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荨 中科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量

子科学卫星有效载荷研制团队
本报记者 孙中钦 摄

▲ 北斗卫星发射现场火箭升空

本报记者 徐程 摄

新民网：www.xinmin.cn 24小时读者热线：962555 编辑邮箱：xmywb@xmwb.com.cn 读者来信：dzlx@xmwb.com.cn 本版编辑 /王文佳 视觉设计 /竹建英2019 年 10月 27日 /星期日

要闻 5

    基础研究是核心技术之根，原

始创新之源。“北斗”在天，我国卫
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已超

3000亿元；“墨子号”成功发射，让
我国量子信息产业实现全球“领

跑”；大亚湾中微子项目成果，不仅
实现光电倍增管的国产化，且领跑

世界反应堆中微子研究⋯⋯随着

我国基础研究实力的大幅提升，各
领域创新“高峰”迭起，我国科学研

究的国际影响力也在持续升温。第
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将于 29

日在上海举行。在科学巨星们熠熠
闪烁的万丈光芒中，我国基础研究

将不断找准前沿方向，树立远大目
标，焕发出属于自己的独特魅力。

立足从0到1

实现弯道超车
从 0到 1，看上去只有小小一

步，以往却鲜有中国科学家在此间

“立足”。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
卓越创新中心、植物生理生态研究

所覃重军，偏偏要迈这一小步。他
和团队执着奋斗 30年，共同创建了

世界首例人造单染色体真核细

胞———只拥有一条染色体的酵母。
这是人类首次通过实验手段系统改

造一个物种的染色体数目，成功创
建这一奇妙的“人造生命”！

今年夏天，经过多年研究攻
关，我国科学家在国际上首次成功

实现高维度量子体系的隐形传态，
为发展高效量子网络奠定了坚实

的科学基础。国际权威学术期刊
《物理评论快报》称其是“量子通信

领域的一个里程碑”。在全球的量
子通信竞赛中，中国起步不是最

早，但在中国科学院院士潘建伟等
众多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中国

在量子通信领域已经实现“弯道超
车”，在将世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送入太空后，在量子通信领域
取得一个又一个科学突破。

像这样的“世界首次”“里程
碑”，屡屡出现在近年中国科学发

现中。克隆猴、抑郁症、DNA机器
人、G值、古人类⋯⋯每年底公布的

“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日益成为世
界科学前沿聚集地。2018年，一对

健康可爱的克隆猴“中中”“华华”，

打破了自 1997年克隆羊“多莉”以
来，世界多家实验室尝试体细胞克

隆猴未能成功的“零纪录”；纳米机
器人奥妙又精巧，它能在血管内稳

定工作并高效完成定点药物输运功
能，就连美国 The Scientist期刊都

将这项成果，与同性繁殖、液体活
检、人工智能一起，评选为 2018年

度世界四大技术进步。
目前，我国科技创新紧紧抓住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机
遇，聚焦一些基本科学问题中孕育

着的重大突破。与此同时，上海建设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过
程中，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加

紧建设。超强超短激光用户装置、软
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活

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平台陆续开
工，上海光源二期大科学装置项目

已经“收官”。一系列基础科研和布
局瞄准了量子科学、宇宙演化、脑科

学、生命起源等重大领域寻求原创
突破，开辟新前沿新方向。

加大投入力度
改善研究环境
中国研发投入稳居世界第二；

中国人工智能论文数量居世界第

一；在全球 100个研究热点和 38个

新兴前沿领域中，中国排名第一的

有 32个，数量位居世界第二⋯⋯过
去 30年，中国紧跟国际科技创新发

展，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取得卓越的
科技成就。当下，中国科技创新正力

争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领跑”，
强大的助跑引擎来自基础研究。

从 2014年起，我国对基础研究

有了新的探索和布局，把 100多项
分散在各个拨款渠道中的中央财政

科技计划集中起来，建立了新的五
类科技计划，突出集中优势。如今，

我国基础研究形成了从项目、基地、
人才到政策的一体化部署，基础研

究队伍人员规模已与美国等全球科
技大国相当，中青年科学家成为基

础研究的中坚力量。日前出炉的
《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

报》中，两组数据令人振奋：去年，我
国共投入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

19677.9 亿元，比上年增加 2071.8

亿元，增长 11.8%；基础研究经费首

次突破千亿元大关，达到 1090.4亿
元，与研发经费投入保持同步增长。

国家统计局社科文司统计师李
胤在解读《公报》时指出，自 2013年

我国研发经费投入总量超过日本以
来，我国研发经费投入一直稳居世

界第二。2018年我国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超过 2017年欧盟 15国平均水

平，相当于 2017年经济合作与发展

组织（OECD）35个成员国中的第 12

位，正接近 OECD平均水平。

同时，国家加大对研发活动的
政策支持，引导各方面加大研发经

费投入，政策环境进一步改善。相关
调查显示，2018年在规模（限额）以

上企业中，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减免税政策和高新技术企业减免税
政策的惠及面分别达到 56.1%和

