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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响中国创新最强音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寒假
将至， 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印
发通知， 要求各地各高校提前摸
底、 提早安排， 通过帮助返乡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回家、 保障
留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安心过
年、 走访慰问经济困难学生家庭
等方式， 确保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度过一个温暖祥和的寒假。

通知要求， 各地各高校要摸
底了解寒假返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面临的困难， 重点关注因经济
困难无力购买返程车票、 但渴望
返乡过年的学生， 在尊重个人意
愿的基础上 ， 适当提供路费资
助， 帮助他们顺利回家与亲人团
聚。

对于选择留校的学生， 各高
校要建立寒假留校学生日常联系
制度， 切实做好学生宿舍、 学校
食堂、 图书馆、 自习室等场所的
管理服务工作， 为留校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寒假学习和生活提供条
件保障。 若留校学生数量少， 可
采取集中居住等方式， 不能采取

放假后限时离校、 全部关闭学生
宿舍和食堂等 “一刀切” 做法。
高校要帮助学生拓展校内外勤工
助学资源， 努力使每一个有勤工
助学意愿的留校家庭经济困难学
生， 都能得到适合的勤工助学岗
位。 春节前后， 高校要通过茶话
会、 联欢会、 年夜饭、 大礼包等
多种形式， 关怀慰问留校家庭经
济困难学生。

各地各高校要在寒假期间 ，
力所能及地组织教师和 学 生 志
愿 者 开 展 家 庭 经 济 困 难 学 生
家 访 慰 问 工 作 ， 深 入 了 解 受
访学生家庭经济状况和受助需
求 ， 做好家访信息的记录和整
理， 在保护学生隐私的前提下，
为精准资助和资助育人提供可靠
的一手资料。

通知同时要求， 各地各高校
要高度重视、 切实做好寒假期间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送温暖工作，
采取抽查、 暗访、 设投诉咨询电
话等方式， 确保送温暖工作全面
开展、 不留死角。

确保贫困生度过温暖祥和的寒假
高校放寒假不得要求学生限时离校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记者
昨天从教育部获悉 ， 全国共有
113所高等学校作为主要完成单
位， 获得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三大奖通用项目157项， 占通
用项目总数的72.7%。 其中 ， 有
64所高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的获
奖项目达到114项， 占通用项目
授奖总数的52.8%。 南京理工大
学王泽山院士获2017年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

据统计， 全国高等学校获得
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
项、 二等奖23项， 占授奖项目总
数的68.6%。

全国高等学校获得2017年国
家技术发明奖通用项目一等奖2
项、二等奖31项，占通用项目授奖
总数的67.3%，2项一等奖获奖高
校为浙江大学和大连理工大学。

全国高等学校获得2017年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通用项目100
项 （特等奖2项， 一等奖6项， 创
新团队奖1项， 二等奖91项）， 占
通用项目授奖总数的75.8%。 其
中 高 校 为 第 一 完 成 单 位 的 获
奖项目为57项 （特等奖1项， 一
等奖2项， 创新团队奖1项， 二等
奖53项）， 占通用项目授奖总数
的43.2%。

另外， 全国共有11所高校作
为第一完成单位， 获得2017年度
国家科学技术奖专用项目16项，
占授奖总数的29.1%。 其中技术
发明二等奖8项， 科技进步一等
奖3项、 二等奖5项。

教育部表示， 高校在全国授
奖项目中连续保持高比例， 充分
体现了高校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
性创新研究在我国占有重要的地
位 , 体现了对我国科技创新和经
济发展的重要贡献。

2017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高校获奖比例超七成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 ，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
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
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科技创新也要瞄准这个 “靶心”。

科技创新既要 “高大上 ” ，
也需 “接地气”。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
科学技术奖榜单上， ３项水稻研
究成果 （团队） 名列其中： 除了
李家洋院士团队外， 袁隆平杂交
水稻创新团队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创新团队）， 潘国君团队完成的
“寒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龙粳
新品种选育及应用” 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２０１７年是 “杂交水稻之父 ”
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一个
丰收年。 正如评审小组对袁隆平

创新团队的评价， “紧盯国家粮
食安全战略需要， 攻坚克难、 不
断创新， 经过２１年的建设， 已形
成以袁隆平等为带头人， 持续领
跑世界的创新团队”。

经过十多年研究， 李家洋团
队 成 功 克 隆 出 水 稻 理 想 株 型
基 因 ＩＰＡ１， 为突破水稻尤其是
杂交稻的产量瓶颈， 提供了全新
的思路和有价值的基因资源。 黑
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水稻研
究所潘国君团队， 则针对寒地早
粳稻生育期短创高产难、 稻瘟病
和低温冷害频发稳产难等问题，
历经２０多年研究， 创新出具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寒地早粳稻 “龙
粳” 系列。

食药健康事关百姓福祉。 此

次获奖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
物研究所等团队针对中药大品种
三七研发与应用的关键科学问
题， 形成了基于系统生物学原理
的集成植物育种、 栽培、 化学物
质发现、 药效机制破解、 生产自
动化及循证医学研究的关键技术
与方法， 在 “种好药、 做好药、
用好药” 上做出了新文章。

“生命科学将是未来产业革
命最受关注、 最有希望实现新突
破的领域之一。” 中国科学院院
士、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怀进鹏表
示，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鼓励营造
生命科学创新研究的良好氛围，
通过科技创新为人类健康贡献更
多 “中国方案”。

据新华社

———从国家科技大奖看创新走向
王泽山、 侯云德两院士摘取２０１７年度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双响”， 基础原创 “多点开花”； 科技奖励 “年度大戏” 彰显时代意义， 中国力量再攀
高峰……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８日在京举行。 作为我国最权威的政府科技奖励， 这场
颁奖大会无疑是科技界的盛事。 今年更有着不同寻常的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大胜利召
开之后和中国科技奖励制度进入 “深改时间” 后的首次国家科技奖励大会。 重大科技成
果从零星到井喷， 从量变到质变， 人们看到， 中国科技正站在飞跃发展的新起点。

