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全国代印城市：北京 、上海 、天津 、杭州 、金华 、宁波 、福州 、南京 、济南 、武汉 、西安 、成都 、郑州 、哈尔滨 、长沙 、贵阳 、广州 、南昌 、重庆 、合肥 、兰州 、银川 、昆明 、南宁 、沈阳 、长春 、太原 、石家庄 、乌鲁木齐 、呼和浩特 、海口 、拉萨 、西宁 、青岛 、喀什 、无锡 、徐州 、台州

融媒选粹 2018 年 6 月 1 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李洪磊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两院院士大
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深刻总结了十八大以来我国
科技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指出我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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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这个重大判断，习近平提出一系列要
求，为今后一个时期科技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其中有十个关键词尤其值得注意，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重点和最需要把握的问题都在这里。

1 历史性交汇期

习近平：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有的历史性
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有的历史性交汇期
也可能擦肩而过。

这个“历史性交汇期”，即世界新一轮科技
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
交汇期。

纵观工业革命以来的世界历史，每一次科
学技术的大飞跃都推动了经济社会的大发展。
在中国近代史上，与科技革命失之交臂而导致
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也同样历历在目。

习近平正是从把握历史和国运的高度来看
待科技事业。在这个重大历史关头，我们必须努
力实现“同频共振”，避免“擦肩而过”。

2 高质量科技供给

习近平：要充分认识创新是第一动力，提供
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济体系建
设。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引发了
全球经济结构的重塑，科学技术与实体经济深
度融合，经济发展的质量越来越取决于其中的
科技含量。可以说，没有高质量科技供给，就没
有高质量经济发展。

提供高质量科技供给，着力支撑现代化经
济体系建设，是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
端的必由之路，也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重要职
责和使命。

3 创新信心

习近平：要矢志不移自主创新，坚定创新信
心，着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攀登世界科技高峰没有捷径，必须走自主
创新的道路，而坚定创新信心则是自主创新的
前提条件。

习近平提出“创新信心”，强调的是面对机
遇积极有为的态度，也是面对挑战沉着应对的
定力，更是面对形势一往无前的决心。既不妄自
菲薄，也不妄自尊大，勇于攻坚克难、追求卓越、
赢得胜利，这些都是“创新信心”的重要内涵，是
我们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所必需
的精神力量。

4 关键核心技术

习近平：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把
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关键核心技术事关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
权，也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

全。掌握不了关键核心技术，就会“缺芯少
魂”。对此，习近平语重心长：如果这个“命门”
掌握在别人手里，“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
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
会不堪一击”。

“实践反复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
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科学越是发展，技
术越是进步，我们就越要牢记习近平这句话。

5 科技体制改革

习近平：科技体制改革要敢于啃硬骨头，
敢于涉险滩、闯难关，破除一切制约科技创新
的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正所谓“穷则变，变
则通，通则久”。

在习近平看来，改革也是创新，科技创新
和制度创新好比车之两轮，“双轮驱动”才能
行稳致远。

科学研究是最具创造性的活动，也是最
依赖创新激情的活动。科技体制改革就是要
把人的创造性从不合理的经费管理、人才评
价等体制束缚中解放出来。只有不断破除体
制机制上的障碍，才能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
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科
技创新永无止境，科技体制改革也永远在路

上。

6 全球科技治理

习近平：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贡献中
国智慧，着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自主和开放辩证统一是习近平谋划和推
动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他强调，发展科学技
术必须具有全球视野，自主创新是开放环境
下的创新，绝不能关起门来搞，而是要“聚四
海之气、借八方之力”。

与此同时，我们发展科学技术不仅要为
中国人民谋幸福，也要为人类进步事业作贡
献。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主动布局和积极
利用国际创新资源，共同应对人类共同挑战，
推动全球范围平衡发展，也是“构建人类命运
共同体”很重要的内容。

7 创新人才

习近平：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一
流创新人才、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就能在科
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科技强国战略是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
硬实力、软实力，归根到底要靠人才实力。

这篇讲话，习近平用很长的篇幅专门讲
人才。人才评价制度、管理制度不合理，科技
奖励制度需完善，繁文缛节，人才队伍结构性
矛盾……习近平一一给出了解决的方法和途
径，归纳起来一句话：通过改革，“不拘一格降
人才”。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天下英才聚神州、
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创新局面。

8 科学报国

习近平：希望广大院士弘扬科学报国的
光荣传统，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勇于创新、严谨求实的学术风气，把个人理想
自觉融入国家发展伟业，在科学前沿孜孜求
索，在重大科技领域不断取得突破。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习
近平引用这句诗高度评价了一代代科学家为
祖国和人民作出的重大贡献，盛赞他们是民族
英雄。他们甘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
人”，科学报国的理想是最坚定的支撑。这种爱
国主义情怀，就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初心”。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一
个时代的担当。然而，无论事业发展到什么阶
段，无论时代如何变迁，“科学报国”永远是广
大科技工作者不懈奋斗的动力之源。

9 青年

习近平：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
望、创新的未来。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科技就有前途，创新就有希望。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是敲锣打鼓就能实
现的，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必须靠一
代代人艰辛探索、接力奋斗。习近平对各级党
委和政府提出一系列关爱青年的要求，目的
就是要让有理想、有情怀、有责任、有担当的
接班人永不断档。

