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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玉渊冰雪季 健康迎冬奥”
为主题的玉渊潭公园第十一届冰雪
季开启迎接新年模式，雪上乐园汇
集了迎新、亲子、运动、科普四大主
题元素，游客以参与雪上运动的方
式迎接新年的到来。

图为 1月 1日游客与 2020新年
标牌同框打卡。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冰雪迎新年

健康迎冬奥

新华社北京1月 1日电 2020 年 1 月 1 日

出版的今年第 1 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

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

要文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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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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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国

家 长 治 久 安 、人 民 幸 福 安 康 的 重 大 问 题 。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面回

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上应

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

重大政治问题，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纲领

性文献，也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宣言

书。全党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

上来，把学习贯彻全会精神作为一项重要

政治任务抓好抓实。

文章指出，要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

度自信。制度优势是一个国家的最大优势，

制度竞争是国家间最根本的竞争。制度稳则

国家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

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多方面的显

著优势，具有丰富的实践成果。全党同志特

别是各级领导干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要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真正做到“千磨万击还

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下转第三版）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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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2010年春天的一个早上。

“怎么回事？小王，你催过了吗？”听得

出黄大年有些烦躁。

“都催过了，黄老师！”生前秘书王郁涵

偷偷瞄了眼墙上的表，9时 50分了，离开会

还有 10分钟，人没到齐，材料也没交齐。

黄大年愤怒地将手机砸向地面，手机

屏幕摔了个稀碎。王郁涵说从来没见他生

那么大气。

“我们拿了纳税人这么多钱就这么糊

弄事儿？材料不写，开会不按时，有没有契

约精神。”黄大年很愤怒。

事后，他带着歉意解释：“我很急躁。

我无法忍受有人对研究进度随意拖拉。我

担心这样搞下去，中国会赶不上！”

这种紧迫感，让他珍惜一分一秒，让他

永远将科学放在第一位。

王郁涵回忆，黄大年在验收会之前，要

一遍遍修改厚厚的验收材料，保证每一个

标点符号都不出差错。他演示的 PPT，都

是自己找图片和推敲文字，要确保给听众

留下深刻印象，绝不凑合。

作为首席科学家，他管理着一个由全

国很多单位组成的团队，他的办法让许多

人意想不到。他引入了一套外国大公司用

的在线管理系统，把任务层层分解到每个

人、每个星期。大家都要在上面更新自己

的进度。每晚 11 时他必登录检查，谁偷

懒、谁落后，软件一开，一清二楚。

这让许多人不习惯了，抱怨说：“我们

是科学家，不是机器人。”但黄大年坚持。

他还有很多曾一度不被人理解的行

为。比如，项目启动要先写规划，有些专家

承担的科研任务比较多，不能全程参加，他

不论名头大小，一律通报：“如果想要点卯

挂名，就不用来了。”开论证会，无论什么人

在场，他发言从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气，而

是直面问题，一针见血。

比如，参加项目评审，他随时“开炮”：

数据引用有问题，他立刻指出；指标参数不

清晰，他不予签字；PPT 里有错字，他也要

一一纠正。

有自认为和他关系不错的专家找来，想

替某科研机构“拉点儿经费”，他一句“我没有

敌人，也没有朋友，只有国家利益”，直接把对

方噎了回去。后来对方发现，就连黄大年所

在的吉林大学也没有多拿一分钱。

用自然资源部科技发展司司长高平的

话说：“大年对待科学是很‘任性’的，他不

唯上不唯权不唯关系，不允许‘你好我好大

家好’，如同一股清流。”

人物简介 黄大年（1958年 8月 28日—

2017 年 1 月 8 日），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

家，先后毕业于吉林大学和英国利兹大学，

1975年 10月参加工作，1988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2009 年年底，黄大年回国出任吉林

大学地球探测科学与技术学院教授、博士

生导师。黄大年带领团队创造了多项“中

国第一”，为中国“巡天探地潜海”填补多项

技术空白，为深地资源探测和国防安全建

设作出突出贡献。2018 年 3 月 1 日，当选

感动中国 2017 年度人物。2019 年 9 月 25

日，黄大年获“最美奋斗者”个人称号。

（图片由实习生陆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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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粒熬过冬天的种子，都有一个关于

