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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

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

问题的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获得

广泛认可认同、中国经济实力和物质文明发

展的必然产物。

全会提出了十三个坚持和完善，其中坚持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提出了要实现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

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

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作为林

业高等学校，东北林业大学要认真学习贯彻十

九届四中全会精神，坚持改革创新，为完善生

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
系的重要意义

十九届四中全会中提出完善生态文明制

度体系，体现了我们党以全球视野、世界眼

光、人类胸怀，积极推进共建生态良好地球家

园的责任担当。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从

理念到具体操作的实际需要。党的十八大

以来，党中央围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生

态文明建设作出顶层设计，生态文明理念

已经深入人心，获得广泛认可。好的顶层

设计，需要扎实的基层实践，才能使设计从

“理念”“制度”变成“现实”。十九届四中全

会明确了坚持和巩固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

基本内容，提出了不断完善和发展的总体

要求和重点任务，为执行生态文明建设制

度、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方向；反

映了我们党对生态文明建设规律性的认识

深化，为进一步发挥制度在生态文明建设

中的硬约束作用提供了遵循。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是筑牢美丽中国建设

的基础工程。美丽中国建设，离不开一套完

备、稳定、管用的制度体系支撑。当前生态文

明建设正处于压力叠加、负重前行的关键期，

已经到了在更高水平上加快制度完善的阶

段。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完善生态文明制

度，以更加科学完备的制度体系实现生态文

明建设的“立治有体、施治有序”，为建设美丽

中国打牢了制度基础。

完善生态文明制度是巩固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成果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党已经建

立起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生态文明

体制中源头严防、过程严管、损害赔偿、后果

严惩等基础制度框架初步建立。这些制度

成果来之不易，经验弥足珍贵，十九届四中

全会从 4 个方面，提出了完善生态文明制度，

这是对已有生态文明改革成果的巩固和坚

持，彰显了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的

重要意义。

以全会精神为指引，
培养“绿色人才”、凝练“绿
色科研”方向

作为林业高等学校，不仅要以十九届四

中全会精神为指引，认真查找学校在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差距，更要按照

全会的要求，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理念，培养“绿色人才”、凝练“绿色科研”方

向 ，以创新精神贯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战

略部署，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

一是培养“绿色人才”。加快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关键在人才。 （下转第三版）

为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提供人才和科技支撑

“冬至日”过后，位于山东半岛中部的地

级市潍坊迎来了最冷的时候，但在浩信集团

的车间里，一批 15 万件的汽车轮毂单元正在

加紧生产。

在汽车整体市场同比下滑的形势下，

浩信的国外订单却同比增长了 20%。订单

增长，源于市场对自主新品的认可。该公

司技术负责人王军锋告诉记者：“这是我们

自主研发的高端免维护轮毂单元总成，大

大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可实现 80 万公里免

维护。”

行业“洗牌”，优胜劣汰，当一批产品在市

场上消失时，中国铸造协会眼中的这家“单项

冠军企业”却凭借核心技术扩大了地盘，成为

潍坊聚焦科技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的典型案

例。科技日报记者在当地采访时发现，类似

的案例还有不少，反映出该区域内企业的共

性特征和群体追求。

地处黄三角高效生态经济区、半岛蓝色

经济区、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三大国家战略

交汇处，肩负新旧动能转换探路重任，潍坊把

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作为调整经济结构、转变

经济发展方式的中心环节，扩大了核心竞争

优势。

“潍坊共识”：告别“铺
摊子”，全力攻主业
“我们的动力总成被业内称为‘黄金产

业链’，支撑我们不断发展壮大，获得了国家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十年磨一剑。”12 月底，

潍柴动力董事长谭旭光在 2019 国际工程科

技发展战略高端论坛上分享的“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的故事引来关注。

（下转第三版）

寻 找“ 黄 金 产 业 链 ”里 的 秘 密

编者按 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

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科技日报记者走访各

地，推出“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系列报道，看

地方如何深化改革，依靠创新促进经济稳中向

好、长期向好。

观察潍坊的产业和企业，我们对一句话

印象深刻：心无旁骛攻主业。

专心专注，使得潍柴总产值由 1998 年的

5.7 亿元，增长到 2018 年的 2360 亿元；心无旁

骛发展主业，是其持续成长、不断获得成功的

根本原因。保持定力，直面痛点，让“中国的菜

篮子”寿光发明了冬暖式蔬菜大棚，并推向全

国。他们创造的“寿光模式”改变了“北方冬天

无鲜菜”的历史。如今，勤于钻研的寿光人还

在为该模式注入新内容，引领着产业发展。

当下，我们面临着复杂的国内外经济形

势。无论是沿海地区，还是内陆省份，无论是

大企业，还是中小企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

要增强国际竞争力，势必要集中所有人、财、

物资源，心无旁骛攻主业，将“拳头产业”“拳

头产品”做大、做强、做精，才能在国际竞争中

掌握更大话语权。

现实正是如此。虽然面临经济下行压力，但

潍坊市各县市区一大批企业正在迅速转型、超前

布局，以增资扩产项目加速新旧动能转换，这些

项目占据行业领先技术，发展前景广阔、市场潜

力巨大，给企业发展带来了充足信心。比如昌乐

县潍焦集团正在大力发展的水氢动力；寿光巨能

金玉米集团超前布局尼龙56项目……

2018年 3月 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

国人大山东代表团审议时发表重要讲话：“凡

是成功的企业，要攀登到事业顶峰，都要靠心

无旁骛攻主业。”

