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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报国，他们值得14亿人打call

本报记者张建松

科技，是点亮文明的火炬。科技兴则民族兴，
科技强则国家强。在科技发展的潮流中，科学家
是探路人、领军者。盘点2019，科学家是我们心中
最闪亮的星星。

群星璀璨又一年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
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2019年，刘永坦、钱七虎两位国之重器的
“大工匠”，在我国一年一度的科技奖励大会
上坐上了主席台。作为2 0 1 8年度我国科技界
最高奖励的获得者，他们同党和国家领导人
一道为其他获奖者颁奖。这是一个国家对优
秀科研人员的最高礼赞，也是两位耄耋之年
的科学家的人生荣耀。

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两院院士刘永
坦，坚持自主研发新体制雷达，打破国外技
术垄断，为我国海域监控面积的全覆盖提供
了“火眼金睛”。能够“看”得更远，还能有效
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于对海
远程预警来说至关重要。刘永坦坚信，科技
可以兴国。为此，他甘坐4 0年“冷板凳”，用毕
生精力带出了一支“雷达铁军”。

刚领完奖，这位“ 8 0 后”老院士就许下
了新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型化雷达
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功能性能更优，更
好保卫祖国海疆。

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奠基人、中国工
程院首届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工程大
学钱七虎教授，用毕生精力成就了一项事
业——解决核武器空中、触地、钻地爆炸和
新型钻地弹，侵彻爆炸若干工程防护关键技
术难题，建立起我国现代防护工程理论体
系，创立防护工程学科，引领防护工程科技
创新，为我国铸就了固若金汤的“地下钢铁
长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后，这位高
风亮节的科学家主动提出把8 0 0万元奖金全
部捐献出来，在昆山成立助学基金，在社会
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
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2 0 1 9年，在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7 0华诞的盛大活动中，
我国首次颁发了“共和国勋章”和国家最高
荣誉。于敏、孙家栋、袁隆平、黄旭华、屠呦呦
等5位功勋卓著的科学家，被授予“共和国勋
章”。叶培建、吴文俊、南仁东、顾方舟、程开
甲等5位科学高峰的勤奋攀登者，被授予“人
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他们是新中国科学家英模群体的典型代表，
是人民的光荣、国家的财富。他们，值得近14亿人
民最高级别的“点赞”。

中国科学家的贡献也赢得了世界人民的“点
赞”。

2019年，在英国BBC相关栏目发起的“20世纪
最伟大人物”评选活动中，中国首位诺贝尔生理学
或医学奖得主屠呦呦，与居里夫人、爱因斯坦以及
数学家艾伦·图灵共同进入候选人名单。屠呦呦是
科学家领域唯一在世的候选人，也是所有28位候
选人中唯一的亚洲人。

这位年近九旬的老科学家，至今依然奋
斗在科研一线。针对近年来青蒿素在全球部
分地区出现的“抗药性”难题，她带领科学团
队经过多年攻坚，终于在2 0 1 9年取得了新的
突破和进展，得到世界卫生组织和国内外权
威专家高度认可。

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英国《自然》杂志评选
的2019年度影响世界的十大科学人物中，北京
大学-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的中国科学
家邓宏魁入选。

邓宏魁教授与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佑安医院等团队合作，利用基
因编辑手段在人体造血干细胞中失活CCR5基
因，并将编辑后的干细胞移植到HIV（艾滋病病
毒）感染合并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患者体内产生
效果，这在世界上尚属首次。

2019年，在庆祝中非共和国成立61周年典礼
上，中国科学家、“菌草之父”林占熺，从中非总统
图瓦德拉手中接过国家感谢勋章。可用来代替树
木栽培食用菌、药用菌的“菌草”，是中国为全球反
贫困贡献的一支“奇兵”。

30多年来，林占熺发明并推广菌草，不仅在国
内成就斐然，帮助成千上万的农民增加了收入，还
将菌草技术推广至106个国家，菌草成了很多发展

中国家的民生工程、扶贫工程、生态工程。菌草因
此被称为神奇的“中国草”。

在2019年璀璨的群星中，不仅有科学大家，也
有普通的科技工作者。

杨海燕、陈孝平、陈云霁、梁建英、姬秋梅、祁
兴磊、邢继、徐恭义、陶文铨、黄才发等10位科技工
作者，是其中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的矢志不移自主
创新，将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有的扎根
脱贫攻坚和科学普及一线，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
上；有的严谨治学甘为人梯，甘做提携后学的“铺
路石”和领路人；有的践行“一带一路”倡议，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他们，是人们心
目中的“最美科技工作者”。

