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

年

5

月

21

日凌晨， 鹊桥号

中继星发射升空， 我国计划实施的人

类首次月球背面软着陆探测迈出关键

一步。

“我相信，下一个甲子，中国航天

的触角能够伸向更远， 只要我们坚持

更科学、务实、协调的发展。”运载火箭

与卫星技术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孙

家栋说。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中国创

新“顶天”。

从一曲星梦“东方红”，到嫦娥探

月“鹊桥会”，在探索太空的星辰大海

征途中从无到有，一往无前。

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移动通信、

量子通讯、北斗导航……太空之路，前

景广阔。

来自科技部的数据显示，

2017

年

全国研究与试验发展 （

R&D

）支出预

计将达到

1.76

万亿元， 比

2012

年增

长

70.9%

； 全社会

R&D

支出占

GDP

比重为

2.15%

，超过欧盟

15

国

2.1%

的

平均水平，国家创新能力排名从

2012

年第

20

位升至第

17

位。

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

开放以来不懈努力，尤其是近

5

年，我

国科技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伟大成

就，科技整体能力持续提升，一些重要

领域方向跻身世界先进行列， 某些前

沿方向开始进入并行、领跑阶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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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向国家战略需求， 中国创

新 “立地”。

C919

大飞机飞上蓝天、 国产航

母下水试航 、 歼

20

运

20

正式列装

……

“不盲目跟跑， 不人云亦云， 中

国式自主创新让我们更加坚定自信。”

歼

20

总设计师、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

伟说。

2018

年

2

月

7

日 ， 中国第

5

个

南极科学考察站在罗斯海恩克斯堡岛

选址奠基， 让五星红旗再一次在南极

飘扬， 填补了中国在南极太平洋扇区

科考建站的空白。

中国科协主席万钢认为， “历史

性飞跃 ” 彰显的是中国发展的新理

念， 把发展动力及时切换到创新引擎

上来， 实现体制创新、 科技创新、 工

程创新的 “多轮驱动”。

———面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 中国创新 “惠民”。

快速查明

300

种突发传染病原，

初步建立传染病应急防控技术体系； 肺

癌、 白血病等领域打破国外专利药物垄

断， 国产小分子靶向抗癌药上市促使国

外专利药物在中国降价超过

50%

……科

技创新与社会发展加速融合， 织就保障

亿万群众生活的幸福网。

复兴号飞驰、 港珠澳大桥贯通……

一个个重大工程技术成果， 将我国从有

世界影响的大国向强国稳步推进， 让更

多老百姓享受到科技创新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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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

贡献率不断提升， 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

不断涌现。 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 高于

同期世界平均增长水平， 中国仍是世界

经济增长的动力之源、 稳定之锚。

从 实 施 创 新 驱 动 发 展 的 国 家 战

略 ， 到 促 进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的 “三 部

曲 ” ， 再 到 构 建 国 家 技 术 转 移 体 系 ，

创 新 不 断 融 入 经 济 社 会 发 展 全 局 ，

全 面 深 化 科 技 改 革 蹄 疾 步 稳 ， 改 革

释 放 出 的 新 动 能 和 新 活 力 不 断 迸 发

涌流 。

“顶天”“立地”“惠民”：

中国科技站在历史性飞跃新起点

这是港珠澳大桥上的“中国结” 造型桥塔（2017 年 6 月 6 日摄）。 ■新华社发

当前， 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 ， 但

“大而不强、 大而不优” 的问题仍然存在。

近代史上， 中华民族落后挨打的一个重要

原因就是科技落后。 没有一招鲜、 几招鲜， 没

有参与或主导新赛场建设的能力， 就会缺少机

会。

如果我们不识变、 不应变、 不求变， 就可

能陷入战略被动， 错失发展机遇， 甚至错过整

整一个时代。

如今， 站在新起点，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

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

的目标， 实现 “中国梦” 离不开 “科技梦” 的

助推；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 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

更需要加快科技创新， 掌握竞争先机。

“中国的 ‘科技梦’ 已经是好多代科技工

作者的梦了。”

40

年前， 彼时还正值壮年的战

略科学家、 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

院士参加了那场激动人心的全国科学大会， 回

忆起当时的场景， 如今已年过八旬的他眼中仍

会泛起激动的泪光。

“虽有智慧， 不如乘势。” 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院士认为， 中国如果不走创新驱动发展

