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技创新大潮涌

科技创新大潮涌，千帆竞发勇者胜。

1月10日上午，中共中央、国务院

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

获奖代表颁奖。

黄旭华、曾庆存两位院士摘得2019

年度中国科技界最高荣誉；曾经9度空缺

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连续7年产生

得主；紧扣经济发展和民生急需，科技创

新让生活更加美好……透视2019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科技创新的大潮更加澎

湃，实现建成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令人信心

满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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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动态

□ 陈 芳 董瑞丰 施雨岑

浩瀚的历史长河中，创新决定着

文明的进步。

当古老的东方民族跨越百年沧

桑，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现代生产力

中最活跃的因素。如何让创新成为

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是必

须回答的时代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全局、面向未

来，作出“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

的第一动力”的重大战略抉择，实施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

国家，吹响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

号角。

这是一颗巨变的“种子”，正以惊

人的速度不断“生长”。

从“嫦娥”探月到“长五”飞天，从

“蛟龙”入海到航母入列……中国以

一系列创新成就实现了历史性飞跃，

创新高原之上耸立起尖端科技高峰。

“乘风好去，长空万里，直下看山

河。”一个充满生机和希望的中国，自

信宣示：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我们

的奋斗中梦想成真！

察势者明 趋势者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观察大势、谋划全局，作出创新

驱动发展的时代之选

当2020年的第一缕阳光播洒在

伶仃洋上，全长55公里的港珠澳大

桥宛如一道跨海长虹，蔚为壮观。

这片海，见证着新时代中国科技

的创新传奇，亦铭记着百余年前中华

民族永不磨灭的耻辱记忆——

自清代被“日不落”帝国的坚船

利炮轰开大门，中国一次次被经济总

量、人口规模、领土幅员远不如自己

的国家打败。

“历史告诉我们一个真理：一个

国家是否强大不能单就经济总量大

小而定，一个民族是否强盛也不能单

凭人口规模、领土幅员多寡而定。近

代史上，我国落后挨打的根子之一就

是科技落后。”