春天的梦想。

中国人要圆“中国梦”，科技当仁不让地

成为引擎。

2019 年最后一天，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新

年贺词一经发表，广大科技工作者倍感温暖

振奋。

新年贺词中，习近平主席历数了过去这

一年科技创新的重大成就：嫦娥四号在人类

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长征五号遥三

运载火箭成功发射，雪龙 2 号首航南极，北斗

导航全球组网进入冲刺期，5G 商用加速推

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凤凰展翅”……“这

些成就凝结着新时代奋斗者的心血和汗水，

彰显了不同凡响的中国风采、中国力量。”

这一程，山遥水阔，前路迢迢。有道是，

任重道远，事在人为。新的一年，新的开始。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精神抖擞再出发！

中国航天人：坚定航
天强国信念

2019 年末，我国新型运载火箭长征五号

发射成功，为国人送上了一份难忘的新年礼

物。仅仅 4天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长征

五号运载火箭副总设计师朱曦全就在习近平

主席发表的 2020年新年贺词中听到了这个浸

透航天人心血和汗水的名字——长征五号。

对此，他心潮起伏：“从 2017 年失利到如今的

‘重生’，908 个昼夜的磨砺，我国航天工作者

秉承航天精神，负重攻坚，开展了数百项技术

改进和试验验证工作，最终走出至暗时刻，战

胜挑战，赢得掌声。”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最美的誓言是

报国。”朱曦全说，“长征五号遥三火箭发射

取得圆满成功，为 2020 年我国航天探月工程

三期、火星探测等一系列重大任务的开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作为中国航天人，我们要

铭记‘坚定航天报国志向，坚定航天强国信

念’的初心和使命，向祖国和人民交出更加

满意的答卷。”

听到习近平主席首先就提到“嫦娥四号

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陆月球背面”，作为

“嫦娥四号”团队的一员，中国科学院国家空

间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赤难掩

激动：“除了骄傲和自豪，我更深深体会到‘用

汗水浇灌收获’。”

“号角已经吹响，我们科技工作者深感责

任重于泰山。只能心无旁骛，万众一心加油

干，越是艰险越向前。发扬爱国奉献、发奋图

强、矢志创新的精神，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

界科技强国贡献力量。”王赤说。

雪龙2号设计师：展示
中国风采与中国力量

对于中船集团第七〇八所研究员、雪龙 2

号总设计师吴刚来说，来自万里之遥的祖国的

问候是对正在南极执行任务的雪龙2号团队的

最强鼓舞：“听到习主席提到雪龙 2 号首航南

极，称我们为新时代工作者，我倍感激动。对

于参加这次首航第一阶段破冰任务后刚刚回

到国内的我来讲，这更是一种责任和鞭策！”

“十年磨一剑，新建的雪龙 2 号今年凭借

自身的破冰能力，带领我们深入到冰山环绕

的南极冰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抵近我国的

南极考察站——中山站，为安全高效地完成冰

面卸货提供了强大保障，现场所有亲历者无

不欢呼雀跃、心潮澎湃。”吴刚说，身后是雪龙

2号首航破冰留下的碎冰道，面前是中山站，那

幅画面令自己永生难忘。 （下转第三版）

只争朝夕 不负韶华 精神抖擞再出发
——科技工作者热议习近平主席 2020年新年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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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赶在跨年前帮助实践二十号卫星再

进一步，看着卫星距离目标轨道越来越近，真

的很开心！”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工程师宋超注

视着大屏上缓慢变化的状态曲线感叹道。

2019年 12月 31日晚，距离 2020年到来还

有不到 5小时，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指挥控制大

厅灯火通明。宋超正在与同事们实施实践二

十号卫星的第四次变轨任务。他们坐在电脑

前，全神贯注地注视着大屏幕上的卫星状态

数据。

4天前，搭载着实践二十号卫星的“胖五”

