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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此前故宫博物院宣布“对未成年人试

行免费开放”后，近日，圆明园、北京天文馆

等北京40余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先后宣布

对未成年人免费开放。这一举措值得点

赞。此次北京40余处高质量的文博场馆面

向未成年人免费开放，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

保护法的积极响应，能更好地发挥爱国主义

教育示范基地作用；另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

文化需求的更好满足，让他们有了更多去

处，能更广阔地拓宽视野，让优秀文化浸润

心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了良好的文

化氛围。

山东每年组织实施100项
重大科技创新项目
力争到“十四五”末，高新技术

产业产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
比重达到50%

本报讯 山东省政府新闻办近日举

行发布会，会议指出，山东将加强原创性

引领性科技攻关，每年组织实施100项重

大科技创新项目，力争到“十四五”末，取

得150项具有牵引性、支柱性的重大科研

成果和创新产品，全省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比重达到50%。

据介绍，山东将加强核心技术攻坚，

推动科技自立自强。面向新材料、高端装

备、医养健康等制造业领域，全面推行“揭

榜制”“组阁制”，支持制造业龙头骨干企

业吸引国内顶尖科研力量集聚山东，实现

创新链“补短板、强弱项、堵漏洞”。前三

季度，山东省规模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产值

同比增长23.92%，占规模以上工业产值比

重达到47.03%，同比提高2.57个百分点。

山东省科技厅厅长唐波表示，山东将

持续实施科技企业梯次培育工程，力争到

“十四五”末，全省高新技术企业、科技型

中小微企业数量实现倍增，均突破3万家；

培育提升各类创新基地，支持行业龙头骨

干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力争到2025

年，培育国家技术创新中心3家~5家。

（陈国峰）

□ 佘惠敏

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一向是科研

工作的“指挥棒”。发挥基层首创精

神，能让科技成果评价改革动力更

强劲，改革方案更务实，在实践中破

解创新者感受最深的痛点堵点、增

强科技界产业界的获得感。

近日，科技部、教育部、财政部

等十部门联合启动科技成果评价改

革试点工作，将全面落实科技成果

评价机制改革任务部署。

几个月前，中央深改委第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完善科技成

果评价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

科技部牵头组织开展试点，形成改

革经验后复制推广。此次科技成果

评价改革试点工作，就是为了落实

该指导意见。科技成果评价机制一

向是科研工作的“指挥棒”，什么样

的评价标准，往往会引导科研人员

做什么样的科研工作。改革试点要

成功，一个关键在于发挥好基层首

创精神。

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能让改革

动力更强劲。

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

运。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

领域。而尊重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

神，是我国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

的重要经验，也是新时代全面深化

改革的一个重要方法。尊重基层首

创精神，坚持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从

群众中来、推动改革检验改革到群

众中去，可以充分调动基层单位和

广大创新主体的改革积极性，让改

革动力更强劲。

我们看到，此次改革的机制设

计中，已经吸取了一线科技工作者

的意见，对大家关心的科技成果“评

什么”“谁来评”“怎么评”“怎么用”