道路， 新旧动能不能顺利转换， 就不能真正强

大起来。

———高质量发展呼唤“高精尖技术 ” ， 中

国必须把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

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国杰认为 ， 面向未来 ，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 最重要的就是坚定不

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 加快创新型

国家建设步伐。

———增强创新源头供给 ， 夯实国家核心

竞争力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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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华大学

副校长薛其坤院士认为， 必须让创新人才坐

得住冷板凳、 耐得住寂寞， 在基础研究、 原

始创新上不断突破， 夯实国家核心竞争力的

基石。

———解好创新驱动 “发展方程”， 紧握科

技改革 “点火器”。 王志刚指出， 要始终坚持

科技创新和体制机制 “双轮驱动”， 把政府引

导和市场机制有机结合， 探索出一条改革驱

动创新、 创新驱动发展的中国特色自主创新

道路。

“革命前辈抛头颅、 洒热血才奠定了国家

的今天， 现在的科技工作者们更要把自己的

聪明、 智慧和精力都投入到中国的基础研究、

核心技术和前沿技术研究中， 不记名、 不为

利， 真正为国家振兴做贡献。” 徐匡迪说。

“道不可坐论， 事不能空谈。” 吹响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新号角， 站在新起点， 研究提

出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立项建议、 审议通

过国家实验室组建方案……一系列引领国家

科技创新的重磅规划和方案密集出台， 清晰

定位科技创新供给新坐标。

“发展是第一要务， 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

新是第一动力。” 新时代， 乘着改革与创新的

浩荡东风， 汇聚各方力量， 我们一定能跑出

中国创新的 “加速度 ”， 奋力拼搏 、 自强不

息， 推动我国日新月异向前发展， 实现民族

复兴的 “中国梦”。

（新华社北京 5 月 27 日电）

助推“中国梦”：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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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科技梦”助推“中国梦”

———中国科技创新实现历史性跨越

�5 月， 即将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 将人们的目光聚焦“中国创新”。

40 年前， 全国科学大会一声春雷， 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 的重要论断； 2 年前，

“科技三会” 的召开吹响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的号角……总有一些时刻， 值得被永远铭记。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 13 亿多中国人民接续奋斗， 开启新征程， 以

“科技梦” 助推“中国梦”， 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

“千里马”竞相奔腾：

激发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性活

动， 一切科技创新活动都是人做出来

的。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培育科技

人才，是培育中国创新的“力量源泉”。

中国拥有

8100

万科技工作者 ，

1.7

亿多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

能的人才。“十二五”期间，科技人才队

伍迅速壮大，

R＆D

人员总量

535

万，

回国人才超过

110

万，是前

30

年回国

人数的

3

倍。

“人才是创新发展的第一资源。 ”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 要创造良好

的条件， 让聪明才智和创造潜力竞相

迸发。要加强激励，提高广大科技人员

的获得感， 下大力气引进国家急需的

高精尖缺人才， 加大对青年科技人才

的支持力度。

———“科学家精神” 进一步弘扬，

在祖国大地上撰写科技论文。

从钱学森、邓稼先、罗健夫、蒋筑

英，到黄大年、钟扬……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时

空中， 闪耀着一代代科学家奋力前行

的夺目光芒。每一件大国重器、每一项

重大的创新突破背后， 都离不开科技

工作者的默默奉献。

从青藏高原生态恢复到新疆地区

棉花生产，在人迹罕至的高原，在棉花

种植的田间， 科研工作者用坚守和创

新， 铸就了属于人民和土地的科技创

新成果。 这些硕果， 不由白纸黑字写

就，而是借用信仰铸就的如椽巨笔，撰

写在祖国大地上，撰写给全体人民。

———“千里马”竞相奔腾，科技人

才激发创新活力。

科技人才培育和成长有其规律，要

大兴识才爱才敬才用才之风， 为科技人

才发展提供良好环境， 在创新实践中发

现人才、在创新活动中培育人才、在创新

事业中凝聚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让

更多“千里马”竞相奔腾。

近年来， 在诸多院士专家的共同建

议下，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全面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明确到本世纪中

叶， 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 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

研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

党的十八大以来， 围绕科学家如何

既有“面子”更有“里子”等一系列问题，

坚持用简政放权的“减法”换取创新创业

的“加法”，最大限度地激发了科技人员

创新创造的热情，激活了万众创新的“一

池春水”。

中国标准动车组“复兴号” G123次列车从北京南站首发（2017 年 6 月 26 日摄）。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