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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击大洋 34航次科考⑨

■全面深化改革一年来

新华社北京1月14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

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公报（2015年 1月 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

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 2015 年 1 月 12 日

至 14 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中央纪委

委员 125人，列席 365人。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全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李

克强、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王岐山、张高

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会议。

这次全会的主要任务是：高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

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学习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回顾

总结 2014 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研究部署 2015 年任务。全会由中央纪律检

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审议通过了王岐

山同志代表中央纪委常委会所作的《依法治

国依规治党，坚定不移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

反腐败斗争》的工作报告。

全会认真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

讲话。一致认为，讲话站在党和国家全局

高度，全面总结一年来党风廉政建设和反

腐败斗争取得的新成效。2014 年，党中央

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深沉的使命忧患感、

顽强的意志品质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

败斗争，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严肃

查处腐败分子，着力营造不敢腐、不能腐、

不想腐的政治氛围。讲话深刻分析反腐败

斗争依然严峻复杂的形势，明确提出当前

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总体要求和主要任务，

强调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永远在路

上，要坚守阵地、巩固成果、深化拓展，打赢

这场攻坚战、持久战。 （下转第四版）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闭幕

“ 我 们 对 质 量 管 理 一 直 实 行 高 压 态 势 ，我 可 以

很有把握地说，南水北调工程质量始终可控并持续

向 好 ，东 中 线 一 期 工 程 质 量 总 体 优 良。”1 月 14 日 ，

国 务 院 南 水 北 调 办 主 任 鄂 竟 平 在 召 开 的 新 闻 通 气

会上作出如上表示。

南水北调中线通水后，如何通过闸门控制保障

运 行 安 全 ？ 怎 样 防 止 冰 期 输 水 产 生 的 不 利 影 响 ？

地 下 水 超 采 情 况 是 否 会 得 到 缓 解 ？ 针 对 社 会 热 点

问题，国务院南水北调办相关负责人一一回应。

中线工程输水过程中的污染风险是可控的，那

么如何应对恐怖等突发事件，保障渠道安全？鄂竟

平介绍，工程沿线都有电子眼监控，如有人进入渠

道，会及时发现。工程重要区域设有铁丝网、电子

围栏，如发生突发情况，会及时报警。这些重点区

域占整个区域的一半以上。

南水北调中线基本靠自流，主要靠闸门实现精

确 控 制 水 位 。 为 控 制 实 际 运 行 期 间 渠 道 内 水 深 变

化幅度，以降低渠道运行的安全风险及提高其耐久

性，沿线布置了 60 多道节制闸。在渠道输送小流量

时，通过调整闸门开度来控制渠道水位。在总干渠

工程所有节制闸临近区域布置有渠道水位、过闸流

量的监控设施，实际工程运行时，可结合监控数据

自动调整闸门开度，使闸前水位控制在目标水位下

运行。

“ 我 们 通 过 多 年 开 发 了 一 套 自 动 系 统 ，如 果 哪

个闸门出现什么问题，系统就会启动，并在数分钟

内精准算出调度方案。经过几次演练，非常成功。”

鄂 竟 平 说 ，每 个 闸 门 有 4 人 现 场 值 守 ，由 位 于 北 京

的南水北调中线总调中心统一控制指挥。

（下转第三版）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回应社会热点问题
工程质量始终可控并持续向好

本报记者 陈 磊

非粮生物质能源技术攻关进展显著，甘蔗糖蜜乙

醇发酵节能减排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成功铸造世

界上直径最大的 2219 合金铸锭，满足航空航天铝合金

H 含量要求……2014 年，广西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敲响铿锵鼓点，唱响时代强音。

围绕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广西将科技创

新和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以改革释放创新活力，以

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加快把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引

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广阔田地”，展现出一幅波澜壮阔

的科技改革发展画面。

谋改革：打通科技和经济转
移转化通道

科技改革如火如荼、科技创新热潮涌动、创新成果

竞相涌现……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曲曲恢弘的“创新驱

动发展乐章”奏响新篇。

作为后发展欠发达和科技资源缺乏的地区，如何

点燃创新发展新引擎？这成为广西科技部门不能回避

的一场“大考”。

一方面，广西经济发展转型提质，中国—东盟合作

进入新的“钻石十年”，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开发建

设，珠江—西江经济带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为广西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发展空间。

