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 29日，湖南卫视春晚晒出了袁隆平院士的牛年心愿。
视频中，袁隆平写下“牛气冲天，亩产三千”，还用英文说“happy
new year”。过去的一年里，他已经实现了双季稻亩产超 1500
公斤的重大突破。

图文
袁隆平院士的牛年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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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1 月 31 日，北京佑安医院支援河
北核酸检测医疗队圆满完成任务回到
北京。20名队员历经21天日夜奋战，
顺利完成总计 1.8 万支标本，近 14 万
人次的核酸筛查检测。

图为大家用鲜花和掌声迎接英雄
的凯旋。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致敬英雄

凯旋归来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2 月 1 日出版

的第 3 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

章《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

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文章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更好推进知识产权保

护工作。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关系高质量发展，关系

人民生活幸福，关系国家对外开放大局，关系

国家安全。

文章指出，我国知识产权事业不断发展，

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知识产权发展之路，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知识产

权法规制度体系和保护体系不断健全、保护

力度不断加强，全社会尊重和保护知识产权

意识明显提升，对激励创新、打造品牌、规范

市场秩序、扩大对外开放发挥了重要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不足。

文章指出，当前，我国正在从知识产权引

进大国向知识产权创造大国转变，知识产权工

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高质量转变。我们必

须从国家战略高度和进入新发展阶段要求出

发，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促进建设现代

化经济体系，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

发展格局。第一，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顶层

设计。第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工作法治化水

平。第三，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第四，深

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体制机制改革。第五，统

筹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国际合作和竞争。第六，

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家安全。

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落实责任，

强化知识产权工作相关协调机制，重视知识

产权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工作合力。各级领

导干部要增强知识产权意识，增强新形势下

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本领，推动我国知

识产权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全面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激发创新活力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

新华社北京 1 月 31 日电 1 月 31 日，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致电阮富仲，祝贺他当

选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

习近平在贺电中说，欣悉你当选越南共

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我谨代表中国共产

党中央委员会，并以我个人名义，向你并通过

你向越南共产党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表示热

烈祝贺。

越共十二大以来，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

志为首的越共中央坚强领导下，越南共产党

加强党的建设，带领越南人民在社会主义建

设和革新事业中取得一系列成就。越共十三

大成功召开，开启了越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新征程。我相信，在以阮富仲总书记同志

为首的新一届越共中央领导下，越南党和国

家各项事业将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中越两国是社会主义友好邻邦，是具有

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我十分珍视中越两

党两国关系，愿同阮富仲总书记同志一道，加

强战略沟通，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各领域交流

合作，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共同引领中越全面

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两

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推动地区与世界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作出积极贡献。

衷心祝愿你在崇高的岗位上取得新的

成就！

习近平致电祝贺阮富仲当选越共中央总书记

拾阶而上，穿越百年。2021 年 1 月 31 日，

年仅 22 岁的讲解员小严带领科技日报记者登

上 63 米高的二七纪念塔，去聆听这片血染土

地上的英雄史诗，感受一个民族不屈的灵魂

脉动。

“二七塔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之

塔。”随行的中共郑州市委党史研究室朱建新

告诉记者，“二七大罢工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点，是近代以来中

国工人阶级作为新兴社会力量首次登上政治

舞台。”

二七大罢工是党领导
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说到郑州，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二七纪念

