好手里的中国饭碗，一看耕地，二看种子。

据北京市农林科学院高级工程师、北京市科协

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史策介绍，从产量上来看，

我国的粮食安全是有保障的，水稻、小麦两大作物均

为自主选育品种，基本能够实现粮食自由。

2022 年，长江流域的干旱牵动人心，与气候紧

密相关的粮食安全问题，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国

人均耕地面积并不占优势，科技创新成为保障粮食

安全的出路，聚焦到农业育种上，我们需要寻找种业

发展的新赛道、新优势。

“要对种质资源进行挖掘。”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副研究员、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杜

运鹏说，对种质资源进行评价之后，利用基因编辑育

种、分子辅助育种等技术，研究者可以根据需求，筛

选出所需的品种。

中国饭碗，将会越端越稳。

2022，我们走进元宇宙了吗

你依赖大数据吗？你对数字藏品好奇吗？你体验

过线上办公、线上交流吗？

2022 年，“元宇宙”闯进了很多人的生活。让人

浮想联翩的这 3 个字，究竟是人类必将拥抱的绚烂

未来，还是一场仅仅与资本有关的概念炒作？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市科

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黄怀波告诉同学们，元

宇宙为不同行业提供了新的开放平台，极大降低行

业知识壁垒和资源共享瓶颈，催生跨行业、跨产业链

的数字经济新生态，重构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

“元宇宙本质上，是虚拟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桥

梁，在娱乐、教育、工业、军事、医疗行业都有很多实

际的应用。”北京理工大学光电学院特别副研究员、

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范敬凡说。

无论如何，元宇宙，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

“电池革命”如何改变人们生活

2022 年 发 布 的《中 国 锂 电 产 业 发 展 指 数 白 皮

书》指出，我国已连续 5 年成为全球最大的锂电池消

费市场。从手机、电脑再到电动车、新能源汽车，电池

早已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

程学院副教授、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

者张秀玲说，目前新型燃料电池正在研发之中，茄

子、芋头等植物以及细菌等微生物都可以做成电池。

“微生物燃料电池成本低、来源广，具备长效、绿

色等特点。”她说，微生物燃料电池是一种将有机物

中化学能直接转化为电能的装置。茄子、芋头、海藻

等植物里面含有很多的微生物，这里面的微生物有

部分是有益的产电菌，是可以进行产电的，因此可以

做成微生物燃料电池。这类电池既可以降解水中有

机污染物，达到净化环境的目的，同时又能够产生清

洁电能，获得电力。

张秀玲介绍，未来微生物燃料电池可以作为一些

水下低功率监测仪器的供电电源，如水下小型电子装

置和检测仪器，保证它们的连续长期工作，甚至还可

以通过尿液发电为偏远地区和寒冷地区提供照明。

智能家居可以让人“懒”到什么程度

智能灯光、智能扫地机、智能门锁⋯⋯智能家居

已经走进人们的生活，那么未来智能家居的发展可

以让人“懒”到什么程度？

“2013 年至今是智能家居发展的第五个阶段，

技术得到了更大的提升，人们对这个行业有了更大

的信心，购买力也提高了很多。”北京工业大学副教

授、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高慧慧说。

如何应对突发性的断电断网？北京分音塔科技

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北京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

