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为打赢疫情防控

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文章强调，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

疫离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要把疫

情防控科研攻关作为科技战线的一项重

大而紧迫任务，综合多学科力量，统一领

导、协同推进，在坚持科学性、确保安全

性的基础上加快研发进度，尽快攻克疫

情防控的重点难点问题，为打赢疫情防

控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提供强大科

技支撑。

文章指出，要加强药物、医疗装备研

发和临床救治相结合，切实提高治愈率、

降低病亡率。尽最大努力挽救更多患者

生命是当务之急、重中之重。科研攻关

要把危重症患者救治当作头等大事，强

化科研攻关支撑和服务前方一线救治的

部署，坚持临床研究和临床救治协同，让

科研成果更多向临床一线倾斜。要加快

药物研发进程，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药

并用，加快推广应用已经研发和筛选的

有效药物，同时根据一线救治需要再筛

选一批有效治疗药物，探索新的治疗手

段，尽最大可能阻止轻症患者向重症转

化，切实提高治愈率。要采取恢复期血

浆、干细胞、单克隆抗体等先进治疗方

式，提升重症、危重症救治水平，尽量降

低病亡率。

文章指出，要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

化链条有机衔接，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

化防控工作做好周全准备。疫苗作为用

于健康人的特殊产品，对疫情防控至关

重要，对安全性的要求也是第一位的。

要加快推进已有的多种技术路线疫苗研

发，同时密切跟踪国外研发进展，加强合

作，争取早日推动疫苗的临床试验和上

市使用。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产学

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建

立国家疫苗储备制度。

文章指出，要统筹病毒溯源及其传播

途径研究，搞清楚病源从哪里来、向哪里

去。利用病毒蛋白和不同受体的结合特

征，评估可疑动物作为中间宿主的可能

性，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开展

流行病学和溯源调查，提高精准度和筛查

效率。

文章指出，要做好患者康复和隔离群众

的心理疏导工作。病人心理康复需要一个

过程，很多隔离在家的群众时间长了会产生

这样那样的心理问题，病亡者家属也需要心

理疏导。要高度重视他们的心理健康，动员

各方面力量全面加强心理疏导工作。

文章指出，要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

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重大传

染病和生物安全风险是事关国家安全和

发展、事关社会大局稳定的重大风险挑

战。要把生物安全作为国家总体安全的

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平时和战时结合、预

防和应急结合、科研和救治防控结合，加

强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和

能力建设。要统筹各方面科研力量，提

高体系化对抗能力和水平。要加强战略

谋划和前瞻布局，完善疫情防控预警预

测机制，及时有效捕获信息，及时采取应

对举措。要研究建立疫情蔓延进入紧急

状态后的科研攻关等方面指挥、行动、保

障体系，平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南，紧急

情况下迅速启动。

文章指出，要坚持开展爱国卫生运

动。从人居环境改善、饮食习惯、社会心

理健康、公共卫生设施等多个方面开展

工作，特别是要坚决杜绝食用野生动物

的陋习，提倡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生活

方式。

文章指出，要加强疫情防控科研攻

关的国际合作。公共卫生安全是人类面

临的共同挑战，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当

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多个国家出现，要加

强同世卫组织沟通交流，同有关国家特

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溯源、药物、疫苗、

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在保证国家安

全的前提下，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共同

研究提出应对策略，为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新华社）

2020.03.17
星期二

今日4版 第7002期
国内统一刊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改革网

中国改革报社主办中国改革报社主办

CHINA REFORM DAILYCHINA REFORM DAILY
中国改革报微信

www.cfgw.net.cn

中华人民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价价格格公报发布报纸公报发布报纸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报纸

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全国独家信用公示信息披露指定报纸

本 报 发 布 企本 报 发 布 企 业业 债 券 公 告债 券 公 告

传 播 力 就 是 竞 争 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管

新闻热线：（010）56805028
本版编辑：王健生

重点推荐

2版疫情对经济影响是短期的外在的也是可控的

图说新闻

新华社北京 3 月 16

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3月15日给北京大

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

后”党员回信，向他们和

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

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回信中表

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斗争中，你们青年人同在

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

防控人员一道，不畏艰险、

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

了青春的蓬勃力量，交出

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

行动证明，新时代的中国

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

任的！

习近平指出，青年一

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

有希望。希望你们努力在

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长、

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

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

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

位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

青年不惧风雨、勇挑重担，

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

的地方绽放绚丽之花。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

斗争中，以“90 后”为代

表的青年一代挺身而出、

担当奉献，充分展现了新

时代中国青年的精神风

貌。在4.2万多名驰援湖

北的医护人员中，就有

1.2 万多名是“90后”，其

中相当一部分还是“95

后”甚至“00后”。近日，

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的

34名“90后”党员给习近平

总书记写信，汇报了在抗

疫一线抢救生命的情况，

表达了继续发挥党员作

用、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

战贡献力量的决心。

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全体“90后”党员：

来信收悉。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斗争中，你们青

年人同在一线英勇奋战的广大疫情防控人员一道，不

畏艰险、冲锋在前、舍生忘死，彰显了青春的蓬勃力

量，交出了合格答卷。广大青年用行动证明，新时代

的中国青年是好样的，是堪当大任的！我向你们、向

奋斗在疫情防控各条战线上的广大青年，致以诚挚的

问候！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

民族就有希望。希望你们努力在为人民服务中茁壮成

长、在艰苦奋斗中砥砺意志品质、在实践中增长工作本

领，继续在救死扶伤的岗位上拼搏奋战，带动广大青年

不惧风雨、勇挑重担，让青春在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绽放绚丽之花。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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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给北京大学援鄂医疗队
全体“ 90 后”党员的回信