塔，以及二七广场、二七纪念堂、二七路等具

有鲜明时代印记的建筑物和地名。

在 1905 年前，那里还是一片菜地。

随着 1904 年卢汉铁路中段郑县业务站的

建成，1906 年、1914 年卢汉铁路和陇海铁路开

封—洛阳段的先后通车，小小一个郑县成了

全国的交通枢纽。

盘踞在京汉线上的吴佩孚，以欺诈、胁迫

等手段对工人进行残酷压榨。工人们发出了

“军阀刀鞭沾满血，工人何时能出头”的愤怒

呐喊。

1920 年 10 月 ，北 京 共 产 主 义 小 组 一 成

立，即在京汉路开展工人运动。李大钊也两

次来到郑州，给工人夜校讲课，播撒革命火

种。1922 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已建起 16 个分

工会，经过长辛店、郑州 3 次筹备会议，认为建

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 1923 年 2 月 1

日在郑州举行成立大会。

但是，1 月 28 日，吴佩孚突然电令，禁止

铁路工人举行大会。大家无比愤怒，纷纷要

求冲破一切阻力，宁愿牺牲，也要按时召开成

立大会。

二七大罢工有力地反
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

离二七塔不远的钱塘里路中段“二七纪

念堂”所在地，当时是专演京戏的“普乐园戏

院”。

就是在这里，1923 年 2 月 1 日清晨，京汉

铁路各站区及兄弟铁路的代表 430 多人和郑

州铁路工人 1000 多人，高举红旗，胸佩总工会

会员证章，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

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向普乐园会场进

发。工人代表们冒着军警的层层阻拦，冲进

普乐园会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高斌飞步跳

上讲台，大声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话

音刚落，会场已被军警包围，会议代表很快被

驱散。

当晚，总工会秘密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把

总工会临时办公地址迁到汉口江岸，并在 2 月

4 日进行全路总罢工。

4 日上午 9 时，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共产

党员高斌下达罢工命令，拉响三个汽笛，拉开

了大罢工序幕。10 时，江岸罢工委员会宣布

罢工；11 时，长辛店罢工委员会宣布罢工。全

路 3 万多名工人团结战斗，不到 3 小时，千里

京汉线如同断了脊骨的长蛇，僵死在由南到

北的中国大地上⋯⋯

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名军警，实行大规模

镇 压 。 5 日 ，高 斌 等 人 在 郑 州 被 捕 ，被 严 刑

拷 打 后 牺 牲 。 7 日 ，江 汉 分 会 委 员 长 、共 产

党 员 林 祥 谦 被 捕 。 当 夜 ，天 降大雪，林祥谦

被绑在江岸车站站台的木桩上，英勇就义，时

年 31 岁。

京汉铁路总工会与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法

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在 7 日被捕，15 日被

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年仅 34 岁。

52 位同志牺牲，300 多人负重伤，1000 多

人被开除⋯⋯短短几天，工人的鲜血染红了

京汉路。

一年后，1924 年 2 月 7 日，全国铁路总工

会正式成立，郑州分工会也得到恢复。汪胜

友被选为郑州分工会委员长，司文德被选为

工人总代表。 （下转第三版）

二七大罢工，党领导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瑜）1 月 30 日，华

龙一号全球首堆——中核集团福建福清核

电 5 号机组投入商业运行，标志着我国在

三代核电技术领域跻身世界前列，成为继

美国、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之后真正掌握自

主三代核电技术的国家，核电技术水平和

综合实力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向建设核工

业强国迈出坚实一步。

中核集团华龙一号是我国在 30 余年

核电科研、设计、制造、建设和运行经验基

础上，研发设计的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的三代核电技术。

中 核 集 团 党 组 书 记 、董 事 长 余 剑 锋

表 示 ，我 国 核 工 业 正 处 在 重 要 的 战 略 机

遇 期 ，中 核 集 团 将 始 终 牢 记 强 核 强 国 的

历史使命，推动核工业安全发展、创新发

展 ，加 快 华 龙 一 号 批 量 化 建 设 和 后 续 机

型 研 发 ，着 力 推 动 自 主 三 代 核 电 华 龙 一

号“走出去”，为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实现

“碳 达 峰 ”“碳 中 和 ”战 略 目 标 ，加 快 构 建

以 国 内 大 循 环 为 主 体 、国 内 国 际 双 循 环

相 互 促 进 的 新 发 展 格 局 提 供 关 键 动 能 ，

为 加 快 建 设 核 工 业 强 国 、全 面 建 设 社 会

主 义 现 代 化 国 家 、实 现 中 华 民 族 伟 大 复

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自开工以来，始终

按照计划推进。上万名核工业建设者常年

奋战在项目施工现场，5300 多家设备制造

企业联合攻关，为华龙一号的建成投运提

供了重要保障。

作为中国高端制造业走向世界的“国

家名片”，华龙一号是当前核电市场上接受

度最高的三代核电机型之一，设计寿命为

60 年，反应堆采用 177 堆芯设计，堆芯设计

换料周期 18 个月，创新采用“能动和非能

动”相结合安全系统及双层安全壳等技术，

在安全性上满足国际最高安全标准要求。

华龙一号首堆所有核心设备均已实现国

产，所有设备国产化率达 88%，完全具备批

量化建设能力。

据 了 解 ，华 龙 一 号 每 台 机 组 装 机 容

量 116.1 万千瓦，每年发电近 100 亿度，能

够 满 足 中 等 发 达 国 家 100 万 人 口 的 年 度

生 产 和 生 活 用 电 需 求 ；同 时 相 当 于 每 年

减 少 标 准 煤 消 耗 312 万 吨 、减 少 二 氧 化

碳 排 放 816 万 吨 ，相 当 于 植 树 造 林 7000

多万棵。

华龙一号全球首堆投入商业运行
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跻身世界前列

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交汇的历史

方位，北京 2022 年冬奥会、冬残奥会坐标独

特，世界瞩目。

申办和举办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的重大战略

性部署。统揽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北京冬奥会是我国重要历史节点的重大标

志性活动，是展现国家形象、促进国家发展、

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契机。”

