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民生视窗 People's livelihoodPeople's livelihood
2019.06.03

星期一

民生视窗编辑部

主任：王 志

执行主编：王春华 陈淳安

新闻热线：（010）56805028
监督电话：（010）56805167
电邮：gu8138@163.com

重点推荐

延伸阅读

民生杂谈

0版1

为“拯救”下滑的大学生体质，部分

高校陆续祭出“杀手锏”：体测不达标，

不发毕业证。部分受访学生家长表示，

没有听说过体测与毕业、评奖评优挂钩

的规定，也坦言难以理解孩子会因为体

测不合格而无法毕业。

毕业季
你会因体测丢掉毕业证吗

□ 胡 喆 董瑞丰 盖博铭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

强，企业赖之以赢，人民生活赖之以

好。中国要强，中国人民生活要好，

必须有强大科技。”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

出稳步增长，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

量居世界前列……我国主要科技创

新指标稳步提升；嫦娥探月、北斗组

网、列车飞驰……一批重大科技成果

竞相涌现。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

作者日，在全国9100万科技工作者

的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创新活力泉

涌，正朝着勇攀世界科技高峰的目标

奋勇前进。

汇聚科技之力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5月23日，一辆蓝色和银色相间

的子弹头列车在青岛帅气登场，未来

感十足的外观让这辆高速磁浮试验

样车甫一下线，便立刻成为“网红”，

收获“粉丝”无数。

时速600公里、经过近三年技术

攻关、成功突破高速磁浮系列关键核

心技术……高速磁浮列车不仅颜值

高，科技含量更高，且具有我国自主

知识产权。

中国要强盛、要复兴，就一定要

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2018年，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

射18颗，全球组网卫星基本系统完

成部署，形成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和地区的服务能力；2019年初，嫦娥

四号探测器成功实现人类首次月球

背面软着陆探测之旅，开启了人类月

球探测新篇章……

一批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我

国科技发展在一些前沿方向开始进

入并行、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处于

从量的积累向质的飞跃、点的突破向

系统能力提升的重要时期。

“要清醒认识到，自主创新是我

国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只

有把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

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才能从根本上

保证我们的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国

家安全和世界和平。”中国科协主席

万钢说。

5月24日，一年一度的“中国科

技达沃斯”浦江创新论坛在上海如期

举行。《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报

告2019》显示，中国人工智能论文发

文量居全球前列，企业数量、融资规

模居全球第二，但引文影响力指标相

对落后，共性技术平台、芯片处理器

等企业数量较少，基础层领域发展相

对薄弱。

“把握好历史大变局的趋势和机

遇，必须向科技创新要答案。”科技部

部长王志刚指出，面向未来中国将着

力增强科技创新的体系能力，提高国

家创新体系的整体效能。高度重视

颠覆性技术突破，注重原创导向，加

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

释放科技动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科技

工作者的创新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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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午休时刻，北京云知声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负责人黄伟及部分科研人员