程入选者郝磊解答道，当家里断电的时候，UPS 系统

进行工作，可以维持所有家居的正常运转。

“一键式智能家居的便捷操作，让传统家政服务

中的清洁和烹饪有了相当多的替代方案。”北京理工

大学自动化学院特别副研究员、北京市科协青年人

才托举工程入选者贾之阳说。

“智能家居发明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高效率，提高

人们的生活水平，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做其他更

重要或者说更有意义的事情。”高慧慧说，懒与不懒

其实取决于我们人类本身是否丧失生活能力，也取

决于人自身的自制能力。

“太空家园”来了，未来会有“宇宙
舰队”吗

回眸 2022 年，“三十而立”的载人航天工程用优

异战绩，在探索浩瀚宇宙的新征程上跑出了中国航

天的“加速度”。那么未来，普通人可以上太空吗？“星

际旅行”会成为人类日常交通的一部分吗？我们会拥

有“宇宙舰队”吗？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

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包括星际移民，我相信大

家现在想象的很多画面，在未来都是可以通过技术

实现的。”航天科技集团一院 702 所高级工程师、航

天科技集团青年博士联盟科创部副部长、北京市科

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入选者王龙说。

北京宇航推进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业奎认

为，普通人到太空在 2035 年前后有可能实现，同时

会受几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太空任务的附加值；二是

去往太空出差的路径安全，技术上的储备需求等。

太空探索永无止境，王龙期待更多的青年能一

起投身航天事业，探索浩瀚宇宙，相信这些现在所畅

想的画面一定会更早地实现。

人类能找到外星文明吗

2022 年夏天有一则有关“中国天眼（FAST）”的

消息引起人们的关注：中国天眼发现了迄今为止唯

一持续活跃的快速射电暴。这给人们无限遐想，人类

是否已经探测到外星人发出的信号？

宇宙的某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着其他生命形

式？“答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肯定的。”科幻内容创

作平台“未来事务管理局”合伙人李兆欣说，人类已

经在太阳系这么小的范围里面发现了水的痕迹，按

照相关公式能计算出宇宙中存在的智慧生命的数量

和可能性，当然这里还有太多的未知数。

北京天文馆副馆长陈冬妮介绍，其实这些年人

类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星生命和文明的探索，主要集

中在射电波段方面，人类被动地接受可能存在的外

星文明信号。

“是不是应该积极主动向外建立联系，如果万一

有一天我们真的搜寻到疑似的系外文明的信号，我

们是回答还是不回答，可能都已经超出了天文学的

范畴了。”陈冬妮说，人类要作为一个整体，应该有一

个开放的态度，充满好奇，勇于探索。

“青年问青年说”放飞科学梦想 □ 王军利

梦想是要有的，万一实现
了呢？无论是在科技领域，还是
其他领域，无论是青年追求人
生的梦想，还是中华民族追求
伟大复兴的梦想，我们从未止
步，青年心中为梦想而燃烧的
激情从未退去。

新时代十年，中国不少关键
核心技术实现突破，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壮大，载人航天、探月
探火、深海深地探测、超级计算
机、卫星导航、量子信息、核电技
术、新能源技术、大飞机制造、生
物医药等取得重大成果，进入创
新型国家行列。我们的科技强国
梦，正在实现的路上。

展望未来，党的二十大报告
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
务，就是高质量发展。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科学技术，更
离不开自主创新。前不久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科技政
策要聚焦自立自强。要有力统筹
教育、科技、人才工作⋯⋯某种
意义上说，科技创新不只是科技
圈的事，也是经济发展、国家实
力提升的关键所在。

“ 伟 大 梦 想 孕 育 伟 大 事
业”，在中国的传统故事中，有
上古的神话传说——嫦娥奔
月，也有明朝的“万户飞天”，被
称为世界航天第一人的万户为
了实现飞天的梦想，坐在绑了
很多火箭的椅子上，结果摔得
粉身碎骨⋯⋯2003 年杨利伟乘坐神舟五号成
功飞天，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和自豪；神五成功发
射19年后，6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成功会师，
实现了中国载人航天领域又一新的突破。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航天事业在长
期攻关实践中，形成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
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观看过发射任务的人，都能感受到这种精神。在
文昌淇水湾，不少游客一手挥舞着国旗，一手举
起手机记录下火箭升空的时刻。他们中间很多
都是年轻人，还有不少中小学生。当火箭升空，
划出白色的弧线，他们感受到了祖国航天事业
的一次次发展进步，也感受到了航天青年的探
索精神。

我们追寻梦想的脚步不仅登上太空，还进
驻到了元宇宙的空间中。过去这一年，《中国青
年报》作为 70 多岁的团中央机关报，正在转身
成为新型青年主流全媒体传播平台，带着传
统报业的荣光与梦想，和年轻人一起挺进数
字经济新业态。6 月 6 日正式上线的中国青年
报社数字藏品平台——“豹豹青春宇宙”和

“青春宇宙”首场公开课，发布了由中国青年
报社和国家航天局新闻宣传中心联合推出的
首款数字藏品“航天青年数字徽章”，限量
5400 套，很快售罄。这些徽章成为 5400 颗在数
字世界里陪伴青年奋斗成长、共筑追梦精神家
园的一颗颗星辰。

追梦路上的科学之问，大都来源于对世界
的好奇。保持好奇心对于每个人，特别是青年
来说尤为重要。对地球生态环境好奇，我们关
注气候变化，为地球生态环境保护出谋划策；
对人造太阳好奇，我们不断突破前沿科技，推
动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对宇宙舰队和外星文明
好奇，我们探索的步伐永无止境，畅想人类未
来生存的多种形态。

好奇归根到底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内驱
力，强大的好奇心驱使着我们不断攻坚克难，把
看似不可能变成可能。发现自己的好奇心，或许
就是让世界慢慢变更好的一次开始。

如今的科学家，也是曾经满怀好奇、仰望星
空的少年。“相比于微生物，人类是地球的后来
之客。”“空气变馒头，如何成为现实？”所谓科
普，就是用科学家的方式打开这个世界。在福建
福州，一名年仅 12 岁的男孩在社交平台发布了
400 多条昆虫科普视频，解说昆虫的名字和由
来，在研究昆虫的过程中，也让他认识了当地的
昆虫专家，在心里种下了科学梦想的种子。

