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12月 11日电 中共中央党

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谈“一带一

路”》一书，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即日起

在全国发行。

这部专题文集以 2013 年 9 月 7 日习近平

同志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

的一部分《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为

开卷篇，以 2018 年 7 月 10 日习近平同志在中

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讲

话的一部分《加强战略和行动对接，携手推

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收卷篇，收入习近平

同 志 论 述“ 一 带 一 路 ”建 设 的 重 要 文 稿 42

篇，约 13 万字。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统筹国内

国际两个大局，深刻观察和思考世界形势，

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发展规律，首倡“一带一

路”，得到国际社会特别是沿线国家积极响

应。作为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共建

“一带一路”正在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开放合

作、改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促进全球共同

发展繁荣、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

方案。习近平同志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指

导原则、丰富内涵、目标路径等进行深刻阐

述，为推动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行稳

致远，造福沿线国家人民，推动构建人类命

运共同体，指明了正确方向，勾画了宏伟蓝

图，提供了重要遵循。

《习近平谈“一带一路”》出版发行

扫一扫，还原
更多真实瞬间

改革开放改革开放4040年年

那些不为人知的瞬间那些不为人知的瞬间

本版责编：

胡兆珀 彭 东

本报微博：

新浪@科技日报

电话：010 58884051

传真：010 58884050
扫一扫

关注科技日报

www.stdaily.com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总第11341期

2018年12月12日

今日8版

星 期 三

12 月 8 日 2 时 23 分，嫦娥四号探测器搭

乘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开始了奔月之旅。

她肩负着沉甸甸的使命：首次实现人类探测

器月球背面软着陆。

请注意这里的关键词——月球背面。

曾经无数次举头望明月的你，是否留

意过，我们始终只能看到月亮有玉兔和月

桂树的那一面？没错，千百年来月球始终

只 有 一 面 对 着 地 球 ，另 一 面 始 终 背 对 地

球。

问题来了，是谁把月球变成了双面伊

人？

同步自转只是表面原因

用一句话解释这个现象，也很容易：月球

绕地球公转一圈和月球自转一圈的时间，都

是 28天左右。

想象一下，绕大树画个大圆圈，在大圆圈

上均匀标出 360 个刻度。始终面对这棵大树

走一圈，用 360 步走完。在大圆圈上每走 1

步，身体就倾斜 1度。走完时身体也同时完成

360度旋转，回到原位。

也就是说，当你用同样的时间完成自转

和公转时，你始终会一面对着大树。月球始

终一面对着地球的现象也是如此。在天文学

中，这叫同步自转。

然而，这只是表面原因。

“月球形成早期，自转速度比现在快多

了。只有几个小时，而不是现在的 28 天左

右。”南京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周礼

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对地球而言，月球也曾

是“多面伊人”。是数亿年来，月球自转速度

不断变慢，慢到自转和公转周期几乎一样，才

导致它始终一面对着地球。

所以，根本原因在于，是谁给月球自转踩

了刹车？

潮汐力难辞其咎

要解释月球自转变慢，潮汐力是最容易

想到的因素。

地球和月球相互绕转，且相互具有万

有引力，彼此都会给对方施加潮汐力。地

球上的潮汐现象，就与月球对地球的引力

有关。

住在海边的人，会发现海水一天有两次

涨潮和落潮。一次是月亮在地球背面时，另

一次是月亮在头顶时。

周礼勇解释说，这是因为地球正对月亮

的那面，受到的月球引力更强；背对月亮的

那面，受到的月球引力较弱。引力的方向都

朝着月球。而地球在绕月球转时，无论哪个

点的离心力都一样。离心力的方向与月球

施加于地球的引力方向相反。

（下转第四版）

嫦娥四号奔月进行时，专家详解——

月球，为啥有个“背面”？

科技日报北京12月11日电（记者刘垠）
“致敬改革开放40周年·电影《黄大年》全国首映

式”在京举行，影片将于12月12日在全国公映。

黄大年是著名地球物理学家，生前担任吉

林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生

导师。2009年，他毅然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到

祖国，刻苦钻研、勇于创新，带领团队在航空地

球物理领域取得一系列成就，填补了多项国内

技术空白。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因病逝世，

年仅 58岁。习近平总书记对黄大年同志先进

事迹作出重要指示，中共中央追授他为“全国

优秀共产党员”，中宣部追授他为“时代楷模”，

并荣获“感动中国”2017年度人物。

为了创作好影片，长影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组织了阵容强大的台前幕后创作班底。主创