吴文俊、 袁隆平、 王选、 黄
昆……自１９９９年以来， ２９名杰出
科学家摘取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
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天眼 ” 探空 、 神舟飞天 、
墨 子 “传 信 ” 、 超 算 “发 威 ”
……谈及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的
井喷现象，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获得者、 火炸药专家王
泽山院士如数家珍。

“新时代， 我们的科技事业
走出了仿制跟踪， 进入了创新征
程， 我感到了科技兴国、 科技强
国的强大力量。 在知识爆炸、 科
技迅猛发展的今天， 我们的未来
前途无量。” 王泽山说。

今年已８２岁的王泽山， 笑称

自己是 “８０后科研少壮派”。 现
在的他每年仍有一半的时间在出
差， 精力旺盛得跟小伙子一样。

６０多年专注火炸药研究的王
泽山 “用科学研究科学”， 走出
一条自己的路， 做出超越国外水
平 的 原 创 成 果 。 近 期 他 和 团
队 正 在酝酿的一项研究 ， 极有
可能成为又一具有颠覆性意义的
“黑科技”。

同为最高奖得主的侯云德，
与病毒“斗”了一辈子。 这位中国
工程院院士、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
步伐轻快，年近九十还在上班。

２６年前， 侯云德开风气之先
当 “创客” ———在地下室里建起

中试生产线， 创立我国第一家基
因工程药物公司。 现如今， “双
创之花” 已经开遍神州大地。

１０年前， ７９岁的侯云徳被任
命为 “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
大传染病防治” 科技重大专项技
术总师， 再次创业的他带领团队
为我国建立起７２小时内鉴定和筛
查约３００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未
知病原体的检测技术体系， 在突
发疫情处置中 “一锤定音”。

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日益兴起的态势， 我们比以
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科技创
新力量。 无数 “８０后” 老科学家
正和 “８０后” 年轻人一道， 共同
标注时代的创新力量。

“８０后科研少壮派” 国家科技最高荣誉标注创新力量

时隔１１年 ，２０１７年度国家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迎来“双响”———
唐本忠院士团队“聚集诱导发光”
和李家洋院士团队 “水稻高产优
质性状形成的分子机理及品种设
计”双双折桂。

国家自然科学奖奖励那些在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领域， 阐明
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
科学发现的个人。自１９９９年以来，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秉持 “慎之又
慎、宁缺毋滥”的高标准原则，曾９
年空缺， 距２００６年产生两个一等
奖已有１１年。

“值得关注的是， 党的十八

大以来每年都有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项目问世。 奖项从较为集中的
基础物理学领域， 扩展到化学、
生物学 ， 呈现 ‘多点开花 ’ 之
势 ， 创新拔尖领域更加多元 。”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有
关负责人说。

基础研究是支撑科技强国的
“创新源”。 如同一条河流， 基础
研究是 “上游”， 决定着 “中游”
的技术创新和 “下游” 的技术推
广和产业化。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
学体系的源头， 是所有技术问题
的总机关。

从赵忠贤院士领导铁基高温

超导体研究到潘建伟院士团队的
多光子纠缠研究， 从王贻芳院士
领衔发现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到唐
本忠院士团队聚集诱导发光等研
究……近年来， 我国基础研究不
断进步，局部已“领跑”全球。自然
科学领域“贤必举欧美”的时代开
始“终结”。

“中国基础研究在世界版图
上的地位持续上升， 赢得国际社
会广泛认同。应该看到，我们抢占
了一些‘山头’，但在更多尖端领
域的‘大山头’，尚需战略布局并
持之以恒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委相关负责人表示。

自然科学奖“双响” 基础原创“多点开花”

纵观２０１７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的获奖项目， 他们当中既有对
高性能碳纤维复合材料构件在加
工技术与装备上的突破和发明，
也有燃煤机组超低排放关键技术
的研发及应用……在油气开发、
现代煤化工、深海探测、交通基础
设施等多个重要领域， 我国通过
自主创新取得了一系列关键核心
技术突破，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促进清洁能源发展， 加快海洋强
国建设，深化高铁“走出去”战略
等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

进入新时代， 我国科技发展
突飞猛进， 涌现出来的部分科技
成果具备全球领跑实力， 科技奖
励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得到进一步
彰显。 国务院办公厅２０１７年印发
了 《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
的方案》， 这是我国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
凝心聚力的重要举措。

进入新时代， 构建既符合科
技发展规律又适应我国国情的中
国特色科技奖励体系， 显得尤为
重要。 以创新为导向， 一大批举

世瞩目的超级工程和在科技活动
中作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得
到国家科技奖励， 目的就是调动
更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创造
力， 通过自主创新取得一系列关
键核心技术突破。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站登
文称，岁末年初，“一条硅龙”的概
念已经成为主流。 自２００８年以来
的１０年间， 中国在技术和创新领
域快速发展。“如果说中国跑赢了
这场技术竞赛， 那已经不再是笑
谈了。”

关键领域、卡脖子之处实现赶超 创新能力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是科研人员“不变的初心”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 E—mail:ldwbgh@126.com│校对 张旭│美术编辑 赵军│本版编辑 卢继延│2018年 １月 9日·星期二

1月 8日 ， 长 春
市 民 在 雪 中 出 行 。
气象监测数据显示 ，
2017年12月长春市平
均降雪量为3.6毫米，
较常年同期减少近
一半 。 当日 ， 东北
地区多地迎来新一
轮降雪天气。

新华社发

东北多地
迎来新一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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