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上演“王者归来”。发射任

务取得圆满成功，“牧星人”们仍不敢掉以轻

心。“对我们而言，完成发射只是第一步。”高

级工程师朱永杰说。在他们心中，将卫星从

发射预定轨道精确变轨至距离地球约 3.6 万

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完成定点、开通载荷，

与完成“胖五”发射任务同样重要。“这个阶段

就像是在产房里精心呵护刚刚出生的婴儿。

卫星成功定点，达到最佳工作状态之前的这

段时间，每天都是不眠之夜。”朱永杰表示。

在轨道计算机房，工程师李锦源和同

事们作为实施轨控任务的智囊团，早在发

射前便通过多种方法，仿真计算了火箭将

卫星送到不同远地点的 10 余种预案。现在

他们要做的，是立足卫星当前的轨道状态，

计算出最节省燃料的变轨策略，确保卫星

准确完成变轨的同时，尽可能地延长卫星

的工作寿命。

李锦源介绍，此次卫星入轨的超同步地

球轨道，升交点和远地点相差 10余度，西安卫

星测控中心第一次实施这种变轨任务。如何

在最节省燃料的情况下，将这颗重达 8吨的卫

星送入目标轨道，是对他们最大的考验。李

锦源已进入 24小时待命状态。“我的宿舍距离

机房只有 5 分钟路程，一旦任务需要，我能第

一时间赶来处理。”他说。

“关机指令发出，点火结束，卫星工况正

常！同志们，新年快乐！”20 时 37 分，宋超喊

出调度口令。指挥大厅内响起了热烈的掌

声，喜庆的“热烈祝贺实践二十号卫星第四

次变轨控制圆满成功”字样，铺满了整块大

屏幕。

庆祝极为短暂。几秒钟后，一切归于

平静。屏幕上再次显现出卫星的各类参数

曲线，大家继续测轨、上注指令、分析目标

参数……紧张有序地忙碌着。

21 时多，当日的工作基本告一段落。大

家聚在大厅中间合影留念，便陆续下班。也

有部分人走进会议室，对后续将要实施的变

轨操作展开会商，确定轨控策略。当他们结

束工作时，离新年钟声敲响仅剩不到一小时。

西安卫星测控中心技术部主任李建成介

绍，后续实践二十号卫星还将进行 3次变轨操

作，并经过一系列在轨测试，最终将在春节前

交付中心航天器长期管理部。在此过程中，

“牧星人”将不断优化控制计算方案预案，确

保将卫星精准送入工作轨道。

跨年夜，“牧星人”守护实践二十号卫星完成第四次变轨
吕炳宏 田 枝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总有一些年份，注定会在时间的坐标上

