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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认为，当前一些学校已经重视从

中学阶段对学生进行职业生涯规划教育，

让学生更早了解自己的专业兴趣和特长，

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未来，应更重视引导

学生选择专业时将个人志趣与国家发展相

结合，让一些重要的“冷门”专业热起来。

高考考生专业选择
透露哪些新动向

□ 王珏玢

夏夜的银河像美丽的丝带划过

天空，而借助一双特殊的“眼睛”，才

能看清银河中原来缀满了明亮的星

星——这双“眼睛”就是望远镜。如

今，无论专业学者进行观测，还是天

文爱好者拍摄“星空大片”，都离不

开望远镜的帮助。这双神奇的“眼

睛”从何而来？它如何让人类重新

认识宇宙？

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

管王科超介绍，最早的望远镜1608

年诞生在荷兰一名眼镜商的作坊之

中。很快，得知了这一消息的伽利略

也发明了一架口径4.2厘米的望远

镜。用这架望远镜，伽利略看到了

月球的高地和环形山阴影、太阳黑

子和木星的卫星等。后人评价说：

“哥伦布发现了一个新大陆，伽利略

发现了一个新宇宙。”

几百年来，望远镜不断发展，但

望远镜的原理一直沿用至今。传统

光学望远镜根据光路结构不同，大

致分为三类。

第一类折射式望远镜是其中最

古老的，和几百年前伽利略时代的

望远镜并无太大区别。这种望远镜

利用光的折射成像原理，大多口径

不大，天文爱好者常使用的体形细

长的望远镜，一般属于这一类别。

第二类反射式望远镜利用光的

反射成像原理，它最早由牛顿发明。

由于反射式望远镜在同等口径下造

价更为低廉，因此，我们经常看到的

一些口径较大的光学天文望远镜，往

往是反射式望远镜，比如美国凯克望

远镜、国际合作项目双子望远镜等。

第三类折反射式望远镜，将折

射与反射相结合，来自天体的光线

在望远镜中同时被折射和反射。折

反射式望远镜能兼顾折射式望远镜

和反射式望远镜的优点，非常适合

天文观测和天文摄影，也深受广大

天文爱好者的喜爱。紫金山天文台

用于搜索小行星的近地天体望远镜

就是这类望远镜。

如今，望远镜性能有了更大提

升，观测范围不再局限于光学波段，

而可以根据天体发出的辐射，在全

波段进行观测。比如以追踪天体红

外辐射为主要目标的红外望远镜，

以探测无线电波为观测目标的射电

望远镜等。我国的“天眼”，就属于

射电望远镜。在太空中，还有探测

X射线的望远镜，以及可以同时观

测多个波段的望远镜。随着科技的

发展，越来越多更加先进的望远镜

可以收集到远方天体更为丰富的信

息，帮助人类解锁更多的宇宙密码。

为科技支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划重点”
北斗组网、高铁飞驰，基础研究投入年均增幅16.9%，建立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我国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

□ 董瑞丰 胡 喆

北斗组网、高铁飞驰，基础研究

投入年均增幅16.9%，建立50个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我国科技

实力和创新能力大幅跃升，既是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也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支撑。

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

的新闻发布会上，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等负责人介绍了我国科技事业取得

的历史性成就，展望中国特色自主

创新道路，为科技支撑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划重点”。

五大能力提升
为全面小康提供关键支撑

从中国航天员首次进驻自己的

空间站，到取得一批以量子通信、铁

基超导、干细胞为代表的重大原创

性科技成果；从每万名就业人员中

就有62名研发人员，到科技型中小

企业、高新技术企业均突破 20万

家——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创新型国家建设取得

决定性进展。

“有了能力水平的提升，才能有

科技的大发展，进而有经济社会各

方面的大发展。”王志刚说，科技原

始创新能力、科技战略前沿突破

能力、科技体系化建设能力、研发

主体创新能力、科技开放合作能

力均实现大幅提升，在推动我国

经济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生活、

优化生态环境等重大任务中发挥了

重要作用。

“如果没有这些能力的提升，难

以想象我们很快就明确了新冠病毒

基因序列，很快就研制出检测试剂，

很快就拿出我们国产的高水平疫

苗。”王志刚说，这都是多年科技积

累在紧急时刻的成果体现，为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关

键支撑。

“科技的每一份进步都凝聚着

科研人员长期的奋斗。”科技部高

新技术司司长陈家昌说，“不光是

这五年，有的技术比如高铁，甚至

需要几个五年持续累积，才成为

中国的一张名片。展望未来，我

们的高新技术还会给人们带来更

多便利。”

