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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波澜壮阔的石油大会战，到连续 27载年产原
油 5000万吨以上，再到新时期探索油田开发技术前
沿，这位 83岁的大庆“新铁人”，将一生的澎湃激情，
投入到为祖国源源不断“加油”的事业中。

王启民：用科技创造油田开发奇迹
（详细报道见今日4版）

科技日报讯 （记者寇勇）2019

世界 VR 产业大会 10 月 19 日至 21

日在江西省南昌市举行，此次大会

以“VR 让世界更精彩——VR+5G

开启感知新时代”为主题，在 VR/

AR 产品和应用展览会上，大批基

于“VR+5G”技术的应用成果为观

众带来了全新的体验。

图为直径126米的“VR之光”主
题造型亮相南昌赣江之滨。

刘占昆摄

VR让世界
更精彩

新华社北京10月 21日电 近日，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指

出，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年来，坚持人才下

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队伍不断壮大，成

为党的“三农”政策的宣传队、农业科技的传播

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村脱贫致富的

带头人，使广大农民有了更多获得感、幸福感。

习近平强调，创新是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支

撑。要坚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

才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

广大科技特派员要秉持初心，在科技助力脱贫攻

坚和乡村振兴中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年总结会议

21 日在北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的重要

指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

鹤出席会议并讲话。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指示是新时代深入推进科技特派员制

度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20 年来，科技特

派员制度坚持以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

点、以科技人才为主体、以科技成果为纽带，

在推动乡村振兴发展、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中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深入实施科技特派

员制度，要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

和脱贫攻坚，进一步完善制度体系和政策环

境，进一步发展壮大科技特派员队伍，把创新

的动能扩散到田间地头。

会议对 92 名科技特派员和 43 家组织实

施单位进行了通报表扬。浙江省、福建省南

平市、江西省井冈山市和科技特派员代表在

会上作交流发言。

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各省区市和计划单

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有关负责同志，部分

通报表扬的科技特派员和组织实施单位代表

等参加会议。

习近平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周年作出重要指示强调

坚持人才下沉科技下乡服务“三农”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刘垠）
目前，全国有数十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农

业农村生产一线，领办创办 1.15 万家企业或

合作社，平均每年转化示范 2.62 万项先进适

用技术，直接服务 6500万农民。

21 日，记者从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 20 周

年总结会议上获悉，经过 20年发展，科技特派

员制度的推行取得丰硕成果。

20年间，科技特派员队伍不断壮大，成为

党的“三农”政策重要的宣传队、现代农业科

学技术的传播者、科技创新创业的领头羊、乡

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不仅如此，广大科技特派员在特色种养、

农产品精深加工、乡村文旅等方面培育一大

批兴农富民的乡村产业，涌现出一大批“把论

文写在大地上”的优秀典型。

比如，时代楷模、全国优秀科技特派员李

保国几十年如一日扎根山区，用科技绿化荒

山，用产业为乡亲拔除“穷根”，探索了一条经

济社会生态效益同步提升的扶贫新路；菌草

技术发明人林占熺，30 多年来把该项技术拓

展到菌草生态治理、生物质能源等交叉学科

和领域，建立起一个新兴技术与产业体系，并

传播到 101个国家……

源于福建南平的科技特派员制度，是习

近平总书记在福建、浙江工作期间亲切关心

指导、总结提升的农村工作机制重大创新。

国家历来高度重视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

施。2002 年，科技部开展科技特派员试点工

作。2009年，科技部等八部门在全国启动科技

特派员农村科技创业行动。2012年起，科技特

派员工作先后6次写入中央1号文件。2016年，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入推行科技特派员