回望中华民族这段苦难深重的

历程，习近平总书记一语揭示出历史

演进中蕴含的深刻逻辑。

抓住科技创新，便抓住了发展全

局的牛鼻子。

不创新不行，创新慢了也不行。

几十年来高速行进的中国，此时

到了一个攸关未来的路口——经济

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二，但传统发展

动力不断减弱，粗放型增长方式难以

为继；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

发展，诸多全球性难题接踵而至，对

人类生存和发展构成严峻挑战。

2015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新思想的光芒，照亮崭新的

时代。

科研院所、高校、高新技术企业、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习近平

总书记的脚步一次次踏入创新要素

最活跃的地方。

在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强调“围

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消除科技创新

中的‘孤岛现象’，使创新成果更快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

“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

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从

国内考察到出席中央会议，从主持中

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到作出重要指示，

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是中国

创新发展的路径方向。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

谋未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提出一系列奠基之举、长远之策，对

我国科技创新事业进行战略性、全局

性谋划。

正是在实践——认识——再实

践——再认识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规律、深化

认识，构建了从创新的理念到战略到

行动的完整体系，带领全体人民推动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

科技创新“三跑并存”中并跑、领

跑的比重越来越大。世界知识产权

组织发布的《2019年全球创新指数》

报告显示，中国排名提升至第14位，

居中等收入经济体首位；

近14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市场、

国内生产总值接近百万亿元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

国……中国赶超世界的强国梦正在

实现历史性跨越。

谋篇布局 引领方向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为我国科技事业把舵定向、指明

路径，指引中华民族迸发创新活力

2019 年 12月 27日，中国南海

之滨。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借力于

底部喷涌而出的金色巨焰，长征五号

似离弦之箭向天而去。

同一天，上海浦东机场第四

跑道。

C919大型客机106架机在此一

飞冲天，顺利完成首次飞行任务。至

此，C919大型客机6架试飞飞机全

部投入试飞工作。

“我们的事业刚刚起步，前面的

路还很长，但时间紧迫，容不得半点

懈怠，要一以贯之、锲而不舍抓下去，

用前进的目标激励自己，用比较的差

距鞭策自己，力争早日让我们自主研

制的大型客机在蓝天上自由翱翔。”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

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设计研发中

心考察时语重心长地说。

一个国家的创新发展，道阻且

长，但紧要处往往就是那几步。

从圆梦国产大飞机，到长征五号

走出发射“至暗时刻”……这些习近平

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点赞”的重大

成就，折射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科技事业日新

月异的面貌，见证着中国创新爬坡过

坎的顽强拼搏。

“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我国发展

的新引擎，那么改革就是点燃这个新

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加快改革步伐、健全

激励机制、完善政策环境，为我国科

技创新把舵定向，指明具体路径。

这是让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协同

发挥作用的大刀阔斧——

科技体制改革涉深水，向多年束

缚创新的藩篱动真格；中央财政科技

计划管理改革对分散在40多个部门

的近百项科技计划进行优化整合；科

技资源配置分散、封闭、重复、低效的

痼疾得到明显改善。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提

出143项改革措施，为科技体制改革

画出“施工图”，《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行动方案》《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的方案》等一系列重磅文件的

出台，为科技创新工作保驾护航……

这是“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的清醒论断——

2020年1月2日，国际权威学术

期刊《科学》刊文展望新一年里科技

界可能发生的10件大事，“中国建造

全球第一台E级超算”荣登榜单。

E级超算即百亿亿次超级计算

机，是名副其实的“国之重器”。

2019年初，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天津

滨海——中关村科技园，在协同创新

展示中心，他仔细观看“天河”系列超

级计算机等产品展示，对核心技术的

关切溢于言表。

这是“集中力量办大事”促成的

巨大优势——

“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

量办大事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

宝。我国很多重大科技成果都是依

靠这个法宝搞出来的，千万不能丢

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话掷地有声。

嫦娥四号首次月背着陆，第52、

53颗北斗导航卫星进入预定轨道……

2019年一年间，一些领域集中力量、

合理配置资源，相继取得重大突破，

中国科技创新捷报频传。

“健全国家实验室体系”“构建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核心技

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健全鼓励支

持基础研究、原始创新的体制机

制”……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对科技

创新领域的长远未来进一步作出系

统谋划。

积跬步以致千里，汇涓滴而成

江海。

从对科技创新领域进行长远谋

划，到搭建科技创新制度的四梁八

柱，再到激发科技创新潜力的一系列

实招，我国科技创新活力不断迸发。

自力更生 自主创新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带领中国向着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重温历史，几多感慨，几多

壮志。

如今，站在新的起点，我们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2019年 5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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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力更生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

界民族之林的奋斗基点，自主创新是

我们攀登世界科技高峰的必由之路。”

2019年金秋的北京，天高云淡。

庄严的人民大会堂里，《向祖国

致敬》的旋律雄壮激昂。习近平总书记

为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

颁授勋章奖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

示祝贺。

广大科技工作者倍感振奋：在获得

这份国家最高荣誉的名单中，孙家栋、

袁隆平、屠呦呦……这些都是科技创

新领域的开拓者和引领者。

一枚枚勋章奖章，铭记着不可磨

灭的功勋，鼓舞着新时代创新者前行

的步伐。

在实现中国梦的“关键一程”上，

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出达

19,677.93亿元；2018年科技进步贡

献率达到58.5%。

从过去引进吸收再创新，到如今

推动原始创新、集成创新……这一历

史性变革，彰显着中国的发展动力正

向创新引擎上切换，实现体制创新、

科技创新、工程创新的“多轮驱动”。

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发展。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发

展作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金钥匙，把创

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现在，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

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

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既面临着千载

难逢的历史机遇，又面临着差距拉大

的严峻挑战。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

国科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亟待解决

的突出问题，特别是同党的十九大

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相比，我国科

技在视野格局、创新能力、资源配

置、体制政策等方面存在诸多不适

应的地方。”

解决这些问题，最终要靠自己。

“推动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推

动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健康发展”

