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穷 理 以 致 其 知 ，

反躬以践其实。”加强

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主战场，就应该

让创业创新者的贡献

有 回 报,权 益 有 保 护 。

有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创业创新者才更有干

劲，论文才能更好地写

在祖国的大地上。

在 日 前 召 开 的 全

国科技创新大会上，习

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

讲话，指出要加强知识

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

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

的分配政策，包括提高

科研人员成果转化收

益分享比例，探索对创

新 人 才 实 行 股 权 、期

权、分红等激励措施，

让他们各得其所。

改革开放 30 多年

来，我国经济总量位居

世界第二位，但经济发

展的不少领域大而不

强、大而不优。长期以

来，主要依靠资源、资

本、劳动力等要素投入

支撑经济增长和规模扩

张的方式,在新形势下已

不可持续，我国发展正

面临着动力转换、方式

转变、结构调整的繁重

任务。从“中国制造”向

“中国创造”转变，就应

该尊重创新创造的价

值，把人才驱动当成创

新驱动的实质来抓。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

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

就要让创业创新者贡献

有回报。“功以才成，业

由才广。”一切科技创新

活动都是人做出来的。

我国要建设世界科技强

国，关键是要建设一支

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

质优良的创新人才队

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

通道，实现创新链与产

业链有效对接，正是塑造我国竞争新优势的必经之

路。更好地发挥“一次分配”的作用，有利于让千千万

万的科研人员靠创业自立、凭创新出彩。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就要

让创业创新者权益有保护。这意味着要持续释放改

革这个“最大红利”。让经费为人的创造性活动服务，

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费服务，着力改革和

创新科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

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让机构、人才、装置、资金、项目活

跃起来。加快完善科技成果使用、处置、收益管理制

度。让创业创新者通过辛勤劳动和智慧富起来，使

他们的物质保障和精神追求实现双丰收。

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就要

让创业创新者社会有地位。用好科技资源这个最丰

富的“本钱”，就要构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生态体

系。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科学价值、技术价值、

经济价值、社会价值、文化价值，努力探索对创新人才

实行股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我国一系列改革

的目的就在于让创新者有其权、让创业者有其田，让

创业创新者更有获得感，有利于凝聚大众智慧，形成

协同发展的新格局。

把发展动力及时切换到创新引擎上来，一项项

改革举措，彰显出中国发展的“新路径”；用改革的减

法激发创新创造的乘法，实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

向的分配政策，展现出中国发展的“新算法”。让创业

创新者贡献有回报、权益有保护、社会有地位，这正是

“创新中国”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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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新华社北京6月12日电（记者华春雨）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李保国同志

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指出：“李保国同志35年如一日，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长期奋战在扶贫攻坚和

科技创新第一线，把毕生精力投入到山区生态建设和科技

富民事业之中，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彰显了共产党员的优秀

品格，事迹感人至深。李保国同志堪称新时期共产党人的

楷模，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太行山上的新愚公。广大党

员、干部和教育、科技工作者要学习李保国同志心系群众、

扎实苦干、奋发作为、无私奉献的高尚精神，自觉为人民服

务、为人民造福，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李保国生前是河北农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他

把太行山区生态治理和群众脱贫奔小康作为毕生追求，

每年深入基层200多天，让140万亩荒山披绿，带领10万

农民脱贫致富。常年高强度工作让李保国积劳成疾，今

年 4月 10日凌晨，58岁的他突发心脏病，经抢救无效去

世。李保国去世后被追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时代楷

模”“全国优秀教师”等荣誉称号。他的先进事迹被媒体

广泛报道，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

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 12日下午在人民大会

堂举行。报告会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

记刘云山亲切会见报告团成员，向李保国亲属表示慰问，

并颁发中央组织部追授李保国同志的“全国优秀共产党

员”证书。刘云山在会见时说，李保国同志的先进事迹体

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彰显了共产党

人的本色，是一面很好的镜子。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批示精神，自觉向李保国同志学习，