江山代有才人出

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
正成为社会共识

回 眸 2 0 1 9 ，置身 新 一 轮 科技革命 浪
潮 ，面对日趋激烈的科技竞争态势，我国
的科学事业“江山代有才人出”，各个领域
都呈现出“桐花万里丹山路 ，雏凤清于老
凤声”的喜人景象。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地层古生物学家极
大推动了国际地层学的发展，在建立全球年
代地层界线即“金钉子”的研究中，获得了1 1
枚“金钉子”，是目前国际上获得“金钉子”最
多的国家。2019年，为建立全球年代地层界线
做出重要贡献的南京大学沈树忠院士，荣获
地层学国际最高金奖（I C S M e d a l），成为第
一位获此奖项的亚洲科学家。

2 0 1 9年打破获奖“亚洲纪录”的，还有浙
江大学医学院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胡海岚教
授。这位年轻知性、从小就是“学霸”的女科学
家，获得了第1 2届 I B R O - K e m a l i国际奖，这
也是该奖设立以来首次颁发给欧洲和北美洲
以外的科学家。

此 外 ，在 今 年 的 美 国 地 球 物 理 学 会
（A G U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青岛海洋科学
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吴立新荣获了A G U
A m b a s s a d o r奖。吴立新是第一位获此殊荣
的亚洲科学家，也是第一位成为A G U会士的

中国海洋学家。
科学研究离不开国际合作。英国牛津大学

教授戴维·多伊奇、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查尔
斯·贝内特、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等12
位中外科学家，2019年获得了我国首次设立的
“墨子量子奖”。“谈家桢生命科学奖”是我国生
命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奖项之一，2019年共有
16位科学家荣获这一奖项。

科学事业的未来属于年轻人。
2019年，青年科学家在世界经济论坛新领

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论
坛发布2019年度青年科学家榜单，对推动科学
发现前沿的21位杰出研究人员进行了表彰，复
旦大学的黄荣琴、王熠华以及北京大学的刘颖3
位中国青年科学家入选。

要善于发现和培养青年科技人才，正成为
社会共识。

2 0 1 9 年，由民间科学公益组织——
未来论坛创设的“未来科学大奖”，遴选
出四位做出了突破性原创基础研究的科
学家。他们是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
研究员邵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所长王贻芳、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教授陆锦标、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杨
振宁讲座”教授王小云。

由饶毅、施一公、潘建伟等14位知名科学
家和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联合发起的
“科学探索奖”，2019年也进行了首次评选。来
自全国50位从事基础科学和核心技术研究的
中青年科学家，每人将在未来5年内，获得来
自腾讯基金会300万元的资助。

青年英杰数不胜数，青春光芒恣意绽放，是
国家创新活力之所在，也是科技发展希望之所
在。2019年，频频出现在公众面前的“00后少年
科学家”更令人欣喜。

在上海临港新片区举行的第二届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上，上海 1 5岁高一学生谈
方琳成为最年轻参会者。包括她在内的 1 2
位上海高中生，在这场“全球最强大脑”聚
会上与顶尖科学家对话，掀起了一场别开
生面的“头脑风暴”。

从这批朝气蓬勃的“00后”年轻人身上，人
们看到了我国科技事业活水涌流、基业长青的
厚实底气和勃勃生机。

科学的春天无惧风雨

优良的作风和学风是做好科
技工作的“生命线”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2019年上演的“IEEE审稿门”事件，美国不

断升级打压华为5G、封锁中国高科技企业、中
国航天专家遭美拒签等一系列行为，让我们更
加坚信：只有祖国科技实力强了，科学家才会在
参与国际合作时得到应有的尊重；只有自强不
息、自主创新，不仰人鼻息、拾人牙慧，才能屹立
于不败之地。

优良的作风和学风是做好科技工作的“生命
线”，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的根基，
决定科技事业的成败。2019年，我国出台了《关于
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意见》，对加强科研作风学风建设作出全面部署。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一个时代有
一个时代的担当。科研人员要自觉践行新
时代科学家精神、坚守科研诚信底线和科
研伦理规范、反对浮夸浮躁、反对急功近
利、加强科研数据及成果管理、反对科研领
域“圈子”文化、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2019年，中科院院士孙昌璞、梅宏、张学敏、
周忠和、丁奎岭、陈晔光、李儒新，以及中科院心
理研究所所长傅小兰研究员、中科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研究院孙斌勇研究员、中科院计算技术
研究所陈云霁研究员等10位科学家，共同发出
的《“弘扬科学家精神、树立良好作风学风”倡议
书》，在科学界引起广泛共鸣和高度赞同。

科学的春天无惧风雨。
展望2020年，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

同、育人为核心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必将引导
广大科技工作者接力精神火炬，奋进新的长征，
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态，投身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

新时代呼唤更多科技工作者，把论文写在
祖国大地上，把事业融入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
时代伟业中，以实际行动诠释新时代科学家精
神的真谛，不辜负党的期望、人民期待、民族重
托，不辜负我们这个伟大时代。