创新发展需要“心无旁骛攻主业”，总书

记的讲话为企业的成功指明了方向。

创新发展需要“心无旁骛攻主业”

科技日报南京12月25日电（高超 记

者张强）记者 25日从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

获悉，承担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发射海上测

控任务的远望3号、5号、7号船，在奔赴任务

预定海区途中，顺利完成三船间测控、通信

联调演练，全面检验各类设备参试状态。

据了解，被昵称为“胖五”的长征五号

遥三火箭计划于12月底前后择机实施飞行

试验任务，根据任务统一安排，中国卫星海

上测控部所属的3艘测量船，将部署在太平

洋指定海域。这是“远 3”“远 5”“远 7”首次

“三方合作”，将接力完成海上测控任务。

海上航行途中，远望号船加强值班瞭

望和气象观测预报，提前做好大风浪航行

准备，及时调整航线规避台风，确保了船

舶安全。同时，岗位人员扎实开展任务文

书学习、技术交流对话和任务异同点分

析，组织船姿船位、备用船位等多项应急

预案演练，有效增强了岗位人员的应急处

置能力。

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相关负责人介

绍，3 艘船抵达预定海区后，将听令参加任

务前的最后一次模拟综合演练。目前，参

试设备性能稳定、状态良好，全体科技人员

已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

据悉，3 艘远望号测量船从 11 月初先

后驶离中国卫星海上测控部码头，圆满完

成了 2 次北斗三号卫星海上测控任务和 1

次高分十二号卫星海上测控任务。圆满完

成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海上测控任务后，远

望 5 号、远望 7 号将返回祖国，这也标志着

两船今年海上测控任务画上圆满句号。远

望 3号船将继续执行后续卫星发射的测控

任务。

三艘远望号船布阵大洋，静待“胖五”飞天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5日电 （实习记者

于紫月）25日，记者从北京星际荣耀空间科技

有限公司获悉，该公司顺利完成焦点一号（以

下简称 JD-1）可重复使用液氧甲烷发动机

500秒全系统长程试车。据悉，这是国内首台

突破单机全系统试车 500秒、转入可靠性增长

试车阶段的液氧甲烷发动机，意味着该型发

动机突破产品交付应用的重大节点，为 2020

年实现国内首次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百

公里垂直起降试验奠定技术基础。

据了解，此次 500 秒长程试车覆盖预冷、

启动、主级工况、关机及重复使用后模拟处理

等全流程；试验过程中，发动机点火、启动及

关机时序正常，发动机主级工况室压、温度、

涡轮转速、振动等参数平稳，达到设计要求；

试车时间持续 500秒，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JD-1 是星际荣耀自主研发的 15 吨级可

重复使用液氧甲烷发动机，是实现运载火箭

回收复用的关键。该发动机设计可重复使

用达 30 次，可为火箭节省 70%以上的制造成

本，大大降低太空探索的成本。星际荣耀方

面介绍，JD-1 具有很高的工程应用价值，其

功能可覆盖减速、着陆及长时间在轨、深空

探测等多任务要求，对任务的适应性较强。

通过此次长程试车，JD-1 发动机系统及产

品可靠性得到验证，意味着该型发动机进入

可靠性积累阶段，可以进行批产及批量 500

秒长程试车。

根据星际荣耀此前公布的消息，JD-1 发

动机将装配在“双曲线二号”火箭上。该火箭

是星际荣耀自主研发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可

重复使用小型液体运载火箭，起飞重量约 90

吨，近地轨道最大运载能力为 1.9吨，500公里

的 SSO 轨道运载能力为 1.1 吨（不回收）/0.7

吨（可回收）。该火箭计划于 2020年执行火箭

一子级“抛物线”百公里垂直起降试验，2021

年执行首次入轨发射任务，或将填补中国可

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的空白。此前，星际

荣耀成功完成中国首枚民营运载火箭入轨发

射任务。

我民营液体火箭发动机全系统试车创500秒新纪录

科技日报北京12月 25日电 （记者操秀
英）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邢立达副教授等中