还在忙碌着。自主研发的车载芯片、

集成语音识别技术的智能家居……在

出行、家居、医疗等领域，黄伟构建了

一张人工智能“技术图谱”，将技术与

使用场景衔接，构建一系列服务生活

的“未来场景”。

“科技要发展，必须与生产生

活相结合。用科学的力量解决实际

问题，也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为科学

发展提出新思考、新课题。”黄伟说。

在国民经济主战场中，广大科技

工作者提供了解决现实问题的“妙

招”，也把惠民、利民、富民作为科技

创新的重要方向。

一进入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

所的办公楼，几名科研人员正在测试

机器人。在这里，平均每年诞生近

10个高科技产业化项目，推动人工

智能研究与医疗、安防、先进制造等

应用领域深度融合。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

人员程健认为，前沿技术需要落地并

帮助其他领域的产业升级转型，让各

行业用上人工智能、用好人工智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推动经

济社会更平衡更充分发展已成为新

时代科技发展要实现的重要目标，也

是如今全国9100万科技工作者承担

的历史责任。

化解科技痛点
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甘坐冷板凳

5月 25日，四川成都。2019中

国计算机学会青年精英大会在这里举

行，人工智能、光电芯片、信息技术……

这些高精尖原创技术的现状和前景，

在会场激起共鸣和沉思。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副研究员

米磊认为，经过几十年发展，我国已

经成为科技应用大国，但在关键核心

技术上还有相当多的不足，未来我们

要掌握更多“硬科技”，并将其真正转

化为社会生产力。

关键核心技术被卡脖子是“燃眉

之急”。在中科院院长白春礼看来，

信息通信、高端装备、工业基础材料、

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和关

键产业的一些短板，是加快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必须迈过的一道坎。

作为科技国家队，中科院从去年

开始新启动了计算系统、网络安全等

先导科技专项，要求项目责任人立“军

令状”，明确了不“申报奖励、不调动工

作、不从事其他项目工作”的“三不”原

则，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集中攻关。

白春礼说，补齐所有短板不可能

一蹴而就，关键核心技术能否突破，

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的基础研究

水平。

统计显示，我国基础研究占研发

投入比重为5%左右，低于发达国家

的平均水平。“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

我国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依旧

存在明显差距，广大科技工作者还要

再接再厉、接续奋斗。”清华大学副校

长薛其坤说。

在这个充满活力的 5月，全国

9100万科技工作者正共同为建设创

新型国家凝心聚力。大家表示，一定

会勇担重任、勇攀高峰，当好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排头兵。

□ 岳冉冉 董 雪

精彩、新颖、惠民、提气，人们用

这四个词形容已经结束的2019年全

国科技活动周。在7天时间里，全国

共举办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技活动

超2.1万项，参与人数创纪录超 3.1

亿人次。当“国之重器”不再是神

坛上的“高冷”存在；当品质科普被

频频点赞；当科学的种子在孩子心

里萌芽……已满19岁的全国科技活

动周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上了一

份“科普惠民”的大礼包。

——“硬”科技变得柔软可触。

今年科技活动周的主题是“科技强

国 科普惠民”，如何让公众理解“大

国重器”“重大专项”的含义，活动周

下足了功夫。

“中国海油深水油气田开发及作

业船队”模型揭秘了我国的“深水舰

队”如何从 3000 米的海底开采石

油。核电专项成果向人们普及了如

何让核燃料颗粒“穿上”安全的石墨

球“外衣”，“长征家族”的五号、六号、

七号运载火箭被做成了仿真模型集

体亮相，13比例复制的“玉兔二

号”巡视器也在演示如何在月背执行

科学任务。

“大家都对我国最新研制的大

国科技很感兴趣，还有观众问我‘鹊

桥号’中继星的作用原理。”航天科

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中继星飞控主

管设计师陈罗婧对公众的热情始料

未及。

当“硬核”科技以实物、模型的方

式展出，当最新成果可以体验、参与、

互动，高科技开始变得柔软可触摸。

“我国的这些科技重大专项让人提

气、振奋！”参观者李先生感叹道。

——科学“大咖”做品质科普。

当前我国正在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关键靠创新，基础在科普。

“要想使科技创新能够真正取得成

功，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和支持至关重

要。”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说。

花儿为什么有各种颜色？那些

蘑菇为什么有毒？树上树下为什么

都长有苔藓？在中科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多位院士和研究员为孩子们

量身打造了趣味科学报告。据新华

社消息，在中科院医学物理与技术

中心，公众们在显微镜下观看真实

的肿瘤组织切片，倾听专家讲述“肿

瘤细胞的产生与发展”。

把科研大楼变游乐场，上演化

学实验秀，让公众参观龙卷风制造

机……围绕科技热点、抓住公众兴趣

点、提高人们参与度、用活各种传播

形式，中科院在今年的科技活动周上

演了一场场品质科普大戏。

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研究员

王立松感叹道：“科普太重要了，社会

和公众对此有很大需求，它关系着国

家未来，关系着青年一代。”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惠及

1亿民众的“饮用水安全保障系统”、

为患者减轻检查痛苦的创新医疗仪

器、如“田螺姑娘”般收拾屋子的智能

家居……平易近人的“民生科技”成

了今年科技周又一道靓丽风景。

“‘科技让生活更美好’已不再

是句空话。”科技部引智司相关负责

人说，“今年科技活动周在展示我国

科创成果的同时，也展示了走进老

百姓日常生活的民生科技，如何让

科技真正惠及公众，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

——孩子心中埋下科学种子。

上到宇宙黑洞，下到海底科学，大到

航空母舰，小到生物细胞，“硬核”如

集成电路，亲切如拟人动画……很多

小朋友通过科技活动周，开启了走进

科学世界的大门。

“现在的孩子是伴随科技成长

起来的一代，他们对科技更感兴趣，

接受度也更高。”一位电子信息行业

专家在2019年科技活动周客串起

“讲解员”角色，“一年一度的科技活

动周落幕了，但科普不应该落幕。

让7天的集中科普变成300多天的

常态科普，这样能让更多孩子拥有

科学梦想。”

