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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全方位
培养、引进、用好人才”。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
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为指引，振奋精神、砥砺前行，
不畏艰难、开拓创新，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在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国家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
究设施（CRAFT）”园区工程初步落成，即
将成为科研工作者的“新家”。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
究所所长宋云涛正带领团队，在这里开展科
研设备安装、学术平台建设等工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我们的奋
斗目标，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关键。’
CRAFT 等大科学装置作为人才高地，聚
集着大量的基础研究人员、工程科技人
才。”宋云涛表示，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将努力培养更多
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国
作出应有的贡献。
　　建设人才强国，离不开政策引领。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
战略新举措，不断开创新时代人才工作新
局面。
　　“总书记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
战略新举措系统概括为‘八个坚持’，这既是
对成功经验的总结，也是我们未来进一步做
好人才工作的根本遵循。”中国浦东干部学
院教学研究部副主任刘哲昕教授说。

　　刘哲昕表示，“八个坚持”是对我国人才
事业发展规律性认识的深化，不仅要始终坚
持，更要不断丰富发展。从中也折射出党和
国家对人才的强烈渴望以及对自然科学与
人文社科双轮驱动、两翼齐飞的美好期待。
　　队伍建设是人才工作的中心环节，加
快培养造就青年人才是其中的重要任务。
　　“80 后”医学博士向天新来自南昌大
学第一附属医院，曾作为江西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高级别专家组成员奋
战在抗疫一线。
　　“总书记对青年人才寄予厚望，强调

‘把培育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政策重心放
在青年科技人才上，支持青年人才挑大梁、
当主角’，我们深感使命在肩、责任重大。”
向天新说，作为青年人，要主动担负起时代
赋予的使命责任，越是急难险重，越要冲锋
在前，发挥青年的锐气和担当，为人民生命
健康筑起坚实屏障。
　　人才工作既要立足当前，更要着眼长
远。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
作出重要战略部署———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
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岭南大地生机盎然，深圳湾畔天朗气
清。不久前，《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
合作区改革开放方案》发布，为前海这个“特
区中的特区”更上层楼，擘画了崭新前景。
　　“聚焦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
创新高地，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以 2025
年、2030 年、2035 年为时间节点，指明了
战略目标，提出可以在北京、上海、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的战略布局。”
前海合作区党工委副书记黄晓鹏表示，前
海将加快构建国际人才引进、评价、激励机

制，推进构建深港人才共同体，携手参与全
球人才竞争，为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贡献前海力量。
　　北京市科委、中关村管委会党组书记
许强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北
京将充分发挥科技和人才优势，开展中关
村新一轮先行先试改革，在人才培养、科技
成果转化、便利海外人才来京创新创业等
方面进行制度性创新，围绕智能制造、大健
康和绿色智慧能源领域，构建新的万亿级
产业集群，以科技向善的理念，为促进全球
科技创新交流合作作出新的贡献。
　　推动人才工作落地见效，重在把准方
向、精准施策。
　　在科教资源重镇西安，如何更好发挥
本地人才资源作用、提升“产才融合”，当地
有关部门一直在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讲话中关于
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高校特别
是‘双一流’大学要发挥培养基础研究人
才主力军作用等方面的重要论述，为西
安深化校地合作，推进‘产才融合’指明
了工作方向。”西安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
长、市委人才办主任连智说。
　　连智表示，下一步，西安将在人才发
展体制机制改革中谋先局，进一步激活
本地存量人才，同时发挥交叉信息核心
技术研究院、陕西空天动力研究院等新
型研发机构平台优势，搭建更多校地合
作创新平台，助力广大人才在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中实现人生价值。
 （记者王子铭、徐壮、徐海涛、郭敬丹、
闵尊涛、赵瑞希、盖博铭、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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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发有为 为建设人才强国贡献智慧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

　　 27 日至 28 日，
一场高规格的重磅会
议——— 中央人才工作
会议在北京召开。
　　这是时隔 11 年
后，党中央召开的又
一次人才工作会议，

具有里程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并发
表重要讲话，站在实现民族振兴、赢得国际
竞争主动的战略高度，为新时代人才工作
擘画蓝图。