问题都做出了明确安排；而此次改

革的试点落实中，目标也十分明确，

要切实把以科技创新质量、绩效、贡

献为核心的正确评价导向树立起

来，把多元分类评价体系健全起

来。相信这样的改革举措，必然可

以推动顶层设计和基层探索的互

动，让一根根基层探索的毛细血管

与国家层面的改革大动脉相连通，

实现全面深化改革的血脉畅通。

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能让改革

方案更务实。

一些科研单位中，评价体系主

要看重论文，这很受诟病，但简单明

确好操作。现在，深化科技评价改

革要破除“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

唯奖项”的“四唯”现象，势必需要找

到合理有效的新评价体系来替代。

新的评价体系如何才能做到比原有

评价体系更公正、更合理、更便于推

广？这不能坐在办公室里拍脑袋，

必须发挥基层的首创精神，在实践

中破解创新者感受最深的痛点堵

点、增强科技界产业界的获得感。

改革开放在认识和实践上的每

一次突破和发展，无不来自人民群

众的实践和智慧。只有发挥好基层

一线改革创新、大胆探索的实践精

神，帮助先行先试的创新主体协调

解决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才有

利于改革方案更务实、更完善，让每

一项改革举措可操作、可检查、可评

估、可推广。

此次改革将选择不同类型的单

位和地方开展有针对性试点。期待

这些试点单位发挥基层首创精神，

打造改革示范样板，带动改革政策

加快落实。

科技评价改革要发挥基层首创精神

□ 胡 喆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向

强，从第1次到第400次，中国航天

迈向更广阔的星辰大海。

12月10日，中国长征系列运载

火箭的发射次数正式刷新为“400”，

成为中国航天发展历程中的又一里

程碑。今年，中国航天全年发射次

数有望突破50次，位居世界第一。

第四个 100 次发射
仅用了33个月

2021年 12月 10日，长征四号

乙运载火箭成功发射，这是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的第400次发射。

长征系列火箭实现第一个100

次发射用时37年，第二个100次发

射用时7年半，第三个100次发射用

时4年多，第四个100次发射仅用了

33个月。

“运载火箭作为进入太空的运

载工具，是一切太空活动的前提和

基础，也决定了中国太空探索舞台

的高度和大小。”中国工程院院士、

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高级顾问龙乐豪表示，通过半个

世纪的发展，长征系列火箭发射成

功率达96%，尤其是近年来技术突

飞猛进，在可靠性、成功率、入轨精

度等方面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新百次发

射期间，不论是发展速度还是发展

质量都有了显著提升，特别是多型

新一代运载火箭成功首飞，并日益

走向发射舞台中央，将为航天强国

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航天科

技集团一院院长王小军说。

让探索太空的脚步
迈得更稳更远

新百次期间，长征系列运载火

箭不断提升的能力和发射频次，让

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迈得更远。

长征三号甲系列火箭完成全部

北斗导航发射卫星的任务，助力北

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

长征五号遥四火箭成功发射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将探测器直

接送入地火转移轨道，探测器与火

箭分离速度超过第二宇宙速度，入

轨精度偏差达到万分之一级，实现

了中国航天的新高度、新速度、新

精度，中国航天正式迈入行星探测

时代。

随后，“胖五”送“嫦五”，首次实

现我国地外天体采样返回，助力中

华民族探月梦的实现。

载人航天工程“三兄弟”——长

征二号F、长征七号、长征五号B运

载火箭相继登场，筑“天和”、运“天

舟”、送“神舟”，为中国空间站建设

奠定了坚实基础。

长征十一号固体运载火箭海上

发射日趋成熟，我国运载火箭海上

发射将逐步常态化。

此外，重型运载火箭、新一代载

人运载火箭等一系列重大关键技术

取得突破，捷龙一号首飞成功，“龙”

系列商业运载火箭登上历史舞台。

新百次发射期间，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持续高密度发射，长征三号

甲系列运载火箭保持年均10次以上

的高密度发射频次，以长征五号系

列运载火箭、长征七号系列运载火

箭为代表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发射达

25次。

“运载火箭的能力有多大，中

国航天的舞台就有多大。我们将

以精细化流程管理为钥匙，把制度

和标准与工作相结合，以技术创新

加管理创新的‘双创新’模式，加速

推动航天强国建设，以航天梦托举

中国梦，让中华民族昂首迈入太空

新时代，共赴充满梦想的星辰大

海。”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党委书记

李明华说。

中国航天的“长征”
永远在路上

未来，新一代运载火箭将全面

投入应用发射。对此，中国航天人

信心满怀。

据龙乐豪介绍，基于“模块

化、组合化、系列化”的设计理念，

研制团队对中型运载火箭型谱进

行了深化论证；同时，结合新一代

载人运载火箭论证情况，对面向

未来的长征运载火箭型谱进行了

更新完善。

载人登月是人类的共同梦想。

长征五号系列火箭的研发成功，让

中国拥有了进行星际探测和大型空

间站建设的能力，为了开展载人登

月任务和更多的探测任务，中国还

需研发性能更强大的载人火箭。

2017年，航天科技集团一院启

动了新一代载人运载火箭方案论证

工作，已完成多轮方案对比分析，该

火箭瞄准国际先进，实现了技术更

新换代，采用高安全逃逸系统、轻质

高强度新材料等先进技术。

后续，新一代载人火箭还将用

于载人月球探测工程中环月、绕月、

登月等演示验证及飞行任务，快速

推动我国运载火箭技术和进出空间

能力的提升和跨越。

51年前，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

全国人民的期待中启航，将东方红

一号送入太空，开启了我国自主进

入太空的时代新纪元，到今天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完成了400次发

射。下一个百次又将开启，中国航

天再次踏上新征程。

“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将大

力弘扬载人航天精神，敢于战胜一

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

峰，必将实现更加非凡的成就，

中国航天的‘长征’永远在路上！”