以先进典型为镜，筑牢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保持纯正质

朴的百姓情怀，弘扬扎实苦干的优良作风。要坚定信念、

不忘初心，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带着对群众的深厚

感情做工作，矢志不渝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奋斗。要坚

持求实务实，从一点一滴做起，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把业

绩写在大地上。要淡泊名利、严于律己，树立清正廉洁、

甘于奉献的良好形象。各级党组织要把李保国等先进典

型作为“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的鲜活教材，引导党员干部

对照学习，争做合格共产党员，更好发挥先锋模范作用。

要把学习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结合起

来，同推动科技创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实践结合起

来，更好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宣传部门和新闻

单位要深入宣传李保国同志的先进事迹和高尚精神，让

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和激励。

刘奇葆、赵乐际参加会见。

报告会由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和中共河

北省委联合主办。各主办单位负责同志、中央和国家机

关干部代表、北京市基层党员干部代表、首都高校师生代

表等参加报告会。会上宣读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批示，报

告团成员讲述了李保国同志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会

场多次响起热烈掌声。

习近平对李保国同志先进事迹作出重要批示强调

努力做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

科技日报北京6月 12日电 （记者李大庆）德国总

理默克尔年轻时获得过物理学博士学位。12 日下午，

在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一位女研究

生问她：您觉得做科学家和做总理哪个更有挑战性？

默克尔笑了笑说，这两者当然有很大区别。人们

对科学家的要求是经常要有新的见解，不能总是重

复。但从政则是要经常重复，直到老百姓都明白了。

坐在桌前冷静地思考、探讨科学问题，这是科学家经

常要做的。但我现在这样做的时候不多，而是经常要

去基层考察，了解民意。

这是默克尔第 9 次访华。12 日下午，她一下飞机

便从首都机场直接来到国科大，围绕中德在科学、法

律、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以及外交政策发表演讲，并回

答学生的提问。

中科院院长、国科大名誉校长白春礼在致欢迎辞

时说，中科院高度重视与德国的科研交流与合作。自

20 世纪 70 年代与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开展合

作以来，双方通过建立青年科学家研究小组、出台高

端科技人才引进计划、共建研究所和实验室等模式，

在诸多科研和教育领域开展了深入、持久的合作。中

科院还与弗朗恩霍夫学会、亥姆霍兹联合会、洪堡基

金会等德国主要科研机构以及一批德国大型跨国企

业建立了密切良好的合作关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教育部副部长郝平介绍，目前中德两国高校已

共同开展 1100 余个合作项目。截至去年底，在德中

国留学生总数为 35969 人，在华德国学生总数为 7536

人。目前全德共有 25 所高校开设汉学或中国及东亚

研究专业，304 所德国中小学开设汉语课程或设立汉

语学习班。中国共有 102 所高校开设德语专业，150

余所中小学开设德语课程。去年 10 月默克尔总理访

华期间，德国联邦教研部发布首个国别战略——《中

国战略》，将对华科教合作与对话提高到了前所未有

的高度。

德国总理默克尔在国科大演讲，中国学生提问——

科学家和总理，哪份工作更有挑战性？

据新华社里斯本6月11日电（记者章亚
东）为期3天的第13届欧洲腹腔镜与机器人大

会11日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闭幕。中国人民

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张旭教授在大会

首日所做的后腹腔入路机器人肾部分切除手

术演示，受到了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77岁高

龄的患者目前情况良好。这是张旭连续第七

次受邀参会进行手术演示，张旭也是本届大会

唯一一位受邀进行手术演示的亚洲专家。

因在后腹腔镜技术体系的创立和推广

中的杰出贡献，张旭 2010 年首次受邀参加

在意大利首都罗马举行的第 7 届欧洲泌尿

外科腹腔镜与机器人大会，成功演示腹膜后

腹腔镜下肾部分切除术。与 6 年前不同的

是，他在本届大会上演示的，是代表中国腹

腔镜与机器人领域最前沿的原创技术——

机器人后腹腔镜技术。

据介绍，这种技术安全、实用、易于普及，

具有创伤小、手术时间短且并发症少等特点，

彻底改变了泌尿外科疾病传统的开放手术治

疗模式。演示手术的成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

泌尿外科在这一技术领域中的国际影响力。

张旭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说：“以前

我们是作为学生向国外老师学习，如今可以

自豪地说，我们已经成为微创泌尿外科领域

的老师。西医起源于西方，你的手术做得再

好，如果只是模仿，没有原创技术，同样不会

得到尊敬和认可。我们的后腹腔镜技术得到

国际认可，归根结底在于我们的创新和领

先。创新才是中国梦得以实现的根本出路。”