制度的若干意见》，对科技特派员工作做出制度

安排，科技特派员制度实施进入新阶段……

科技特派员工作从基层一线实践上升为

国家层面的制度安排，其强劲的生命力源于秉

持初衷、扎根基层，从需求中来、到需求中去。

20年来，科技特派员制度的实施，坚持以

服务“三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科技人才

为主体、以科技成果为纽带，坚持“高位嫁接、

重心下移”，推动各类要素综合集成，着力解

决农民生产经营中的科技难题，着力提升农

民运用适用技能脱贫增收的能力，积极动员

科研人员和各方面力量投身农业农村主战

场，探索了一条人才强、科技强促进农业强、

助力农民增收和脱贫攻坚的农业科技社会化

服务新路径。

科特派制度推行 20年成果丰硕
年均转化示范 2.62万项技术 直接服务 6500万农民

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服务“三

农”，打脱贫攻坚战，走乡村振兴路，做给农

民看，带着农民干，帮助农民赚，科技特派

员制度就是授之以渔的生动实践。

解决农民生产经营中的科技难题，提升

农民运用适用技能脱贫增收的能力，动员科

研人员和各方面力量投身农业农村主战场，

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行20年至今，全国已有数

十万名科技特派员活跃在农业农村生产一

线，真正把科技创新的动能注入田间地头。

20年来，科技特派员制度坚持人才下沉、科

技下乡、服务“三农”，探索了一条人才强、科

技强促进农业强、助力农民增收和脱贫攻坚

的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新路径。

科技特派员制度改善了农业农村一线

人才和科技短缺的局面。科技特派员制度

的实施紧盯乡村发展人才短板，通过政府

选派技术骨干、与农民结成利益共同体等

多种方式，强化了科研院所、高校和各类科

技服务机构与农业农村的连接，为有志于

在农村创新创业的科研人员打通了深入基

层一线的渠道，构建了一支稳定服务“三

农”的科技人才队伍。

科技特派员制度加快了科技成果向现

实生产力的转移转化。科技特派员一头连

接科技创新，一头连接生产实践，通过“高

位嫁接，重心下移”的服务和创业模式，把

先进农业科技成果和现代理念带给农民，

把资金、技术、信息等创新要素注入农村，

有力促进了科技创新和农民群体的“零距

离”对接。

科技特派员制度提高了乡村治理能

力。科技特派员不仅为农民传经送宝，振

兴农业产业和乡村经济，还为农民带去科

学知识，振兴农业文明和乡村文化。科技

特派员在“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同时，有

效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成为引领乡村产

业和文化振兴的标杆和榜样。科技特派员

与第一书记、乡村流通队伍等多方力量有

机结合，为加强党对农业农村的领导、推动

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科技特派员制度带给广大农民更多科

技获得感和创新福祉。20 年来，广大科技

特派员围绕壮大特色优势产业，积极开展

试验示范和技术服务，有效增加了农民收

入，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农民从事多种经营

的能力。科技特派员把先进适用科技成

果、新型商业模式引入到农民增收致富的

实践中，在特色种养、农产品精深加工、乡

村文旅等方面培育了一大批兴农富民的乡

村产业，为调整农业结构、促进一二三产业

融合发展发挥了关键作用。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科技特派员制

度推行 20年实践证明，创新是乡村全面振

兴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

持把科技特派员制度作为科技创新人才服

务乡村振兴的重要工作进一步抓实抓好。

当前，面临转换农业农村新旧发展动

能的需求，面临落实乡村振兴战略、促进城

乡融合发展的需求，面临建立健全农业科

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需求，要进一步完善

制度体系和政策环境，持续壮大科技特派

员队伍，更好发挥其先锋引领作用，加快打

造其成为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的骨干

力量，在科技助力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中

不断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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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 （记者刘垠）为推进科技伦

理治理体系建设，科技部近日召开科技伦理

建设工作专家座谈会，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

科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清华大学、首都医

科大学等单位的 10余位院士和专家参加。科

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李萌主持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科技部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

司介绍了科技部推进科技伦理建设工作的有

关情况和今后的工作考虑。与会专家围绕科

技伦理与科技创新的关系、科技伦理建设国

内外状况、科技伦理治理基本规则等深入讨

论，提出了很多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建议。专

家们认为，加强科技伦理治理，进一步明确科

技创新活动的伦理边界，对于规范科技创新

活动，保障科技事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

义。专家们建议，我国科技伦理建设既要与

国际惯例有机衔接，又要符合我国科技创新

发展要求，体现中国特色。

李萌对专家们的积极建言献策表示感

谢。他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科技伦理建设工作，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

会议明确指出，科技伦理是科技活动必须遵

守的价值准则，要构建覆盖全面、导向明确、

规范有序、协调一致的科技伦理治理体系。

科技界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

技伦理建设的重要指示，作为科技伦理建设

的行动指南。

李萌强调，科技伦理建设事关科技创新

的质量和我国科技界的国际声誉。要加快完

善我国科技伦理治理的制度体系，研究制定

相关科技伦理制度规则，规范科学技术活

动。要加大科普力度，切实提高全社会特别

是科研人员的科技伦理意识。要加强科技伦

理治理新情况、新问题的前瞻性研究，积极开

展国际合作交流。

科技部召开座谈会听取专家对科技伦理建设的意见

十月的荆州小镇，阵阵秋风吹黄了漫山

遍野的核桃树，家家户户的竹簸箕里堆满了

“金果子”。

收下来的第一茬核桃，村民胡秀琴用篮

子装着送到了 130 公里外的黄山市，“你说想

看‘开杆’，想陪我们打核桃，可你……”在一

方新墓前，她泣不成声。这里长眠着她的朋

友——荆州乡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李夏。今

年 8月一场突如其来的泥石流过后，他倒在抗

灾抢险的路上，年仅 33岁。

一次次放弃回城的机会，一次次向着最

偏远的深山“逆行”，8 年来，李夏在乡野基层

磨炼自己，在百姓中间奉献青春。从“穿凉鞋

怕沙子硌脚”的城里后生成长为“光着脚走田

头”的乡镇干部，他用韶华书写了新时代青年

干部奋斗在基层的使命担当。

“极耐得苦，故能艰难驰驱”

如果不是一次次选择留下，或许李夏不

会走得那么匆忙。

今年 8 月 10 日下午，距离台风“利奇马”