一方面，广西自主创新能力还不够强，与支撑广西

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比，还存在相当差距。根据科

技部《2013 全国及各地区科技进步统计监测结果》，广

西科技进步水平指数在全国相对靠后。

发展怎样破题？创新从何切入？“改革是点燃创新

发展新引擎必不可少的点火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是促进广西‘双核驱动’战略深入

实施和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广西科技厅党

组书记黄丹说。

一场前所未有的科技体制改革大调研全面展开。

（下转第三版）

点 燃 创 新 发 展 新 引 擎
——2014年广西科技改革发展亮点述评

本报记者 江东洲 刘 昊

科技日报北京 1 月 14 日电
（记者刘垠）近 40个部门管理的近

百个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基

金等），经过 3年改革过渡期后，将

全面优化整合为五类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运行，并纳入公开

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记者 14 日从科技部获悉，由

科技部和财政部共同起草的《关

于深化中央财政科技计划（专项、

基金等）管理改革的方案》（简称

《方案》），日前经党中央、国务院

批准后发布实施。

《方案》明确提出，新的科技

计划（专项、基金等）体系将分散

在各部门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

优化整合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技术创新引导专项（基

金）、基地和人才专项五个大类。

设立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是

《方案》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在

整合科技部管理的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973 计划）、国家高

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 计划）、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国际科技合作

与交流专项，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管理的产业技术研究与

开发资金，有关部门管理的公益

性行业科研专项等基础上，形成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新设的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将瞄准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各主要领域的重大、

核心、关键科技问题，以重点专项

的方式，从基础前沿、重大共性关

键技术到应用示范进行全链条设

计，一体化组织实施，使其中的基

础前沿研发活动具有更明确的需

求导向和产业化方向，加速基础前沿最新成果对

创新下游的渗透和引领。

据悉，2017 年将建成公开统一的国家科技管

理平台，通过建立由科技部门牵头，财政、发改等

相关部门参加的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管理联

席会议，共同制定议事规则，负责审议科技发展战

略规划、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的布局与设置、

战略咨询与综合评审委员会的设立、专业机构的

遴选择优等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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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四时区 14日清晨 5点半（北京时间上午 9点半），