强化基础研究
占研发投入比重超过6%
基础研究决定着国家创新的底

蕴和后劲。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

投入快速增长，占研发投入比重超

过了6%。

“我国成为全球高质量科技论

文第二大贡献国。在材料科学、化

学、工程技术、数学、物理学等12个

学科，高水平学术论文被引次数进

入世界前两位。”科技部战略规划司

司长许倞说。

据介绍，2019年我国基础研究

人员全时当量达到39.2万人年，入

选“全球高被引科学家”人数不断增

长，连续两年居世界第二。我国科

学家还获得“克利夫兰奖”等多个国

际重要科技奖项。

许倞表示，未来将更加持之以

恒地加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努力攀登科学高峰；

另一方面，强化需求牵引和应用带

动，注重凝练解决生产实践中的科

学问题，引导更多科学家开展目标

导向的应用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

层来破解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关

键核心技术难题。

突出民生科技
建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中国科

技的“硬核”力量表现亮眼。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

康。”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

吴远彬表示，科技工作中，始终将民

生科技摆在突出位置。围绕重点疾

病领域和临床专科，建立了50个国

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医用重离子

加速器、磁共振、彩超、CT等高端医

疗装备国产化替代取得重大进展，

有效降低了患者的治疗费用。

此外，围绕打赢污染防治攻坚

战，科技部系统部署生态环境的科

技创新，大力推动污染防治的科技

攻关，加强重点区域生态环境科技

创新综合示范。

“科技是保障同时实现碳达峰碳

中和与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

吴远彬介绍，目前正在制定碳中和技

术发展路线图及科技行动方案，部署

碳达峰碳中和关键技术的研究。

助力脱贫攻坚
选派近29万名科技特派员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难点在农

村，关键在农民。

科技部农村科技司司长兰玉杰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部认真

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提

高土壤肥力、增加有效耕作面积，创

制了系列新品种，为国家粮食安全

提供坚强支撑。

“关于科技助力脱贫攻坚，科技

部在点上着力，在面上推动，选派

28.98万名科技特派员，建立了7.7

万个科技帮扶结对，推广先进适用

技术5万余项。”兰玉杰说。

“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关键是科

技进步，乡村振兴的过程就是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过程。”兰玉杰表示，

下一步，科技部将部署一批引领性

国家科技项目、强化一批国家农业

战略科技力量、培育一批农业科技

领军企业、组织一批科技人才上山

下乡、转化一批先进适用技术，实现

农业科技高水平自立自强，充分体

现“凡是乡村振兴，必有科技支撑”。

人工智能素养
要倡导“以德为先”