登陆中心仅 300 公里的安徽省绩溪县荆州乡

大雨如注。这本是个周六，李夏已经答应妻

子回家。

然而，险情终究让李夏放心不下。山洪

涌进敬老院，李夏和同事蹚着水，扶五保老人

撤离到高处；路遇塌方道路受阻，他们徒手搬

运碎石，为救援车辆开路；看到一对母子往塌

方地段走，他们又转头护送他们。短短一小

时，17位村民在他和同事帮助下转危为安。

就在他们向着下一处险情奔走的路上，

接连三股泥石流突然从道路一侧的山上冲下

来，泥沙夹杂着树木冲倒了围墙、凉亭，卷走

了队伍后头的李夏。

“李夏！李夏！李夏！”

一片狼藉之上，搜寻的呼声从白天响

到黑夜。11 日清晨，人们在小河下游找到

了李夏，他被泥水一路冲下，躺在一棵小核

桃树下。

没人愿相信，这个在群众危难关头一次

次挺身而出的小伙子就这么走了。

2013 年，在洪灾中翻山越岭十多个来回

送救灾物资；2014 年寒冬腊月冒着滚滚浓烟

参与森林大火扑救；2016年山体滑坡，驻守在

塌方点三天三夜劝导群众远离危险区域……

每次他都冲锋在前，也都平安归来。

这次，妻子宛云萍却再没能接到李夏报

平安的电话。“我和宛儿（女儿小名）的生日他

没有一次在身边，这次他说一定回来，他答应

得好好的。”宛云萍喃喃自语，泪水涟涟。

（下转第三版）

换 得 秋 实 一 夏 花
——追记基层青年纪检监察干部李夏

新华社记者 王正忠 陈 诺
水金辰

科技日报北京10月21日电（记者陈瑜）
密码法草案21日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

十四次会议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加入“安全

风险评估”机制，规定：密码管理部门根据工作

需要会同有关部门建立核心密码、普通密码的

安全监测预警、安全风险评估、信息通报、重大

事项会商和应急处置等协作机制，确保核心密

码、普通密码安全管理的协同联动和有序高效。

为凸显人才培养对于密码事业的重要

性，草案二审稿将人才队伍培养、建设的内容

移至总则。

为保持法律之间的衔接，二审稿增加商用密

码产品检测认证适用网络安全法的有关规定，

避免重复检测认证。二审稿同时提到，关键信

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采购涉及商用密码的网络

产品和服务，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的，应当按照网

络安全法的规定，通过国家网信部门会同国家密

码管理部门等有关部门组织的国家安全审查。

作为保障网络与信息安全的核心技术和

基础支撑，密码被认为是解决网络与信息安

全问题最有效、最可靠、最经济的手段。

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发

言人臧铁伟说，密码法草案公开征求意见期

间，一些国家和组织的驻华机构通过不同的渠

道向法工委表达了关切。对于他们的意见，有

的在草案初次审议稿中予以吸收，有的在二次

审议稿中有所体现，还有一些意见属于具体执

行中的问题，法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他同时强调，密码法的立法目的主要是

按照“放管服”改革的要求，削减行政许可、放

宽市场准入、进一步激发市场主体的活力和

创造力。密码法草案有关许可和检测认证体

系的相关规定，对于内外资企业、对于国内外

产品和服务是一视同仁、同等适用的，不会歧

视外资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不

会对投资和贸易构成任何限制。

密码法二审稿加入“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科技日报成都 10 月 21 日电 （陶玉
祥 记者盛利）21 日，记者从西南交通大学

获悉，中国科学院学部首个重大咨询评议

项目“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研究”已在该

校正式启动。该项目将深入研究高速轨道

交通科技创新与引领发展、快捷/重载货运

铁路科技创新与发展、我国城市轨道交通

发展等，梳理现代轨道交通发展的重要基

础研究方向和核心科学与技术问题。

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主任杨卫院士

表示，轨道交通是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和交

通运输的大动脉，21 世纪以来我国在高速

铁路、重载铁路、城市轨道交通和磁悬浮交

通等 4 大领域实现快速发展。但随着绿

色、环保、智能、可持续等社会经济发展理

念不断深入人心，人们对轨道交通安全、舒

适、可靠的期望也在日益提高，我国轨道交

通的发展还面临着建设和运营经验不足，

基础研究薄弱等问题。

由西南交通大学翟婉明院士牵头主持

的“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研究”项目，汇

聚中国国家铁路集团、中国中铁、中国中

车、国家高速列车创新中心等国内铁路产、

学、研、用多个领域的 40 余家代表性单位

骨干人员参加，由相关领域 16位院士组成

咨询专家组。该项目将分为三个课题：高

速轨道交通科技创新与引领发展战略研

究、快捷/重载货运铁路科技创新与发展战

略研究、我国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研究

等，未来将形成一份高水平、有价值的咨询

报告，为我国轨道交通发展出谋划策。翟

婉明表示，开展我国轨道交通发展战略研

究恰逢其时，这对研判我国轨道交通未来

发展路径，引领技术变革，实现我国轨道交

通事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等具有重要

意义。

中国科学院学部首个重大咨询评议项目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