太阳已从东边的海面慢慢升起，照亮了印度洋上“大洋

一号”的甲板。值夜班的大洋 34 航次科考第二航段第

四作业组正按计划回收深海拖体，险情突然出现。

在后甲板绞车操作室监测A型架和滑轮的同济大学

硕士生罗安发现滑轮向右舷偏移，便通知驾驶台。“拖体作

业的终点是3100多米，从5点开始回收一直正常，但缆绳

回收到还剩630米的时候，滑轮出现偏移。一般这种情况

通过驾驶台调整船向或速度就可以解决。”罗安告诉记者。

但此时在位于船底四层的深拖实验室，跟班装备助

理和作业组长在监测屏幕上发现了更严重的问题。牵

引绞车的一截缆绳跳槽，卡在了绞车排缆器轨道与左侧

的挡板间，整个缆绳不得动弹。挂满科学仪器的深拖设

备就这样被悬在距海面630米的海水中，无法回收。

6点钟记者赶到缆绳车间，这里早已是一派忙碌景

象。来自国家海洋局北海海洋技术保障中心的装备助

理孙元宏、实验室主任张建华、实验员王福庆和第四作

业组的成员们都聚在这里，正想各种办法、试验各种工

具希望将缆绳取出。

被卡的钢缆已能看到有钢丝断裂，“钢缆有两层，

如果断裂严重几百斤重的拖体可能会掉入海底，再无

法回收。”张建华告诉记者。此时已是大汗淋漓的他们

压力可想而知。

这已是第二航段进行的第七次综合热液异常监测。

每次作业，都靠绞车操作缆绳将携带着各种科学仪器的

拖体下放至2000—4000米的深海中，通过船慢速行驶拖

曳拖体在作业区海底一条线一条线地探测。正在回收的

拖体已在水中探测了14个小时。 （下转第三版）

缆 绳 遇 险 记
本报记者 刘 莉

科技日报讯 （记者房琳琳）美国杜克大学研究

人员第一次在实验室制作出能收缩并对外界刺激产

生反应的人类骨骼肌，就像自然人体组织对外界电

脉冲、生化信号和药品等刺激做出的反应一样。

这种实验室生长的组织，不久将可供研究人员

在人体之外的人类基础肌肉上测试新型药物和研究

疾病。该项研究由杜克大学生物制药工程系副教授

尼纳德·伯塞克和伯塞克实验室博士后研究人员劳

伦·麦顿共同领导。相关成果发布在 1月 14日（北京

时间）出版的开源杂志《eLife》上。

“这项工作的美妙之处在于，能在不伤害患者健

康前提下，安全地测试药物有效性，还能为罕见和肌

肉活检困难的疾病再现基础性生化信号。”伯塞克说。

伯塞克和麦顿从一小块人体细胞标本开始，虽

然已经超越了干细胞阶段，但并没有成为肌肉组织，

接着把这种“肌前体”放大 1000 倍，然后将之置于一

个三维立体的、充满营养凝胶的脚手支撑架中，这样

能让肌肉纤维对其进而产生功能。

“我们用动物细胞在实验室制造人工肌肉的经

验已经很丰富了，但是，我们还是用了一年的时间，

为制造人类肌肉调整相关细胞、凝胶密度，以及优化

培养环境和介质。”麦顿说。

麦顿让这种新型肌肉接受一连串的测试。她发

现，在电刺激下肌肉收缩强烈，这意味着在实验室诞

生了第一块人类肌肉。她还证明了能让神经肌肉刺

激到肌肉的信号通路很完整地起作用。

为了观察这种肌肉能否被用作医疗实验的替代

品，伯塞克和麦顿研究了其对多种药物的反应，包括

药物用来降低胆固醇等的他汀类药物等。药物效果

与在人类患者身上的效果相匹配。

“我们的目的之一，就是用这种方法为患者提供

个性化的药物。”伯塞克说，“我们可以从每个病人身

上采样进行活检，为每个病人培养新型肌肉，以观察

哪种药物更能起到更好的作用。”

这个目标实现起来不会太遥远了。伯塞克已经

与临床医生开展了相关研究，其团队正在尝试用多

功能诱导干细胞而非活检细胞来培养和生长人类的

收缩肌肉。

DNA 全 息 影 像 技 术 一 直 被 认 为 是 医 学 的 未

来，但少有应用案例。第一块人造肌肉的出现，

相当于在体外新建了一个镜像，它的应用远不止

试 药 这 么 简 单 。

未来，当第一块肌

肉 组 织 出 现 的 时

候，人体的修复和

功 能 再 生 将 成 为

现实。

第一块人类肌肉在实验室诞生

1954年 10月，一块在广西富钟县采集到的石头，让

人为之触动。

原二机部部长刘杰时任地质部副部长，他带着这

块石头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拉着他的手说：“我们也

要发展原子能，这是决定命运的啊。”

这块石头是新中国发现的第一块铀矿石，被称为

中国核工业的“开业之石”，如今存放在核工业北京地

质研究院。它被发现后三个月，中国确定了建立和发

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

60年来，中国核工业从“两弹一艇”到核电建设，从

国防军事战略到服务经济社会，从独立攻关探索到广

泛开展国际合作，走出了一条辉煌璀璨的发展道路。

“两弹一艇”铸就共和国之盾

1945年，美国向日本广岛投放原子弹，让世人见识

到这一武器的惊人威力。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频频向

中国发出了核威胁。

“中国被迫参与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美国几个政客

都宣称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国防科工局二司司长、

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刘永德说。

1951 年，我国放射化学奠基人杨承宗获得巴黎大

学博士学位后返回祖国，带回了他的导师、著名核物理

学家伊莱娜·约里奥-居里给毛泽东的口信：“要保卫世

界和平，要反对原子弹，你们必须拥有自己的原子弹。”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

大会议，在听取了李四光、刘杰、钱三强关于铀矿资源

和原子能科学研究基本情况的汇报后，作出发展中国

原子能工业的战略决策。中国迈出了成为新兴核大国

的第一步。

接下来几年间，各项工作迅速开展，当时的苏联也

与我国签订了几项援助协定。然而国际形势风云突变，

上世纪 50年代末，苏联政府撕毁了所有协定，撤走了专

家，企图把我国核工业扼杀在摇篮里。党中央作出决策：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以身许国！”这是核物理学家王淦昌向刘杰、钱三

强作出的承诺。此后 16年，国际物理学界再不见“王淦

昌”这个名字，中国核武器研究队伍中多了一位名叫

“王京”的带头人。除了他，还有于敏、朱光亚、吴自良、

陈能宽、周光召、程开甲、彭桓武、邓稼先、郭永怀等一

大批在海外学有成就、甚至建立了学术声誉的科学家

回到祖国，与国内研究人员一起投身于核工业，成为中

国核科学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推动我国核工业建

设和发展走上了完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道路。

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成

功。仅两年零八个月后，又成功完成首颗氢弹空爆试验，

在世界核武器国家发展竞争中创造了“中国速度”。1971

年9月，我国第一艘核潜艇成功下水。（下转第三版）

撑 起 中 华 脊 梁
—写在中国核工业创建60周年之际

本报记者 付毅飞

近日，在韩国举办的2015年国际可再生资源技术设计大赛上，由南昌航空大学学生自主研发的全太阳能无人飞行器夺得特等奖。该飞行器采用学生自行设计的三棱锥悬挑
桁架结构，使用超轻碳纤维复合材料制作，自重较轻。光线充足时可完全以太阳能为动力实现不间断飞行。图为1月14日研发团队试飞飞行器。 新华社记者 陈子夏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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