回眸2019，置身新一轮

科技革命浪潮，面对日趋

激烈的科技竞争态势，我

国的科学事业“江山代有

才人出”，各个领域都呈现

出“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

清于老凤声”的喜人景象

▲屠呦呦 ▲孙家栋 ▲黄旭华

赤子李德威：科学苍穹里，有他的光亮

2019年9月，新华社以《迸发生

命的无限炽热——— 构造地质学家李

德威的赤子之歌》为题，报道了为

中国构造地质学研究燃尽一生的

中国地质大学教授李德威的故事。

从邓稼先、华罗庚到黄大年、

南仁东，新华社的报道记录了一

代代中国科学家为祖国事业无悔

付出、默默奉献的故事，他们每个

人都曾面对很多问题，也不约而

同地选择用生命来作答。诚如本

文作者所说，“穿越科学的苍穹，

我们在璀璨群星中总能找到相似

的光亮”。

2019年已近尾声，我们再次追忆

李德威，也追忆像他一样为伟大事业

献身的科研赤子——— 只要我们不曾忘

记，那星河的光亮就会璀璨不熄……

本报记者陈聪

采访李德威，让我难忘的是这一串数据——
终年 56 岁；40 年潜心地质学研究，发表论文 100
多篇；25 年奔走在世界屋脊，用脚丈量冰原荒漠，
行程 8 万多公里；临终前留下 10个大字：“开发固
热能，中国能崛起”。

一连串数字背后，是一位地质学家留下的一
段在探索中寻找真理之光的岁月。

这是一位为科学献身的“狂人”。
在学术研讨会上，他发现演讲专家讲的概念

不对，敢于直接站出来反驳；在领导问他是否愿意
担任学院院长职务时，他不假思索就说“我已经考
虑清楚了，我不想当官，只想搞学术研究”；在他目
睹汶川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时，他自掏
腰包进行地震预测研究……

放弃职位、放弃名利、放弃轻松的实验室研究
环境，选择了一条艰辛的道路，李德威短暂的一生
艰辛而寂寥，却纯粹而高尚。

支撑他的，正是内心对科学真理的不懈追求。
正如李德威所说：“已成之见不可囿，已有之功不
可恃，人类对于地球和宇宙的认识越来越深入，但
并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

这是一位为国家为人民燃尽生命的“国士”。
在野外勘探总是险象环生，被狼狗咬伤、

被牦牛攻击、被冰雪阻碍、被溜索卡在江中、被
高原反应折磨……他攀登绝壁，结果晒脱了
皮、嘴唇干裂、两手满是划开的口子；他野外科
考，只能喝冰水、吃冰坨般的馒头、睡在羊圈
里，还调侃说“羊粪多软啊，总比满地沙石的
好，在羊粪上铺上床单，两边有石头垒的墙，晚
上能挡风，里面比较暖和，对于我们风餐露宿
的人来说，已经很奢侈啦”……

穿越科学的苍穹，我们在璀璨群星中总能找
到相似的光亮——

1950 年，李四光放弃国外优厚条件，在新中
国百废待兴之际，毅然从英国绕道回国，作为新中
国的地质部长，为我国石油事业立下卓越功勋；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同为湖北黄冈人的
李德威拒绝留在国外的机会，他认为：“只有自己
的国家好，才是真正的好。”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他都乐此不疲，在高原
“无人区”里让他着迷、让他不惜付出生命的，是曾
经向世界地质学界发出的声音：“青藏高原是中国
的，怎么能让西方人主导研究话语权？”

这是一位比喜马拉雅山更高大的人。
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他最关心的第一是科研，

第二是学生，唯独没有他自己。
他的同事、他的学生，生活上遇到困难他都主

动帮忙，为同事解决入校指标，为学生家长看病送

去钱物；在野外遇到危险，他总是把学生留在车
上，自己出去探险，把最危险、最难爬、最长的路线
留给自己；他胃出血，自己默默忍受，感冒数月不
好也不去住院……

追寻着李德威在青藏高原千山万壑间的勘探
足迹，一种在高原上蜿蜒着的生命脉动，最终定格
为地质图幅上的五彩斑斓。

这条高原路，李德威一走，就是 20 多年。
忘不了，1990 年在雅鲁藏布江流域与蛇绿岩

带的相遇，启发李德威提出不同于板块构造假说
的“下地壳层流假说”；

忘不了，在冈底斯山脚下的墨竹工卡，李德威
分析了这里的成矿条件及找矿远景，数年后，国家
西部地质矿产大调查验证了他的预测；

忘不了，他以最严格的标准制作西藏定结县
等地的地质图幅，填补了这一地区地质图幅空
白……

当李德威“开发固热能，中国能崛起”这
1 0 个字让千千万万的网友泪奔时，我们的耳
边仿佛还回响着病床上的他，紧握医生的手说
的话：“对于死，我一点都不怕，我怕的是我的
事业还没有完成……”

李德威曾经踽踽独行的科研之路，如今已经
后继有人；在他的背后，一个个探寻科学星空、立
志以身报国的身影，不再孤独、不再寂寞。

▲9月9日本报
刊发有关李德威的
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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