团队走访了黄大年生前的领导、同事、亲友130

余人，掌握了大量细致、生动的第一手材料。

剧本创作期间，召开多次研讨会，广泛征求各

方面意见。全体主创人员形成了“以英雄为榜

样、以创作主旋律精品为追求，真正展现出新

时代科学家的风采”的共识，为拍好每一场戏、

每一个镜头，尽心竭力、一丝不苟。

电影《黄大年》通过对著名战略科学家黄

大年不忘初心、至诚报国的感人事迹的描写，

讴歌了改革开放给我国科技事业带来的巨大

变化，塑造了新一代科技工作者的英雄形象，

展现了以黄大年为代表的科技工作者赤诚的

爱国情怀和忘我的奋斗精神。

据悉，影片已被国家电影局列为庆祝改

革开放 40周年重点影片，是长影、吉林省电影

界、中国电影界向改革开放 40 周年伟大成就

致敬与献礼的重点作品。

弘扬科学精神 电影《黄大年》在京首映

科技基础条件资源是支撑科技进步和

创新的重要物质基础，其规模、质量和利用

效率直接关系国家科技创新实力和竞争

力。作为科技创新活动的“生产工具”和国

家创新发展的战略资源，科技资源及其开

放共享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科技基础条件

建设发展大致走过了 3个阶段。改革开放

到上世纪末，科技基础条件建设得到了恢

复和发展。从本世纪初到党的十八大之

前，科技基础条件建设与资源共享进入快

速推进期。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基础条

件资源管理和共享迈入改革攻坚和创新发

展的历史新阶段。

一路走来，我国在科技资源建设共享

上取得的进展有目共睹。一方面，科技基

础条件建设持续加强，科技创新物质基础

不断夯实。同时，随着政策制度不断完善，

管理机制逐步优化，科技资源的规模质量、

共享水平和服务效益有较大提升。我国已

经成为世界科技资源的大国。

但与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支撑高质量发

展的目标相比，我国科技资源在规模质量特

别是管理水平和共享程度上还有一定的差

距。主要表现为：科技资源的总体质量和利

用水平还有待提升，开放共享机制还不健

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的评价考核和激励机

制尚不完善，市场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

走进新时代，我们要更加注重提升科

技资源的质量和使用效率，建立国家、部门

和地方统筹协调的全链条科技资源管理服

务体系，强化科技资源对国家发展战略、重

大科学研究、创新创业的支撑保障，进一步

提升全社会科技资源的共享程度与利用水

平，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建设奠

定坚实基础。

强化统筹布局，做好新时期科技平台

的顶层设计和优化调整。深入研究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进

高质量发展等的新需求，明确新时代科技

基础条件平台的内涵、定位、布局重点和实

施举措，加强与基地建设、科技计划等工作

统筹，充分发挥平台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中的支撑作用。

聚焦核心重点，深化国发 70 号文、科

学数据管理办法等重大政策的贯彻落实。

跟踪研究重大科研设施管理共享机制，推

进科研设施国际合作，进一步发挥设施在

重大原创成果突破中的作用。增强国家网

络管理平台的服务功能，聚集培育一批科

研仪器共享服务的专业化机构，全面提升

面向科学研究和创新创业的服务能力。

深化改革创新，完善科技资源共享的

政策环境。研究建立与各类型科技资源特

点相适应的开放共享考核评价机制，推动

评价结果在科研基地运行费、高校院所科

研事业费等安排中的应用。推动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法和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分

配政策等在资源共享中的贯彻落实，充分

调动资源共享一线人员的积极性。

加强上下联动，形成统筹协调的资源

共享工作新格局。引导长江经济带、京津

冀等重点区域，加强区域内科技资源共享

工作交流，形成以点带面、以强带弱、协同

发展的良好格局。吸引企业以及社会资本

参与平台建设和资源共享，建立多元化投

入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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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举行的民营企业座谈会，提振了社

会各界对于民营经济持续发展的信心。为更

好营造发展环境，各相关部门积极行动，为民

营企业发展献“策”。如，国税总局最近就制

定 26条落地措施，帮助民营企业减负。

全国各地助力民营企业发展的政策，在来的

路上，民企热情高涨，与此同时，诸多民企期盼，

各相关政策能加速顺畅落地，能沐更多“春风”。

企业：期待更“定心”的政策

“政策的‘饼’就‘挂’在那儿，但常常‘够不

着’。”一位不愿具名的企业主有点“小惆怅”。

政策落地过程中的“夹带”，也是“家常便饭”。

湖南某园区企业告诉科技日报记者，市里

按省层面政策，出台了一则贴息政策，但却带着

“机关”：贷款合同与相关利息须在同一个有效

所属期内。而通常，贷款合同签署到拨款，总有

几个月“弛豫时间”，很难与利息“同步”，这就造

成了原有政策享受上的“折扣”。而有些园区给

出的部分配套政策，也常有“夹带”，让好政策

“打折”，甚至让中小微企业“够不着”。

政策不在多，在于能让民企更能“定心”