怀抱梦想又脚踏实地，敢想敢为又善作善
成。这是当代青年的追求和目标。从空间站到元
宇宙，从青年之问到科学之答，再到放飞科学梦
想，回顾过去一年中国科技事业翻天覆地的变
化，我们发现一个闪亮的关键词——梦想。正是
一群拥有梦想的年轻人，敢于拼搏，敢于挑战，
勇于坚持，最终汇聚成磅礴力量，实现一个又一
个奇迹，点亮了令我们记忆深刻的2022年。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敢于有梦、勇于追
梦、勤于圆梦，投身科技创新，投身我们热爱的领
域，奋勇拼搏，努力多出成果，出好成果，通过科学
探索把科学幻想变成科学理论，把科学梦想变成
科技成果，让青春在新征程上书写光荣与梦想。

追求梦想的脚步从未停止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张 渺

12 月 27 日，中国青年报“陪你慢慢变好·迎

春到”跨年可视化联播迎来第二场——梦想·豹

变。在 3 个多小时的联播里，4 名年轻记者通过自

己的经历和故事，和大家一起回顾 2022 年与科技

创新有关的瞬间，重温那些带给我们“梦想”和

“豹变”的高光时刻。

“豹变”是“火箭青年”将目光投向星空中未

知而神秘的远方，投向“空间站新天地”。

这是中国空间站筑梦苍穹，载人航天取得新突

破 的 一 年 ， 是 中 国 载 人 航 天 工 程 立 项 实 施 30 周

年。这一年，6 名航天员在中国空间站会师，天宫

课堂多次开讲，航天员乘组首次进入问天、梦天实

验舱，中国人的太空“三居室”时代正式开启。

“豹变”是神秘绚烂的“青春元宇宙”，是数字

构建的“元宇宙新世界”。

这一年，中国青年报社数字藏品平台“豹豹

青春宇宙”和“青春宇宙公开课”正式上线。首

场公开课发布了由中国青年报社和国家航天局新

闻宣传中心联合推出的首款数字藏品“航天青年

数字徽章”。在公开课上，“数字藏品是智商税还

是机遇，如何避免被割韭菜”的话题引发青年讨

论与深思。

“ 豹 变 ” 也 是 青 年 充 满 探 索 求 知 的 一 个 个 问

号，在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青年报社共同

推出的“青年问青年说”科普栏目中，青年学生

面对青年科学家，接连提出的“探索科学之问”。

2022 年，我们走进元宇宙了吗？应对新冠病

毒，人类最终靠什么？极端天气频发，地球家园生

病了吗？在粮食安全、种业安全的底线面前，我们

又该如何把中国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这些天

马行空的问题背后，青年人的好奇心难能可贵。我

们关心远方的星辰大海，也关心眼前的粮食蔬菜。

正是这样的好奇心，引领着一代又一代青年人走上

科学探索的道路，观察世界，迎向未来。

“豹变”更是青年在“来点科学”“前沿科学

课”“这个六一玩转科学”等科普栏目里学到的点

点滴滴，是科普课堂上打开的科学大门，是青年

“放飞科学梦想”。

引领梦想的，有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科协科

学技术传播中心、“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抖音共

同推出 《院士开课啦！》 栏目，也有中国青年报社

联合好看视频共同出品的 《院士科普》 栏目。不同

领域的院士分享了各自的科研故事：欧阳自远院士

揭开月亮的神秘面纱，讲述中国探月故事；潘永信

院士解释行星探测，探的是什么；欧阳钟灿院士则

讲述了中国液晶显示的“逆袭”之路；童庆禧院士

讲解了遥感技术，解密观察地球的“天眼”⋯⋯科

普让青年用科学家的方式打开世界，收获知识，点

燃梦想。

“ 梦 想 · 豹 变 ”， 2022， 我 们 一 起 慢 慢 变 好 ，

2023，我们将继续前行。

2022，那些“豹变”时刻

北京时间 2022 年 11 月 30 日 7 时 33 分，翘盼已久的神舟十四号航天员乘组顺利打开“家门”，热情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十五号

航天员乘组入驻“天宫”。随后，“胜利会师”的两个航天员乘组，一起在中国人自己的“太空家园”里留下了一张足以载入史册的太空

合影。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供图

2022 年 11 月 28 日，浙江省淳安县千岛湖中心湖区旅游

码头秀水街，游客正在体验“千岛湖·梦之岛”乐园元宇宙概念

项目。 视觉中国供图

2022 年 12 月 6 日，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小学生走进通

用航空科普体验馆，参加航空科普教育活动，通过现场讲解了

解我国航空航天发展史，体验航空科普装置、模拟飞行体验等。

视觉中国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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