王小军说。

迈 向 更 广 阔 的 星 辰 大 海
——写在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第400次发射之际

河北进一步激发
研发投入动力
对研发投入强度超全国平均

水平的设区市将奖励5000万元

本报讯 “十三五”期间，河北研发经

费投入总量年均增长12.5%，2020年研发

经费投入总量达634.4亿元。为进一步激

发研发投入动力，河北对研发投入强度超

过同年度全国平均水平的设区市将一次

性给予奖励5000万元。

“虽然近年来河北研发投入水平实现

了跨越式增长，但与全国平均水平和先进

省市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河北省科技

厅综合规划处处长范庆书在近日召开 的

河北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说，为进一

步加快补齐研发投入短板，河北瞄准设区

市政府、企业和高校院所等各类研发投入

主体，从实施奖励补助和刚性约束等多方

面提出多项举措。

据悉，“十四五”期间，河北将进一步

加大对设区市的研发投入强度增长奖励

力度，把研发投入强度每增加0.01个百分

点的奖励资金由原来的 50万元提高到

100万元；对研发投入强度超过同年度全

国平均水平的设区市将一次性给予奖励

5000万元。

为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河北将推

行企业研发投入后补助制度，对享受研发

费用加计扣除政策优惠的科技型企业，如

果研发投入比上年有新增，河北省财政按

一定比例给予资金补助。同时，河北将建

立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刚性约束机制和省

属重点工业企业科技投入通报制度，落实

和完善国有企业研发投入视同利润的考

核机制。 （杜一方）

本报讯 特约记者张一辰 杨英琦

报道 记者近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

团六院（以下简称“航天六院”）获悉，

该院将用8年时间，研制以500吨级

液氧煤油发动机和百吨级补燃循环

液氧液氢发动机为代表的9型泵压

式液体火箭发动机，支撑载人登月、

深空探测、天地往返重复使用运输系

统等重大航天任务实施。

北京时间12月10日8时11分，

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

射中心点火升空，成功将实践六号05

组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

圆满成功。同时，将中国长征系列运

载火箭发射刷新至400次。

从东方红一号奏响中国探索太空

的序曲，到载人航天、北斗组网，再到

嫦娥探月、火星探测，航天六院研制的

系列液体动力产品，不断推举长征系

列运载火箭飞向苍穹。

航天六院专家表示，随着新一代

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不断发展，新老

火箭将实现全面交替，中国运载火箭

能力将再次实现新跨越。与此同时，

中国航天空间运输的方式也将实现

由一次性使用向重复使用、由单一航

天运输向航天运输与空间操作相结

合等重大突破。

“发展航天、动力先行。”自1970

年4月24日长征一号火箭首飞，到

2021年12月10日长征系列火箭实

现400次发射，折射出中国航天事业

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2021年，液体动力迈向了全面

支撑航天强国建设的新征程，面对航

天强国建设的新要求，液体动力产

品必须实现卓越。”航天六院院长

王万军表示。

据介绍，“长征”系列火箭走过了

从常温推进到低温推进、从串联到并

联、从低轨到高轨、从“一箭单星”到

“一箭多星”、从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到

发射载人航天器和空间探测器等技术

历程，现已具备了发射低中高不同轨

道、不同类型载荷的运载能力，在推

力、成功率、发射频度、入轨精度和适

应能力等方面均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航天六院表示，一方面，500吨级

液氧煤油发动机的成功应用，将支撑

中国运载火箭的运载能力从目前的20

多吨提升4倍~5倍，达到百吨级。另

一方面，围绕“可靠、便捷、廉价”进出空

间的要求，开展重复使用发动机的研

制，从而支撑后续更远距离的深空探

测。未来，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还将开启
更多“新长征”，实现新的“飞天梦”。

八年九机“动力”十足
“长征”之路向载人登月、深空探测延伸

我国成功发射实践六号我国成功发射实践六号0505组卫星组卫星
12月10日8时11分，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实践六号05组卫星发射

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