  时隔 11 年，从“全国人才工

作会议”到“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新世纪以来，我国先后在 2003 年、
2010 年两次召开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对实
施人才强国战略作出部署。
　　这次，会议名称发生了变化：从“全国
人才工作会议”变为“中央人才工作会议”，
进一步凸显党管人才原则，鲜明体现党中
央将人才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全局中重要位
置的深刻考虑。
　　会议召开的时间节点也富有深意———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
我国踏上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
　　回顾过往，要从以往党的人才工作中
汲取经验；面向未来，更须为伟大事业提供
坚强人才支撑。正如总书记所强调：“我们
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加接近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也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下一步的目标，已十分明确：为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人才支
撑，为 2050 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打好人才基础。

  一个重大战略：“加快建设世

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在这次会议上，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
话科学回答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一系列重
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明确了深入实施新时
代人才强国战略的指导思想、战略目标、重
点任务、政策举措。
　　总书记以“八个坚持”，首次系统概括
提出了新时代人才工作的新理念新战略新
举措。
　　这“八个坚持”是对我国人才事业发展
规律性认识的深化，是总书记关于人才工
作重要思想的鲜明体现，不仅要始终坚持，
更要不断丰富发展。
　　此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一个重要
战略目标———“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
　　时间上，以 2025 年、2030 年和 2035
年为节点，每 5 年为这个“大目标”设定“小目标”。
　　到 2025 年，“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拥有一大批战略科技
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到 2030 年，“在主要
科技领域有一批领跑者，在新兴前沿交叉领域有一批开拓
者”；到 2035 年，“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水平人才队伍位居
世界前列”。
　　可以看出，每一步目标都十分明确，都紧紧抓住了“创新”
与“人才”一体两面的相互作用，体现了“第一动力”和“第一资
源”的紧密关联。
　　空间上，总书记也明确了战略布局：在北京、上海、粤港澳
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
市也要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
　　在这些高水平人才高地，人才链、创业链、产业链、资金
链、政策链将进一步相互交织，人才活力将进一步释放。
　　纵观历史，每一次科技革命的进步，都伴随着人才资源的
迸发和群星闪耀的局面。放眼未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成
之时，中国应当也必须成为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

坚定人才自信，我国“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

　　这次会议上，总书记提出了要大力培养的几方面重点人
才，其中特别提到了战略科学家和卓越工程师：
　　——— 坚持长远眼光，有意识地发现和培养更多具有战略
科学家潜质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形成战略科学家成长梯队；
　　——— 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努力建设一支爱党报国、敬业
奉献、具有突出技术创新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工程
师队伍。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战略科学家是科技人才中的“帅才”，在跨学科研究、大兵
团作战组织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是担纲“国之重器”、突破

“卡脖子”技术难题的领军人物。
　　 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曾专门对战略科学家黄大年的
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指示。
　　对精益求精为“大国制造”奉献智慧和汗水的职业技能人
才队伍，总书记也惦念于心。
　　在国内考察调研中，总书记一次次走进制造业企业，同工
程师、技术人员等亲切交流。在今年的“七一勋章”颁授仪式
上，他亲自为我国焊接领域“领军人”、71 岁的“钢铁裁缝”艾
爱国颁授勋章。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我国是世界第一制造大
国，培养卓越工程师关系着制造业转型升级，关系着经济高质
量发展，因此也至关重要。
　　未来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总书记还特别关注青年人
才的培养，强调“要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支持
青年人才挑大梁、当主角”。
　　人才竞争，首先是人才培养的竞争。中国作为大国，需要
引才，但必须主要靠自己育才。从人口大国，到人才大国，再到
人才强国，必须坚定走好人才自主培养之路。
　　对此，总书记有坚定的人才自信：“我国拥有世界上规模
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有各项事业发展的广阔舞台，完全能够
源源不断培养造就大批优秀人才，完全能够培养出大师。我们
要有这样的决心、这样的自信。”　 主笔：朱基钗、丁小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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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天眼”
问天到万米深潜……一项项举世瞩目的科
技成就，不断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恢弘史诗
的新篇章。
　　一部科学史，就是一部科学家的精神
史。从钱学森、邓稼先、黄旭华到黄大年、南
仁东、刘永坦，我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
科技工作者有着共同的精神内核——— 胸怀
祖国、矢志创新。
　　 2020 年 9 月 11 日，习近平总书记主
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
出“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
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强调大力弘
扬科学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
者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矢志报国为民

　　“当祖国需要我一次把血流光，我就一
次流光；当祖国需要我一滴一滴流血的时
候，我就一滴一滴地流！”
　　这是共和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黄
旭华的铿锵誓言，更是他矢志报国的人生
写照。
　　远离家乡、荒岛求索，隐姓埋名三十
载；在一穷二白中“头拱地、脚朝天，也要把
核潜艇搞出来”……在这位“共和国勋章”、
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心中，最大的骄傲
是我国第一艘核潜艇下水，“是我们自己干
出来的”。
　　“怕家国难安！怕人民受苦！怕受制于
人！”为了锻造海防线上决胜千里之外的