“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的

重要突破口”……从大数据到人工智

能再到区块链，人们发现，中南海的

课堂总是站在世界信息技术的最

前沿。

勇立潮头、踏浪而行，中国的自

主创新，不断开创崭新局面。

从首张月背照片到首张黑洞照

片，当人类逐步打开观测宇宙的新窗

口，中国科学家在这个探索宇宙奥秘

的征程中，不断贡献着自己的智慧与

力量。

从“中国天眼”（FAST）到“世界

巨眼”（SKA），从人类基因组测序到

泛第三极环境研究，中国参与国际合

作的广度和深度今非昔比。

人民的需要和呼唤，是科技进步

和创新的时代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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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伟大成就都是接续奋斗的

结果，一切伟大事业都需要在继往开

来中推进。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

创新的种子已经播撒，创新的激

情正在升腾，创新的中国风华正茂。

到 2035 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

列，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成为世界

科技强国……人们清晰地看到，一个

朝气蓬勃的创新中国在逐梦征程上

将要跨越的重要坐标。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

万中华儿女正向着世界科技强国不

断前进，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

前进，向着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不断

前进。

创 新 在 复 兴 的 征 程 上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科技创新工作纪实

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山东舰在海南三亚某军港交付海军。经中央军委批准，我国第一艘

国产航母命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山东舰”，舷号为“17”。图为交接入列仪式现场。（资料图片）

新华社记者 李 刚 摄

今年高考将继续实施重点高校
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计划

本报讯 教育部日前印发《关于做

好2020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的通知》

（以下简称《通知》），对今年的普通高校

招生工作作出部署。《通知》指出，继续

实施重点高校招收农村和贫困地区学

生专项计划，加强资格审核，优化考生

服务，推动专项计划优惠政策落实

到位。

为促进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公平，

《通知》称，要落实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参

加高考政策，有关地方要进一步完善高

考报名政策，确保符合条件的进城务工

人员及其他非户籍就业人员随迁子女

都能在当地参加高考。严厉打击“高考

移民”，严格高中学籍管理，严禁空挂学

籍、人籍分离、违规招生、违规借读等行

为，切实维护高考招生秩序。

《通知》提出，要稳妥推进高考综合

改革。上海、浙江要进一步总结完善试

点经验，有关省份要学习借鉴改革的制

度成果。北京、天津、山东、海南要全力

做好新高考落地的各项工作，确保改革

平稳落地。河北、辽宁、江苏、福建、湖

北、湖南、广东、重庆等第三批高考综合

改革省份要扎实做好组织实施工作。

此外，在推进高职院校分类招考方

面，《通知》还指出，要完善“文化素质+

职业技能”的评价方式和选拔制度，推

动形成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培养规律和

特点的人才评价选拔模式。加大高职

教育资源统筹，进一步扩大高职分类招

考规模。 （鑫 华）

河南中小学课后延时服务
惠及260万学生

本报讯 在日前举行的河南省十

三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河南省教

育厅副厅长刁玉华说，河南省开展中小

学生课后延时服务，目前参与教师15万

人、参与学生260万人。

据了解，2019年10月8日，郑东新

区69所公办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全省

率先启动在校午餐供应和校内课后延

迟服务，获得家长和学生好评。

刁玉华说，为解决中小学生“接送

难”这一困扰家长多年的难题，河南省

科学确定课后延时服务时间和内容，积

极探索推进课后延时服务与素质教育

有机融合，形成了课后延时服务“因地

制宜、各有特色”的局面。目前全省所

有省辖市、省直管县（市）均试点开展了

课后延时服务，参与教师15万人、参与

学生260万人，取得了较好成效。

课后延时服务是一项系统工程，政

府、学校、家庭和社会都是其有机组成

部分。“在实施课后延时服务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问题，譬如场地保障不

足、专业教师缺乏等。”刁玉华说，接下

来全省将完善出台中小学生课后延时

服务指导意见，健全机制，保障安全；规

范收费政策，扩大学校自主管理权限；

多方发力，切实提升课后延时服务的质

量和水平。 （刘怀丕）

2019年11月23日8时55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

火箭（及配套远征一号上面级），以“一箭双星”方式成功发射第50、51颗北斗

导航卫星。（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郭文彬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