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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为什么拍不出像《火星救援》那样

的大片？作为科学家，我们应该感到遗憾。

要增强文化自信，做好全民科普工作，我们科

学界是否也应主动担当，做些什么？”12日，全

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研究员武向平的一番话，让在座的委员们陷

入了深深的思考……短暂沉默过后，委员们

打开了话匣子，抢着发言，为科普教育和全民

科学素养提升支招。

“科学技术普及是科技创新的前提和基

础。没有全民科普水平的提升，也不会有真

正持久的科技创新。在推动科普工作中，我

们科技界的人应该有所作为。”全国政协委

员、中核集团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院长万

钢的话，让不少委员点头称是。

作为中国科协科学技术普及专门委员会

副主任，武向平委员对科普工作非常熟悉，也

非常着急，他接过万钢的话头，说：“科普工作

虽然取得了很大进步，可是科普读物，无论数

量还是质量，与发达国家有着数量级的差

距。在一些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上，科学家

更应该主动站出来讲话。要把科学语言转化

为老百姓听得懂的语言，实事求是讲真话。

如果连我们都不愿意、不敢讲话，真相缺失、

谣言扩散，就会引起公众的恐慌和困惑。”武

向平认为，今后还应组织建立全国范围的科

学家库，遇到重大的社会关注事件，就可以迅

速从库里找到最合适的科学家来发声。此

外，他还建议尽快修改完善科普法，增加惩罚

机制，让散布谣言的人受到应有的法律惩罚。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院士、国家纳米科

学中心副主任赵宇亮举手附议：“科普工作应

形成系统工程，分解指标逐一落实下去，要扎

实地、持续不断地坚持下去。”

话音未落，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所

所长丁奎岭说：“科普工作要跟上形势，与时

俱进。”他举了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自己的

例子，他们尝试把科普工作借助动漫形式进

行展示宣传，对小朋友们吸引力大增，新奇之

余，许多孩子也对化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信息传播的手段和方式都改变了，提升全民

科学素养，培养孩子们的科学兴趣，还要借助

新技术和新的传播手段，才能更好地发挥科

学引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成都理工大学地质灾害

防治与地质环境保护国家重点实验室常务副

主任许强说起科普教育，也有一肚子话。“从

事防灾减灾工作多年，越发感到科普工作的

重要性。”许强略显沉重地说，当年四川芦山

地震，重庆竟然有大学生最先跳楼。“这是我

们的悲哀，科普工作没有做好。要吸引小朋

友和年轻人来热爱科技，我们不能流于形式，

要重视体验性和参与性。我们科学家也要静

下心来，实实在在做些事情，从小处抓起，把

科普工作真正做好做实。”

许强的一番话，引起了全国政协委员、中

国载人航天工程空间应用系统总指挥高铭的

共鸣。她说：“科普教育一定要重视传承和体

验，我们每个搞科研的人，都要考虑如何促进

传播、如何影响大众。要让更专业的人来参

与科普，我们科学家要起到把关作用，科普工

作就会事半功倍。”

你一言，我一语，围绕着“科普”两字，委

员们的讨论越来越热烈，大家趁热打铁，达成

了共识：今后要以身作则，从我做起，挤出更

多时间和空闲，多给孩子和中小学生们做科

普讲座，在更多的祖国花朵心里埋下一颗科

技的种子。 （科技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科普这活儿，最该做的就是科学家

本报记者 孙玉松

两会聚焦

两会声音

“虽然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不能盲

目自信，尤其是在科技实力上。”在江苏团小

组讨论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直言。

除了为“中国大科学装置落后发达国家至

少10年”而焦虑，此次两会上，王贻芳还带来了

更多关于基础研究及中国科研管理的思考。

谈大型对撞机：2035
年左右再来看谁是正确的

谈及此前引起激烈争论的环形正负电子

对撞机项目，王贻芳说：“我们正按照国际合作

体系组织队伍推进这件事，现在处于关键技术

预研阶段，在做加速器的设计，总体目标是希

望通过最优化的技术方案得到最好的科学成

果，主要体现在产生更多的希格斯粒子，技术

细节还在不断调整中。”

“希望能在‘十四五’期间立项。”他说，大

科学装置从酝酿到建设大概需要 10 年，再到

发挥效益，至少需要 20 年。“要达成 2050 年的

基础科学研究发展目标，保证大科学装置持

续产出，国家必须从现在开始重视大科学装

置的计划布局。”

王贻芳坦言，面对不同声音，说没有压力

是假的，“你要在反对声中组织队伍，争取支

持”。但回到技术和科研方向上，王贻芳坚

信，“这件事是对的，你可以记下我这句话，

2035年左右再来看谁是正确的。”

他还透露，今年，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建设

将启动，预计“十四五”期间完成建设，建成后

将在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国民经济

等众多领域，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提供高端的

科技平台支撑。同时，“十四五”期间还将完成

散裂中子源升级、空间X射线天文台建设及空

间站大型空间辐射探测装置建设工作。

谈基础研究：要加大
投入 更要精准管理

和许多科研人员一样，王贻芳呼吁进一

步加大基础研究投入。

“我们基础研究投入占R&D的比例多年徘

徊在5%，美国的这个数字是15%，你再看下两国

的 GDP和 R&D的体量，就能算出来两国基础

研究投入至少差三四倍。”他说，希望基础研究

投入能增加到每年 2000亿元左右。《2017年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去年我国基

础研究经费为920亿元。

但他同时强调，增加投入后更重要的是要

科学规划，合理分配，同时，还要更加发挥科学

家在基础科学研究中的主导作用，有更多稳定

的支持，让科研经费能真正产生成果，“扶贫要

精准，科研管理也要精准。”

“国家各类文件一直在强调要给科研院所

和科研人员自主权，但其实我们还是没有自主

权。”王贻芳说，“当然，经费使用必须按照财务

制度来，自主权不是科研经费随便花，而是说

科研院所能自主选择方向，开展研究。”

“现在所有项目都要向科技管理部门申

请，都由大同行来评审，比如我们高能物理的

项目，经常由数学、物理、天文这些领域的专家

来审，里面真正懂高能物理的可能不到五分之

一甚至十分之一，我自己也经常被叫去评一些

我不懂的项目。”王贻芳说。

他认为，应将项目和经费交由小同行的科

学家来管理，“比如美国有个高能物理顾问委员

会，所有高能物理领域的经费由它来分配。”

虽然此前国家科技项目进行了系列整

合，但王贻芳认为仍没有从本质上解决问

题。“我们依然要四处申请项目，找钱，依然要

花很多时间精力来编项目书，编预算。”

（科技日报北京3月12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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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2日，出席十三届全国
人大一次会议的河北代表团召开
全体会议和小组会议，审议全国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代表们认
真审议、积极发言。

图为会议结束后，人大代表
庞永辉（中）同人大代表周文涛
（右）仍留在会场，讨论全国人大
常委会工作报告。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代表热议
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