贵州省贵州省高三初三年级高三初三年级
开开学学复课复课

3月 16日，贵州省贵阳市第十中

学高三学生正在上课。当天，随着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积极向好，贵州

省内各中学高三、初三年级开学复

课，恢复正常教学秩序。

瞿宏伦 摄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强大科技支撑

□ 本报评论员 杨 禹

经过前一阶段的艰苦奋战，中国的抗疫

已有了重大进展。但全球疫情还处于加快蔓

延的严重局面中。这势必会给我们的抗疫形

成持续的巨大压力。在严峻疫情前，打造我

们最有力的武器，是迫在眉睫的重任。

3月16日出版的第6期《求是》杂志，

发表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为打

赢 疫 情 防 控 阻 击 战 提 供 强 大 科 技 支

撑》。内容是他3月2日在同有关部门负

责同志和专家学者就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工作座谈时的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回

答了三个问题：

在这场极其复杂的疫情前，我们最有力的武

器是什么？

这个武器，当前如何最快速地打造出来？

长久锻造抗疫科学武器，需要构建什么

样的体制机制？

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

人类文明发展史，就是不断与各种疾病、

疫病进行斗争的历史。这些斗争，也书写了

人类科学技术发展史的一条前进脉络。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篇讲话里，带着我们

回到历史的纵深。他提到了《汉书·平帝纪》

中的记载——元始二年，“民疾疫者，舍空邸

第，为置医药”。这实际上就是以“隔离”来防

疫的做法。而近代以来，面对天花、霍乱、鼠

疫、流感，包括近年来的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

（SARS）、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甲型

H1N1流感、埃博拉病毒等多次重大传染病，

科学技术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的两个判断至关重要：一

是“纵观人类发展史，人类同疾病较量最有力

的武器就是科学技术，人类战胜大灾大疫离

不开科学发展和技术创新”。这是历史经验

之谈。我们今天正在一场艰苦卓绝的最新斗

争中，继续书写这一历史。

二是“我们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源头和宿

主、传播途径、致病机理、危害性致命性、诊疗

方案、救治药物以及患者康复后是否存在后

遗症等，都还没有完全搞清楚”。这体现了此

次疫情之复杂。也说明坚持向科学要答案、

要方法，是多么重要而迫切。

正是在3月2日这次考察中，习近平总书记

强调，“最终战胜疫情，关键要靠科技”。

尽快攻克重点难点问题，关键在协同

在这篇讲话中，能清晰地看到一个贯穿

多方面工作的要求——加强协同。

“加强药物、医疗装备研发和临床救治相

结合，切实提高治愈率、降低病亡率”。这个“相

结合”，就是研发与救治的协同。“科研攻关要把

危重症患者救治当作头等大事”“坚持临床研

究和临床救治协同”“坚持中西医结合、中西

药并用”，都是不同层次、维度上的协同要求。

“推进疫苗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

接，为有可能出现的常态化防控工作做好

周全准备”。在这一部署中，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要“加强合作”“加快建立以企业为主体、

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化体系”。显

然，围绕疫苗，研发与产业化链条之间的衔接，

产学研等多方力量的结合，都至关重要。

科学家、科研团队，都有各自的工作平台、场

景、方式。但大疫当前，大家又必须增强协同意

识、国家使命意识，从个人到小团队到大团队，

结成共同攻关的态势。

在国际合作上，也重在协同。习近平

总书记在此处指出，“要加强同世卫组织沟

通交流，同有关国家特别是疫情高发国家在

溯源、药物、疫苗、检测等方面的科研合作，在

保证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

共同研究提出应对策略”。合作、共享、共同研

究——因为命运与共，所以要协同向前。

锻造更长久的武器，关键在制度建设

在这次抗疫斗争中，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立

足当前、着眼长远，既从总结经验入手，也从

吸取教训入手，对长期制度建设提出新的要

求。在锻造抗疫科学武器上，亦是如此。

他提出，要“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

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特别强调生物

安全对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性。他提出的

“完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的新型举国体制”，

是重申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里的

要求。

此次疫情发生以来，确实在平战结合、高

端医疗装备等方面，暴露了短板和不足。这

些短板，在抗疫中做了及时调整、化解，而着

眼长远，相关的制度建设、治理体系建设必须

快马加鞭往前推进。

习近平总书记针对科研领域的平战结

合，讲得就很有针对性——“要研究建立疫情

蔓延进入紧急状态后的科研攻关等方面指

挥、行动、保障体系，平时准备好应急行动指

南，紧急情况下迅速启动”。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为保护人民生命

安全和身体健康，发起过很多次的战“疫”。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那个时代的科学武器。

今天，新冠肺炎疫情空前严峻。关键要

靠科技，关键在协同，关键在制度建设——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辜负党中央重托，

不辜负人民期盼”。

习近平 16日《求是》文章里的三个“关键”

2版副县长变身“主播”为农“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