的“透明”度。“不看营收、税收、发明专利等硬

指标，不需要企业‘讲故事’，只要企业踏实做

科技创新，按规定正常完成申报，就能切实享

受到政策。这就是企业需要的有‘透明度’的

政策。”湖南新航动力产业发展部总监方静，

向科技日报记者高度点赞投入 4 亿元启动的

《湖南省支持企业研发财政奖补办法》。

湖南长高思瑞总经理助理肖凤玲则表示，

自己获悉这将是一项年年都有的常态政策。

“政府给予反馈性补助，让我们更乐于加大投

入。毕竟只有不断研发投入，企业才能创新发

展。这样有持续性的好政策，像头‘好牛’，可

以拉动企业不停往前走。” （下转第四版）

支 持 民 企 发 展 的 政 策 如 何 落 地

近年来各地围绕民营企业发展，推出了

很多好的政策，有力推动了民营企业的发展。

但同时也存在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一边

是政策不断出台，另一边却是众多企业的无感，

认为政策不够多、不够实、不够“近”。一般而

言，要保证政策“含金量”，离不开几个方面的支

撑。政策在出台前，要充分听取、积极吸纳相关

意见，让政策能够想企业所想，帮企业所需。出

台后，还要进行较大范围、多种形式的宣讲，让

政策深入人心。尤为不可忽视的是，再好的政

策都是有局限性的，在政策执行过程中，面对新

情况、新问题，还要及时对政策进行修正完善，

使之能与时俱进，不断适应发展的趋势。

民营企业的发展永无止境，政策的制定也

永无止境。面对新的发展态势、新的问题，全

国各地在广泛调研基础上推出了许多好的政

策，离民营企业的需求越来越“近”，很大程度

上解决了民营企业发展的痛点，深受民营企业

的赞许。我们期待，这些好的政策能尽快在各

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让更多民营企业受益。

让政策离民企越来越“近”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12月 10日电 （记者

和苗）2018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化学奖、生理

学或医学奖以及经济学奖颁奖仪式 10日在瑞

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举行。

12 月 10 日是瑞典化学家和发明家诺贝

尔的逝世纪念日，每年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

都安排在这一天举行。依照惯例，主办方用

从诺贝尔去世的地方——意大利圣雷莫运

来的鲜花装饰颁奖台。获奖者们陆续上台

就座。

诺贝尔基金会主席卡尔-亨里克·赫尔丁

首先致辞说，科学是时代的语言，可在国家和

文化之间架起桥梁。“因此，研究的重要性不

仅限于新知识的产生，更是可以起到（科学）

普及的作用，为全人类互动提供共同基础。”

在评选委员会代表分别介绍获奖者成就

后，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向每位获

奖者颁发诺贝尔奖证书、奖章和奖金。今年

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为 900万瑞典克朗（约合

100 万美元）。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阿瑟·阿

什金因健康原因未能出席颁奖仪式，由其儿

子代为领奖。

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是美国科

学家阿瑟·阿什金、法国科学家热拉尔·穆鲁

以及加拿大科学家唐娜·斯特里克兰；化学

奖得主为美国科学家弗朗西丝·阿诺德和乔

治·史密斯以及英国科学家格雷戈里·温特；

生理学或医学奖被授予美国科学家詹姆斯·
艾利森和日本科学家本庶佑；经济学奖由美

国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获

得。瑞典文学院因卷入性丑闻等事件陷入

信任危机，5 月初已宣布推迟颁发今年的诺

贝尔文学奖。

包括瑞典王室主要成员、政界领导人及

各界人士在内的 1300余人出席了当天的颁奖

仪式。

2018年诺贝尔奖颁奖仪式在斯德哥尔摩举行

本报记者 刘园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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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跃梅

价值 400 万元的羽绒服、牛仔裤能派

上什么用场？20 多年前，它们换来了中国

的第一个“人造太阳”。

人类渴望在地球上模拟太阳内部的核

聚变，能够把其惊人的能量稳定地输送给

电站。托卡马克是人们实现“完美能源”的

希望，也被称为“人造太阳”。

20世纪 50年代开始，世界各国都在研

制托卡马克。90 年代初，苏联已经着手开

发第二代托卡马克，有意把第一代装置送

给其他国家，这对于“零起步”的中国而言

机会难得。时任中科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

所所长的霍裕平院士提议，用牛仔裤、羽绒

服和他们换！

于是，“我们用 400 万元的羽绒服、牛

仔裤、瓷器等生活物资换来一个当时价值

1800 万卢布的装置。”中国工程院院士李

建刚说。

经过 3 年半时间的拆解、改造，中国

科学家在这个新装置上实现了优于其他

国家的实验成绩。但要实现核聚变，必须

建造新一代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

2006 年 9 月，中国自主设计的世界首

个全超导非圆截面核聚变装置 EAST 建

成，与国际同类实验装置相比，它在当时获

得 4项世界“第一”，即使用资金最少、建设

速度最快、投入运行最早、运行后获得等离

子放电最快。

由美、法等国在 20世纪 80年代中期发

起的、旨在建立世界上第一个受控热核聚

变实验反应堆的 ITER 计划也正是在那时

才将中国吸纳为七方合作成员之一。

图为有“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
马克大科学装置EAST。

（文字整理：朱丽 图片来自网络）

羽绒服、牛仔裤换来了中国第一个“人造太阳”

近日，主题为“留声 40 年：那些改
变你我的故事”音乐主题影像展在北京
地铁 4号线宣武门站展出。乘客通过
扫描车站和列车内的二维码，便能借助
音乐的旋律回味40年发展历程。

图 为 乘 客 在 站 台 观 看 留 声 40
年展。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40年旋律

回荡地铁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