50.1%，分别比上年提高 2个和 0.6

个百分点；企业对这两项政策的认

可度分别达到 82.1%和 85%，分别
比上年提高 4.9个和 4.2个百分点。

倾听世界之声
汲取智慧之光

“国家科研投入更大了，各个研
究领域都有了长足的进展，优秀的

年轻人才队伍越来越大。不过，我国
基础研究有高峰，但没有高原。”作

为一名青年科学家，中国科学院分
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惠

利健亲身感受到了所处科研环境的
巨大变化。他希望，国家能进一步加

大对基础研究投入，同时加大对优

秀科研人员的稳定支持。根据美国
科学基金统计，一项基础研究从提

出观点到能够应用，一般需要二三
十年时间。只有通过持续稳定的支

持，用更长远的眼光看基础研究，给

科研人员足够的信任和耐心，才能
吸引更多科研人员敢于坐冷板凳，

才能集聚一大批甘于从事基础研究
的青年才俊。

与此同时，我国研发经费投入
强度与美国、日本等世界科技强国

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基础研究、政

府资金占比偏低等问题仍比较突
出。能真正形成关键核心技术、解决

“卡脖子”问题的重要科技成果仍不
足，投入效率有待进一步提高。为

此，我国应进一步加大财政支持力
度，完善鼓励研发投入的政策体系，

引导社会各界对基础研究的投入与
布局，推进管理考评机制改革，提升

科技经费投入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对于即将举行的第二届世界顶
尖科学家论坛，中国青年科学家们

充满期待。在上海长征医院杜鹃教
授看来，这是一扇风景无限的“世界

之窗”，足不出户就能找到与国际顶
级领域的距离，又能与世界“最强大

脑”面对面对话汲取智慧之光。“科

学领域有不同领域，但是科学思想
是融会贯通的。希望中国基础科研

的着眼点可以更加高远，科研人员
的立足点更加深入，因此，我们需要

倾听更多来自世界顶级科学领域的

声音。” 本报记者 马亚宁

基础研究持续发力，跑出中国科技加速度

创新“高峰”迭起 期待连成“高原”

    “上课去！”下午 1时，平复苑小

区居民彭正义如约下楼，楼道里已有
十多位邻居等候。彭正义今年年初

刚从农村搬进小区，居住环境变了，
邻居也变成了生面孔。好在楼下有

这个公共客厅，两条长凳子上一坐，
拉拉家常，邻里间很快熟络起来。

这个“板凳课堂”是平复苑小区

的试点项目：在楼道内开辟一块公
共区域，安装好排椅，以垃圾分类、

党史知识、健康养生等不同主题开
展活动，丰富居民生活。

为什么名为“板凳课堂”？原来，

平复苑小区是农民拆迁安置小区，
3000多名居民大多来自农村。拎个

板凳走村庄，一起吃饭、纳凉、拉家
常，这是在乡间最常见的生活方式。

前两年，形形色色的桌子、椅凳
出现在了各个楼道内，既影响小区

美观、居民出行，也带来公共安全隐

患。镇上其他两个动迁安置小区文
晋苑、翔昆苑也存在类似现象。各小

区曾多次联合职能部门开展过楼道
堆物整治，然而，新的椅凳很快又会

回潮；如果只是简单禁止，也是治标

不治本，更会破坏社区里的人情味。
如何破题？居委会干部想出一

个化堵为疏的办法：开辟公共空间，
打造“家门口的课堂”。从居民兴趣

入手，对接镇文化活动中心、社区学
校和有特长的社区居民，每周安排

两次固定学习，内容包括党员微课、

剪纸插花、歌舞戏剧等，形式丰富。
今年 74岁的彭正义主动当起

了垃圾分类志愿者，每隔一天就在
小区里巡逻，三个多月来雷打不动。

“垃圾分类知识就是我在‘板凳课

堂’里学到的，一开始是志愿者来教
我们怎么分，现在自己也成为了志

愿者。”从被动听讲转为主动宣讲，
以一个人带动一群人，今年 5月，平

复苑社区顺利撤桶，全面实行定时
定点垃圾分类投放，“板凳课堂”可

以说功不可没。

“邻里关系更亲密了。”平复苑
社区居民委员会主任张雷军介绍，

随着“板凳课堂”的推行，这里也成
了居委会开放式“办公间”和党建引

领下居民自治“议事厅”。工作人员

一有空就来坐坐，和居民一起话家
常，开展工作也更接地气了。

小昆山镇最近将楼道排椅推广
到平复苑、文晋苑、翔昆苑等 3个小

区，目前统一设计安装已完成。该镇
相关负责人表示，最近将以“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为契机，持

续聚焦群众痛点、矛盾焦点，疏堵结
合，创新工作思路，在完成工作的同

时让居民们更有获得感、幸福感。
本报记者 杨洁

松江小昆山镇建公共客厅解楼道之乱

“板凳课堂”接地气添才气聚人气

不不忘忘初初心心 牢牢记记使使命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