让高校科研人员
放开手脚干起来
□ 佘 颖

最近，一则2017年的旧闻再度引起

社会关注——山东理工大学毕玉遂教授

一项专利卖了5.2亿元，他和儿子两个人

组成的“原始团队”分得4亿元，因为根据

山东理工大学制定的政策，专利转让收

益的80%归团队。有了80%收益的激励，

山东理工大学的科研氛围极其浓厚，科

技转化成绩显著，高端人才引进顺利。

高校是科学研究的主阵地。党的十

八大以来，我国高校以不到全国10%的研

发人员、不到全国8%的研发经费，承担了

全国60%以上的基础研究、60%以上的重

大科研任务，建设了60%的国家重点实验

室，获得了60%以上的国家科技三大奖

励，充分体现出高校在基础科学研究及技

术创新领域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为了激发科研人员的工作热情，近

年来，党中央、国务院聚焦完善科研管

理、提升科研绩效等出台了一系列政策

文件。高校是科研自主权落实的主体，

国家出台的政策举措能否落地见效，科

研人员能否有获得感，关键要看高校是

否能把下放的权力转化成实实在在的

举措。在实践中，有部分高校在贯彻落

实科研自主权的过程中存有顾虑，导致

政策红利没有充分释放，科研人员获得

感不强。

对此，教育部党组近日印发通知，

明确高校党委担负落实科研自主权主

体责任，“除国家和项目主管部门有明

确具体规定外，各高校根据党中央、国

务院有关文件精神制定的相关管理办

法，可作为预算编制、经费管理、审计检

查、财务验收、评估评审、巡视督查以及

纪律检查等工作的重要依据”。这就相

当于用政策的形式，把科研经费使用的

权限下放到各高校，为科研经费使用划

出底线、红线。只要不踩红线、不出底

线，科研人员和高校可以放手创新。

高校落实科研自主权，重点在于明

确科研经费性质与使用底线要求，一方

面反对奢侈浪费，另一方面又要激励科

研人员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投入科研创

新活动。在科研活动接待费方面，教育

部党组印发的通知明确，只要委托方或

合同中未明确禁止，按照科研活动实际

需要，科研人员可以开支少量科研活动

接待费；对于科研急需的设备和耗材，

要落实特事特办、随到随办的采购机

制，明确适用情况，确定可不进行招投

标程序的采购情形；科研人员差旅费、

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专家咨询

费、劳务费等，也可以由高校结合学校

实际自主确定开支标准、报销范围，优

化审批程序，简化报销手续。同时，各

高校科研项目中提取的间接费用要更

多用于科研绩效奖励，加大科研人员绩

效工资比重。

可以说，这些措施针对的都是高校

不敢自作主张“开口子”的问题，也是科

研人员最头疼的问题。解除了这些后

顾之忧，高校可以用更灵活的方式激励

科研团队，也有利于引导科研人员更多

关注科研本身，营造良好学风，产生更

多科研成果。

“ 科 普 惠 民 ”如 何 走 得 更 远
2019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共举办各具特色群众性科技活动超2.1万项，

参与人数创纪录超3.1亿人次

把惠民利民富民作为科技创新重要方向

上海科创成果
丰富多彩

日前，上海“加快向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进军”科创成果展在上海科学

会堂举行，展示上海近五年来

的主要科创成果与经验。图

为上海科创成果展上的阿尔

兹海默症治疗新药分子结构

模型。

新华社记者 张建松 摄

5月30日是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在“中国科技达沃斯”浦江创新论坛上表示，

面向未来中国将着力增强科技创新的体系能力，高度重视颠覆性技术突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