欧 洲 腹 腔 镜 与 机 器 人 大 会 始 于 2004

年，致力于泌尿外科腹腔镜和机器人领域的

新技术和高难度手术的探索和挑战，是国际

微创泌尿外科学界的“精英俱乐部”。

中国原创技术亮相欧洲腹腔镜与机器人大会

“他影响了包括我在内的当时基础司的很多工作

人员。”科技部基础司原副司长彭以祺说。

这 个 让 彭 以 祺 等 基 础 司 工 作 人 员 念 念 不 忘 的

“他”，是科技部基础司原副司长邵立勤。可能你和我

一样，之前不大熟悉这个名字。但这样一个政府部门

不大不小的官员，却在同事和与他有交往的科技工作

者中“赫赫有名”，有着极好的口碑。

邵立勤锐意改革、敢为人先的魄力让很多人印象

深刻。虽然 973计划现在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在过去

十多年里，它在我国基础研究发展中有着不可替代的

作用。邵立勤是当初 973计划的推动者之一，参与制定

了很多管理规则。

“1997 年，国家提出要实施 973 计划，但具体怎么

搞，谁也不清楚。邵立勤当时是基础司的副司长，他带

领大家学习国外的基础研究重大项目管理经验，借鉴

国内 863 计划的经验和作法，使 973 计划慢慢成型。”彭

以祺说。

“973计划启动前最大的问题是定位，为此我们组织

了以周光召为组长的专家组进行研究，提出基础研究也

要有国家目标，在国家发展的战略需求与学科发展前沿

的交集中确立问题。在 973计划前期的规划布局、学科

方向选择等方面，老邵都功不可没。”科技部机关纪委书

记、基础司原项目处处长马宏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为保证新立项目的质量，973 计划率先实行了初

评、复评和综合评审的三轮评审；为立足国家需求，提

高项目层次，973计划率先实行专家顾问组和咨询组制

度，严格实行裁判员和运动员分开；为加强项目管理，

973 计划率先实现“2+3”的中期评估制度、责任专家制

度……“这些改革，很多都是邵立勤同志的智慧和心

血，受到科技界的充分肯定。”彭以祺说。

马宏建还记得，1994年，国家组织讨论实施若干大

科学装置前沿研究的可行性，邵立勤是坚定的推动者。

“当时科技界有不同声音，有人认为国家还没到上马大科

学装置的时候，但老邵很有战略眼光，积极推动这件事。”

说起邵立勤，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吴国雄院士

印象最深的是邵立勤对国家实验室的推动。“青岛有中

国海洋大学、中科院海洋研究所、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

研究所三家相关单位。上个世纪末，他经常带我们去

协调，让这三家联合起来，最终促成了青岛海洋科学与

技术国家实验室的成立。”吴国雄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邵立勤热爱学习、善于学习、对工作精益求精的品

质也让很多年轻人自叹不如。作为留学法国的物理学

博士，邵立勤熟练掌握法语、英语，参加国际学术会议

从来不用翻译。除物理学之外，他还在地学、信息科

学、生命科学等方面有扎实的基础。“他应该是当时基

础司来的最早，走得最晚的人。除了日常工作，其他时

间都用来学习了。”彭以祺说，“查阅最新的学术论文、

参加学术会议和项目评审是他学习的主要渠道。”

“有些领导参加会议象征性致辞后就走了，邵副司

长总是认真地从头听到尾。”科技部一位退休干部回忆。

持续学习让邵立勤成为基础司公认的业务能力强

人。1999 至 2001 年，每年“中国基础研究十大新闻”发

布会，他都担任解说，从每个基础研究成果到重大科学

理论的意义侃侃而谈，比专家解释得还通俗易懂；他主

动宣传基础研究重大计划；他利用业余时间补充纳米

技术、转基因技术、对地观测和导航技术等新知识，带

动基础司关注国内外科技发展的新趋势、跟上学科发

展的前沿。 （下转第三版）

一个科技管理工作者的情怀
本报记者 操秀英

近年来，河北冀州市第四实验小学将机器人教学引入课堂，每周定期安排相关课程，并配备专业教师进行指导，让学生在动手操作中学习机器人的基础知识，锻炼动
手能力，培养想象力和创造力。图为6月12日，冀州市第四实验小学学生在智趣实验室组装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 牟宇摄