“火眼金睛”，科学家刘永坦一生专注于国
之重器——— 新体制雷达的研究，带领团队
在荒芜的海岸线上奋战多年，终于使我国
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探测。
　　为中华之崛起，为民族之复兴——— 这
是我国一代代科学家的自我期许、使命
担当。
　　大学毕业时，年轻的黄大年在同学的
毕业纪念册上郑重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
之责”。归国后，这位战略科学家像陀螺一
样不知疲倦地旋转，带领团队突破国外高
精度探测装备技术封锁，推动中国真正进
入“深 地 时 代”。自 己 的 生 命 却 定 格 在
58 岁。
　　“报国为民”，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不变
的奋斗底色。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 35 年如
一日扎根太行山、以创新成果助力广大农
民致富；“糖丸爷爷”顾方舟一生致力研究
脊髓灰质炎防控、守护几代国人健康成长；
植物学家钟扬长期致力于生物多样性研究
和保护，16 年跋涉于青藏高原，采集了数
千万颗种子……他们以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把热血、汗水挥
洒在祖国大地上。
　　 2021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强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
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祖国和人民，不
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
生活改善、中华民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
己任的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扬以
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敢于创新创造

　 　 标 志 性 的 八 字 胡 、一 双 锐 利 的 眼
睛……原“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
师南仁东的塑像，静静伫立在贵州大窝凼，
守护着他燃尽一生铸就的“天眼”。
　　 20 世纪 90 年代初，南仁东提出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工程设
想。当时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不到
30 米。
　　力排众议，亲历选址、论证、立项、建设
和攻克一系列技术难题……南仁东把人生
的最后 20 多年奉献给了“中国天眼”。
　　这一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科
研基础设施自落成以来，已发现近 400 颗
脉冲星，是同期国际上其他望远镜发现脉
冲星总数的 2 倍多。
　　凭着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
的自信勇毅，广大科技工作者敢于提出新
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在独创独
有上下功夫，突破“卡脖子”瓶颈，涌现出一
批批高水平的原创成果。
　　中国电科国基北方第三代半导体技术
团队，肩负着我国载人航天、北斗导航、5G
通信等重大工程核心芯片自主保障的
使命。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中间横
亘着大量的工程难题。早期实验中一个微
不足道的小波动，在产业化阶段都会呈几
何倍数放大。团队不舍昼夜、联合攻关，建
成了先进的化合物半导体工艺线，每年为
各类重大装备提供几百万只核心芯片，有
力支撑了装备现代化。
　　从“嫦娥五号”探月、“天问一号”落火，
到快速研制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和高水平疫
苗；从成功下线时速 600 公里高速磁浮交

通系统，到突破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技
术……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断以创新成果

“惊艳”世界。

接力精神火炬

　　今年 5 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与
世长辞。
　　禾下乘凉梦，一梦逐一生。去世前两个
月，年过九旬的他还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
开展科研；病危之际，他最挂念的仍是稻子
长势。
　　传精神火炬，自有后来人。
　　目前，我国众多科研人员从事杂交稻
研究，仅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里的科学
家就有 100 多位，创制了一大批育种材料，
育成了一大批产量高、品质好、抗性强的新
品种。
　　值得欣慰的是，一代年轻科技工作者
登台接棒，用追求真理、严谨治学，淡泊名
利、潜心研究，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精神
品格，奏响科学报国的时代乐章———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80 后”研究员付巧妹甘坐“冷板凳”，致
力于开发创新古基因组实验技术，探索
人类群体的起源与演化；“改革先锋”叶
聪先后担任“蛟龙”号主任设计师和首席
潜航员、“深海勇士”号副总设计师、“奋
斗者”号总设计师，深度参与并见证了我
国载人深潜的每一次跨越……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逐年增长，推
行“揭榜挂帅”“赛马制”“包干制”……一
系列改革蓝图徐徐展开，为扎根学术、潜
心科研的科技工作者保驾护航。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
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
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
军。”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勉励广大科学家
和科技工作者。
　　科学充满未知，探索永无止境。在科
学家精神指引下，我国科技工作者有信
心、有意志、有能力肩负起历史重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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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更多创新故事。
        （记者温竞华）
     新华社北京 9 月 29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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