□ 张 蕃 战 钊

“人工智能时代，人才是基础。现在的

青少年，是智能化的原生态新一代，在很小

的年龄就与人工智能打交道，因此，首先要

培养青少年适应智能化的生存环境。”近

日，在山东烟台举办的中国人工智能普及

教育发展论坛期间，中国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世界工程组织

联合会主席龚克接受媒体采访，畅谈人工

智能普及教育问题。

龚克介绍，人工智能发展的特点是跨

界融合，作为通用技术，人工智能会交叉融

入所有学科。因此，人工智能的教育，是面

向所有人的、广泛的、基础性的教育，重在

培养人工智能素养。

第一，不能把人工智能教育简单地看

成是单纯的技术教育，而是要作为教育体

系立德树人的重要因素。所谓人工智能

素养，起核心作用是价值观和伦理道德。

正如机器人的第一原则不能伤人，尊重生

命、平等待人的道德原则在人工智能时代

变得更为重要；人工智能素养要倡导以德

为先，尊重生命、尊重他人。此外，人工智

能还要尊重人的生存环境，人工智能伦理

要包含可持续发展的内涵，深度融入生态

文明教育。

第二，不能把人工智能简单看成一个

学科。它是渗透到所有学科的通用方法，

基础非常宽，需要打好数学、物理等科学方

面的基础。不仅如此，人工智能还需要包

含有人文情怀，要具备历史、文学、法律等

方面基础。

第三，我们的教育普及要着重人工智

能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学习方法要从感性

入手，从体验入手。特别希望将来在中小

学的人工智能教育实施能让学生沉浸在人

工智能中学习，实现陶行知讲的“生活即教

育”，特别是动手为先的教育。

那么，实现人工智能普及教育的核心

是什么？龚克认为，教师是关键，“用传统

教育、分门别类地讲学科知识的办法讲不

好人工智能。师资队伍需要有大的提升，

来适应人工智能给教育带来的变化。”

龚克表示，人工智能几乎贯穿所有领

域，这就要求教师有跨学科能力，他不仅

是人工智能教师，也是化学教师、数学教

师、语文教师，也是心理辅导员。此外，师

资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讲解人

工智能伦理，这不是几个教条，而是要融

入实践里。

无人车可以上高速了
北京开放首个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景

□ 郭宇靖 李爱生

自动驾驶道路测试开始“驶上高

速”。日前，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驶

示范区推进工作组宣布，在北京智能

网联汽车政策先行区正式开放自动

驾驶高速测试场景，允许首批获取高

速公路测试通知书的企业开展试点

测试。

据了解，此次北京将先行开放京

台高速北京段（五环路-六环路）双

向10公里路段，进行前期道路测试

验证。未来还将逐步开放6条143

公里的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段，分

别是京津高速北京段、京台高速北京

段、北京大兴机场高速公路、南五环

连接段（大兴机场高速—京津高速）、

南六环连接段（大兴机场高速—京津

高速）、大兴机场北线高速公路。

北京市经信局副局长姜广智表

示，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具有较高的准

入门槛，测试申请上路的测试车辆需

要搭载相关装置，将监管数据和实时

数据接入示范区云控平台，及时为车

辆推送道路安全信息，以确保高速公

路和城市快速路自动驾驶测试安全。

据悉，此次自动驾驶高速测试场

景配套出台了多项安全管理政策和

安全保障措施。在高速公路测试过

程中，测试车辆需要分三阶段配备前

后随行车，每个阶段需通过审核才能

撤随行车。同时，测试车辆原则上需

在高速公路指定车道内开展道路测

试，相关测试道路设置多种提示标

志，为混行的社会车辆给予提示。

2020年 9月，北京市设立高级

别自动驾驶示范区，并以北京经济技

术开发区约60平方公里的面积划定

范围。今年4月，在示范区的基础

上，北京设立了国内首个智能网联汽

车政策先行区，对管理政策适度超前

创新，允许自动驾驶车辆率先开启无

人化测试、率先进行高速测试等。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

副主任孔磊表示，北京市高级别自

动驾驶示范区已经迈入2.0建设阶

段，下一步将重点实施“强云、扩

路、组网、联车、落图”五大专项，为

自动驾驶企业提供更大区域和更

多场景的测试示范空间，持续推进

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城市基础设施

深度融合。

借 这 双“ 眼 睛 ” 我 们 重 新 认 识 了 宇 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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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需要正视处于特殊生理和心理成

长时期的青少年，增加对子女的陪伴和引

领，减轻青少年对偶像的崇拜和迷恋。学

校要以平视的眼光对待青少年偶像崇拜，

正视青少年的利益诉求，开展针对性的思

想教育。此外，全社会需要共同参与，综合

运用意识形态和法治化路径加以规制和引

导，为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整顿“饭圈”文化
让青少年理性追星

““猎鹰猎鹰””出击出击 助力南京核酸检测助力南京核酸检测
近日，曾在广州全员核酸检测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猎鹰号”气膜实验室运抵南京青奥体育公园体育

馆。据了解，每座气膜实验室占地约210平方米，每日可进行核酸检测3万管。6座气膜实验室每日可检测

18万管，如果是进行混检，每日可筛检180万人次。图为工作人员在进行核酸提取作业。

新华社记者 李 博 摄

无论专业学者进行观测，还是天文爱好者拍摄“星空大片”，都离不开望远镜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