镌刻下熠熠生辉的印记。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年贺词中指出，2020

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冲锋号已经吹

响。当历史来到 21世纪的第 20个年头，千百

年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问题即将历史

性地划上句号，我们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

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接力奔跑，仍需加劲冲刺；千年追寻，圆

梦就在今朝。以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意志啃

下脱贫硬骨头，以一鼓作气、乘势而上的姿态

奋勇夺取新胜利。

（一）

越过层层峰峦的攀登者，只要再进一步，

就能够领略壮丽的日出和翻涌的云海。承载

着亿万人民梦想的全面小康，已经可以眺望

到胜利航船的“桅杆尖头”，只要再进一步，就

能够迎来梦想成真的时刻。

回望历史，丰衣足食一直是中国人民最

朴素的愿望。从孔子的富民思想、屈原的“美

政”理念，到朱熹的“足食为先”、康有为的大

同之道，历代先贤对富民裕民的追求从未停

止。无论是“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美好憧

憬，还是“五谷丰登，物阜民康”的热切企望，

无论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

颜”的深沉情怀，还是“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

暖”的政治理想，无数先民对殷实生活的呼唤

响彻历史的天空。

照见现实，一个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百

年大党，正带领亿万人民向着消除绝对贫困

的目标发起最后的总攻。中国的脱贫事业，

既彰显着改天换地的雄心壮志，又实实在在

改变着亿万人的生活。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书写了“最

成功的脱贫故事”。改革开放 40 多年来，8 亿

多人口实现脱贫；全球范围内每 100 人脱贫，

就有 70 多人来自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贫

困人口由 9899万人减少到 600多万人，连续 7

年每年减贫规模都在 1000 万人以上，相当于

欧洲一个中等国家人口规模，脱贫攻坚力度

之大、规模之广、成效之显著，前所未有、世所

罕见。成绩的取得都不轻松，每一个脱贫故

事背后，都倾注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的顶层谋划、善作善成，都凝结着亿万人

民团结一心、艰苦奋斗。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回答了“谁能

使中国长治久安”。美籍历史学家龚忠武在《中

国向农村的贫穷开战》一文中提到，中国广大的

农村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从古到今，谁能够解决

农民问题，谁就能使中国长治久安。与贫困群

众结对子、认亲戚，解决他们的操心事、烦心事、

揪心事，党员干部工作作风为之一新，基层党组

织战斗堡垒更加坚固。栽下“摇钱树”，走上致

富路，一项项惠民政策唤起群众千百万、同心

干，一大批贫困群众生产生活条件明显改善、获

得感明显提升……人民群众对党的信任和信心

不断增强，党长期执政最可靠的基础不断夯实，

国家长治久安的根基更加牢固。

谁都不能否认，今天的中国，贡献了减贫

脱贫的中国智慧。从坚持党对脱贫攻坚的领

导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从构建大扶贫格

局到激发贫困群众内生动力……当代中国脱

贫攻坚的伟大实践，孕育和催生了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思想。这一思

想，以坚定的人民立场、深厚的人民情怀彰显

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以实事求

是、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确立脱贫方略，为打

赢脱贫攻坚战提供行动指南和基本遵循。这

一思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吸引了广大发展

中国家的关注目光，为全球13亿贫困人口摆脱

贫困提供了新的可能，为世界减贫事业贡献了

可以借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历史记录过去、启迪未来。实现现行标准

下所有贫困人口脱贫，是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

的伟大跨越，是中国对人类社会的伟大贡献。

成为这个历史性时刻的参与者、见证者，人生

之大幸，莫不如是！ （下转第三版）

决 胜 脱 贫 在 今 朝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延斌）2019 年 12

月 30 日 23 时 31 分至 39 分，在济南量子技

术研究院的楼顶，可移动量子卫星地面站

发出了一道红色的光，寻找到天空中过境

的一点绿光，红、绿“握手”，实现星地对

接。该“绿光”即 2016 年升空的“墨子号”

量子卫星发出的。如今，“墨子号”过境，与

移动量子卫星地面站对接的短短几分钟

内，已经完成了海量的信息加密传输。

全球首个可移动量子卫星地面站与

“墨子号”首次对接，时间持续了约 8 分

钟。完成对接后，“墨子号”可以分发秘

钥，济南这里的地面站接收后可以进行秘

钥试验。

据悉，济南量子技术研究院自 2019 年

开始启动小型化量子通信卫星地面站系统

项目，12 月 24 日完成了地面站部署，并与

“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对接测试成

功，这标志着我国首个小型化可移动量子

卫星地面站在济南建设完成。

这座地面站大约只有一个油漆桶大

小，重量仅 80 多公斤，加上 28 厘米望远镜

设备，便构成了一个可移动量子卫星地面

站，它是由中国科技大学、科大国盾、济南

量子技术研究院承担建设的。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济南量子技

术研究院执行院长张强介绍，这座移动量

子卫星地面站是量子技术产品化的一个突

破。“墨子号”当时发射时用的地面站重达

十几吨。经过上千次的实验，研发人员成

功将地面站小型化，不但制造成本大幅压

缩，还可以装载在车上随时随地使用；将

来，可以在产业化方面广泛地推广。

当前，济南量子通信试验网已成功接

入“京沪干线”，成为我国广域量子通信网

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全球首个可移动量子卫星地面站与“墨子号”成功握手

宣 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