习近平还强调，要让科技工作成为富有
吸引力的工作、成为孩子们尊崇向往的职业，
给孩子们的梦想插上科技的翅膀，让未来祖
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萃，让未来科学的浩瀚
星空群星闪耀！

10 中国共产党领导

习近平：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
技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

这次讲话，习近平用六段“我们坚持”，五
段“我们着力”，深刻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科技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我国科技事业之所以能够密集发
力、加速跨越，实现了历史性、整体性、格局性
重大变化，最根本的原因是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深化改革，全
面发力，对科技事业的坚强领导。

每一个“我们坚持”，每一个“我们着力”
都证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科技
创新事业不断前进的根本政治保证。只有坚
持和加强党对科技事业的领导，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的事业才能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
推进。

来源：新华网《学习进行时》

牢记总书记嘱托，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扫描二维码，观
看新华社重磅微视
频《嘱托》。

5 月 28 日，中国科学院第十
九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
四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开幕。习近
平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国要强
盛、要复兴，就一定要大力发展科
学技术，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
中心和创新高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总书记
的谆谆嘱托和殷殷关怀鼓舞着广
大科技工作者，“科技兴则民族
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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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历
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更有
能力实现这个目标。我们的科技
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在民
族复兴的伟大史诗中，闪耀着一
代代科学家用生命和智慧书写
的光辉篇章。

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着少年儿童的成长。他还时常
来到孩子们中间，与孩子们亲密互动，留下了不少温情瞬
间。新华社 CNC《习近平时间》推出相关报道，让我们一
起来重温这些美好的片段。

《习近平时间》

总书记和小朋友

在一起的温情瞬间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报
道《习近平时间｜总书记和小朋友在
一起的温情瞬间》。

当孩子被生活残酷地按下静音键，他们的世界是怎
样的？他，曾是个悲伤的父亲，双胞胎儿子被诊断为听力
障碍。他，一个了不起的汉子，历经辛苦让孩子开口说话
并受到良好教育。

十几年来，他从教自己的孩子说话，到办学教聋儿说
话，用爱唤醒寂静，为一个个沉默的天使打开声音之门。

当孩子被按下静音键

他用爱打开声音之门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报
道《当孩子被按下静音键 他如何用
爱打开声音之门》。

在甘肃省酒泉市，有这么一位老师，6 年来足迹踏遍
大山深处的各个角落，以爱为翼，用舞蹈让孩子们圆梦。

以爱为翼 让梦起舞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报
道《以爱为翼 让梦起舞》。

打开催化的“黑匣子”

他，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校长、中国科
学院院士，可他更喜欢记者们以“研究员”来
称呼他。

在上世纪 90 年代中期，面对中国催化事业
人才匮乏的局面，包信和毅然决定回国，投身催
化基础和应用研究。

包信和说，虽然人们知道化学反应需要催
化剂，但是化学反应“催化”的原理，科研界知之
甚少，可以说还是个“黑匣子”。

因提出了“纳米限域催化”概念，实现了甲
烷分子的“高选择性转化”，他刚刚获得了 2018
年陈嘉庚科学奖。

一起看视频，听他讲讲什么是催化？

她，一位漂亮的女士。她对药物作用的
“靶点”研究，将极大促进艾滋病、血栓和糖尿
病等重大疾病的药物研发。

吴蓓丽研究员来自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
研究所。日常生活中，她会爵士舞、喜欢健身、
赛车……可她攻关研究的方向却直指治疗艾
滋病等疾病的“靶点”。

不能不佩服的是，爱好那么多的吴蓓
丽科研上可是焦点专一，直瞄“靶点”。她
说，科学探索 99% 的可能都是失败，但是
为了心里的一个目标，再多的失败都是值
得的。

一起来看看她怎么瞄准“靶点”的。

你肯定听说过“天然气”，但是你不一定
知道，原来被埋藏在煤田里的大量天然气却
没被发现。

1979 年以前，很多人还抱着“煤系不能
形成油、气”的旧观念。可是，戴金星偏偏不信
这个邪。他创立了“煤成气”理论体系，因此被
称为“中国天然气之父”。凭借戴金星的研究
成果，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六大产气国。

这位已是耄耋之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刚
刚获得了 2018 年陈嘉庚科学奖。

40 年的坚持与坚守让戴金星深刻地认
识到，只有毅力还不够，行动对年轻人更为
重要。

“科学是跟探索连在一起的。”科学最重要
的是“求知的精神”。

刚刚获得陈嘉庚青年科学奖的南京大学
朱嘉教授，是这样看科学的。

他不仅有思想，科研做得更棒。
他研究的是利用微纳技术的调控实现高

效的太阳能转换。听起来很高大上，其实说得
通俗点，就是利用太阳能高效淡化海水。

这个技术，吸引了国内外渔业协会、公益
组织、大型石油勘探公司的强烈关注。

“这让我们意识到，原来不仅仅是我们
‘坐井观天’在这边想，这个技术在实际生活中
有很多的需求。”朱嘉说。

瞄准艾滋病的“靶点” “天然气之父”的坚守 青年科学家看科学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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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让艾滋病治疗瞄准“靶
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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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笔画点燃求知梦

宁夏固原西吉县偏城中学教师张举文教书 42 年，他
为小学、初中的孩子们用粉笔画插画，这些插画点燃了山
里娃的求知梦。

扫描二维码，观看新华社视频报
道《粉笔画点燃山里娃求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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