科技日报哈尔滨 6 月 12 日电
（记者李丽云 实习生孙宝光）12 日

下午 14 时许，哈尔滨原本晴朗的天

空突然“变脸”，一时间阴云密布，

白昼如夜，暴雨夹杂着最大如鸡蛋

大小的冰雹倾盆而下，黑暗中闪电

时现，整个过程持续近一小时。暴

雨过后，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已至

小轿车的车窗位置，部分城区路边

积存的冰雹厚达 10 余厘米，有的路

面一时形成冰河，让人产生身处冰

天雪地的错觉。雨过天晴，冰雹镇

啤酒，冰雹堆雪人，哈尔滨市民奇

思妙想，在朋友圈争相上传“冰雹

杰作”。

科技日报记者连线黑龙江省气

象台副台长王承伟：“今天的冰雹

就是受冷涡天气影响下出现的强

对流天气的一种，这个季节这种冷

涡天气经常影响黑龙江，这次冰雹

并 不 算 极 端 天 气 ，只 能 算 剧 烈 天

气，只是因为出现在哈尔滨市区才

得到如此关注。”王台长提醒，受高

空冷涡系统影响，未来两天黑龙江

还将出现短时强降雨、雷暴大风、

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根据黑龙江省气象局提供的资

料显示，6 月 12 日午后，哈尔滨、齐

齐哈尔、大庆、绥化市个别地方出现

冰雹，最大直径 1—3厘米，哈尔滨市

区出现短时强降水。12 日 13 时—

16时哈尔滨短时强降水降水量最高

地区为群力乡，达 57.9毫米。

据悉，冰雹需要很多条件配合

才能出现，必备三个要素分别是水

汽条件、成结条件、上升运动。据

专家介绍，雹和雨、雪一样都是从

云里掉下来的，但只有发展特别旺

盛的积雨云才可能降冰雹。积雨

云和各种云一样都是由地面附近

空气上升凝结形成的，许许多多的

水蒸气在一起，凝聚成云，遇到冷

空气液化，以空气中的尘埃为凝结

核，形成雨滴，越来越大，多了云托

不住，就下雨了，要是遇到冷空气

而没有凝结核，水蒸气就凝结成冰

或雪，就是下雪了，如果温度急剧

下降，就会结成较大的冰团，也就

是冰雹。

冰雹会对农业造成影响，所以人

类很早就开始人工防雹，即采用人为

的办法对一个地区上空可能产生冰

雹的云层施加影响，阻止云中的冰雹胚胎形成雹粒，或者

使小冰粒在变成大的冰雹之前就降落到地面。通常，人

工防雹是用高炮或火箭将装有碘化银的弹头发射到冰雹

云的适当部位，以喷焰或爆炸的方式播撒碘化银，或用飞

机在云层下部播撒碘化银焰剂。据悉，哈尔滨、绥化、大

庆市部分市县采取了人工防雹作业。

关于如何应对冰雹对农业的损失，科技日报记者

电话连线采访了黑龙江省政府防灾减灾委员会专家

组成员、黑龙江省农科院总农艺师闫文义。据他介

绍，雹灾是一种自然现象，对农业生产是有害的，黑龙

江农业每年都会受不同程度的冰雹影响。就如何防

范以及应对雹灾，他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点预报预

防，因为低空雷达技术的成熟预报冰雹已经不是问

题，建议在易形成冰雹的特殊地形地区，建立专业的

人工防雹队伍进行有针对性的预防，以弥补现在很多

地方的人工防雹设施和队伍不健全问题；第二，建议

政府开展农业特殊保险，将雹灾损失降低到最低限

度，尤其种植蔬菜的地方，雹灾容易导致毁灭性的损

失；第三，冰雹过后，要根据不同作物的不同损害程度

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不要轻易毁种，建议农民在毁

种之前，找专家现场诊断后给出科学的应对措施。比

如大田作物如果还有生长点就不要毁种，也许未来还

会生长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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