外科学家 25 日宣布，其研究团队在黑龙江省

哈尔滨市依兰县发现大量恐龙足迹化石。这

是黑龙江省报道的第一个大规模早白垩世恐

龙足迹点。这些恐龙足迹数量多，保存好，对

研究恐龙的演化有重要价值，并对探索恐龙

行为习性、生活环境以恢复该地区古环境及

其地质时期气候变化等具有重要意义。

据介绍，黑龙江化石资源丰富，是中国最

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该地区已发现新生

代脊椎动物化石，包括松花江猛犸象、梅氏犀、

河套大角鹿等，构成丰富的哺乳动物生物群。

遗憾的是，黑龙江早白垩世的骨骼与足迹记录

非常稀少。唯一的记录是，1983年大庆石油学

院（东北石油大学）的陈秉麟等人在依兰县城

南门外牡丹江西岸发现的一个恐龙足迹，但研

究人员未对其进行具体描述与对比。

2018年夏，化石爱好者朱利在达连河镇红

星村路边新修开的剖面上发现了双壳类化石

和龟化石，其旁边有一些有着明显规律的凹

坑，疑似古生物的足迹。邢立达团队随后确认

了这些印记为足迹化石并展开考察工作。

据统计，依兰恐龙足迹群由 5条行迹共计

70个足迹组成，包括平行的蜥脚类恐龙行迹、

三趾型鸟脚类行迹、延长的三趾型兽脚类行

迹。蜥脚类足迹的后脚长度约 49厘米。由于

右脚和左脚的步长明显不同，可能为跛行或异

常的步态。鸟脚类足迹以趾迹为主，第三趾最

发达，第二趾、第四趾的爪迹几乎呈三角形，且

前缘圆钝。三趾型兽脚类的爪痕平行，被暂时

归为游泳迹。兽脚类游泳迹和其它恐龙的步

行行迹的组合，表明它们是在不同的时间和环

境中形成的。考察队还重新描述了陈秉麟的

旧记录，认为其足迹可能是甲龙类所留。

研究人员称，依兰恐龙足迹群补充了黑龙

江早白垩世的恐龙化石记录，也体现出该地区恐

龙生物群的多样性。黑龙江晚白垩世的恐龙生

物群很有可能是此次发现的这一生物群的延续。

黑龙江发现大面积早白垩世恐龙足迹群

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延斌

王延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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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 年 4 月，64 岁的陈能宽迎来科学

生涯中的第二次转折，出任原国家 863 计

划激光领域（863—410 主题）的首任首席

科学家。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先

生曾说过，在 863 计划的 15 个主题中，410

主题讲起来最费口舌，也最难把握。

强激光技术是一种高难度、长周期、

前沿性的高科技项目，在我国科学家开始

进行探索研究时，它的技术与工程可行性

问题与存在定理还有待验证。同时，它的

发展还受到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如何

把握住正确的路线和方向，不走或少走弯

路，少花冤枉钱，这是摆在专家组面前的

重要课题。

陈能宽给 410 主题工作带来深刻的

影响。在初期不明朗的阶段，他鼓励科

学论证、百家争鸣，倡议“红队”“蓝队”两

队科学对弈，并非常注重对国外技术情

报资料的分析研究，特别是美苏的一些

动态。

上世纪 80 年代，美国科学界对星球

大战计划信心十足，认为用激光把导弹打

下来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哈佛大学的化学

系主任鲍勃·阿盖恩教授却反对这种看

法，他认为靠激光（化学激光）把导弹打下

来不太可能，至少在一二十年内是不太可

能的。

当时，我国科学家也正在摸索，究竟是

用哪一种激光器，发展哪一种关键技术。

1987 年，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原科技

委李幼平跟随陈能宽到美国访问。在参加

一个材料科学会议时，两人顺路去哈佛大

学，专门去找这位唱反调的教授。

在等待的半个小时里，陈能宽和李幼

平商量，考虑到自己不方便出面，让李幼平

扮演一个提问者，自己担任翻译。

鲍勃·阿盖恩的结论听起来当然让人

很不舒服，但陈能宽是个很认真和实事求

是的人，回来以后如实做了汇报。

这件事给李幼平一个深刻的体会：陈

能宽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他从来不

附和别人。

坦诚、实事求是，陈能宽的这个特质体

现在其他很多方面。虽然和“两弹一星”功

勋朱光亚先生私交甚好，但曾经有一次，朱

光亚提出某项建议，陈能宽考虑到现实情

况不成熟，还不能做，于是果断表示反对。

人物简介 陈能宽（1923—2016），著名

金属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核

武器事业的奠基人之一。1960 年以后从

事 原 子 弹 、氢 弹 及 核 武 器 的 研 制 工 作 。

1982 年，其领导进行的“聚合爆轰波人工

热核反应研究”，获得全国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1985 年获 3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

奖。1987 年任原国家 863 计划激光领域

（863—410主题）的首任首席科学家。1999

年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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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一号·中国科技城
之星”火箭成功首飞

张志坤

新华社酒泉 12月 25日电 （李国
利 赵金龙）25 日 16 时 50 分，酒泉卫星

发射中心成功组织了“探索一号·中国

科技城之星”商业亚轨道运载火箭首次

飞行。

“探索一号·中国科技城之星”运载

火箭是北京星途探索科技有限公司自

主研发的首型火箭。飞行中，火箭完成

了全程机动飞行、大动压整流罩抛罩分

离等动作。

据了解，这型火箭可以广泛应用于

超燃冲压发动机、导引头、航天产品准入

考核等领域，也可为气象探测、微重力试

验、卫星载荷试验等提供技术服务。

图为“探索一号·中国科技城之星”
商业亚轨道运载火箭首次飞行现场。

新华社发（汪江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