历史节点，历史使命。这将是中国首次

举办冬奥会、冬残奥会，北京也将成为全球首

个举办夏季、冬季奥运会的双奥之城。

距北京冬奥会还有一年多。纵观国内，

在习近平总书记“绿色、共享、开放、廉洁”的

办奥理念指引下，冬奥筹办和疫情防控统筹

进行，群众的获得感不断增强，冬奥健儿为全

项目参赛积极备战，“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

带动全民健康迈向全面小康，冬奥梦正在汇

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中；放眼国际，在世界动

荡变革之际，北京冬奥会将以全球共通的体

育语言和体育精神，为人类携手抗击疫情照

亮前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最

恰如其分的舞台。

历史节点 历史使命

2015 年 7 月 31 日，马来西亚吉隆坡。

在国际奥委会投票表决 2022 年冬奥会举

办权归属前，习近平主席浑厚有力的声音通

过视频响彻会场：“中国人民期盼和等待着这

次机会。我相信，如果各位选择北京，中国人

民一定能在北京为世界奉献一届精彩、非凡、

卓越的冬奥会！”

这是最坚定的支持，最庄严的承诺。

“北京！”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话音刚落，

会场沸腾了，中国沸腾了！这将是 14 亿中国

人第一次拥抱奥林匹克的冰雪圣火。

国 际 奥 委 会 委 托 的 第 三 方 公 司 调 查 显

示，北京申冬奥在中国国内拥有 90%以上的

支持率，而在两个举办地北京和张家口，民意

支持率分别高达 92%以上和 99%，在历届冬奥

申办城市中绝无仅有。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民心，

谋大局。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

的中华民族，在新时代的历史坐标上点燃冰

雪运动火炬的意义，绝不限于冬奥会本身。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举办北京冬奥会、

冬残奥会来之不易、意义重大，同实现‘两个

一百年’奋斗目标高度契合。”

历史惊人的巧合。2022 年恰在实现第一

个百年奋斗目标基础上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

标迈进之时，北京冬奥会将凝聚更强大的民

族自信，见证并助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又一段新征程。

冬奥梦交汇中国梦。冬奥竞技舞台具有凝

心聚气的强大感召力。为国争光的爱国主义、

敢于争先的拼搏精神、扬我国威的民族自信，这

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源泉。

2014 年 2 月，在中国正式申办 2022 年冬奥

会 3 个月后，习近平主席应俄罗斯总统普京邀

请赴俄出席索契冬奥会开幕式。在索契，习近

平主席在 43 个小时里的 12 场双、多边活动中，

不忘为申冬奥做工作。他对巴赫说：“在中国，

冰雪运动不进山海关。如果冰雪项目能在关

内推广，预计可以带动两三亿人参与，由此点

燃中国冰雪运动的火炬。”巴赫等为此动容。

这无疑为北京申办成功起到了关键性推

动作用。2019 年 1 月，巴赫在考察北京冬奥

会 3 个赛区时说，习主席的贡献怎么评价都不

为过。“推动两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这将是

世界冰雪运动的巨大变革。”

（下转第二版）

点 燃 冰 雪 运 动 的 火 炬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心北京 2022年冬奥会、冬残奥会筹办纪实

科技日报讯 （记者王春）表界面结构是

决定纳米材料性能的关键因素。但这个界面

是活性的，如何对其进行调控是当今科学界

的一大挑战。

经过近 5年的研究，浙江大学、中科院上海

高等研究院、丹麦科技大学的研究团队合作，利

用环境透射电子显微镜的原位表征和第一性原

理计算，提出并首次实现了界面活性位点的原

子级别精准原位调控。这对如何从机制出发自

下而上的实现材料、器件结构和功能的精准调

控和设计有着重要意义。该项成果于 1月 29日

在线刊登在国际权威杂志《科学》上。

负载在二氧化钛表面的金颗粒是将一氧化

碳转化为二氧化碳的重要催化剂，也是工业催

化研究中的常见组合。浙江大学依托其擅长的

原位环境电镜开展催化反应实验，通过原子层

面的原位表征，首次发现两大现象：一是看到催

化反应时金颗粒发生外延转动，首次通过可视

化实验直观证明了活性位点位于界面。二是发

现停止通入一氧化碳催化时，金颗粒又神奇地

转回到原来的位置。这次看到的催化剂旋转现

象，通常被人们认为是不可能发生的现象。

是什么化“不可能”成为“可能”？中科院

上海高等研究院理论团队根据实验结果首先

大胆猜测诱导颗粒转动的“元凶”是界面吸附

的氧并就此推测进行了一系列的第一性原理

及纳米尺度热力学计算。结果显示，界面缺

氧状态下的颗粒与二氧化钛载体紧密结合的

同时丧失了一定的吸氧能力，转动了一个小

的角度之后的颗粒界面则能提供多且好的吸

附氧活性位点。为了能更好地与吸附氧相结

合，适应高氧环境，颗粒转动由此发生。而在

界面氧被活化与一氧化碳反应之后，颗粒又

回到了原有位置以便与载体紧密结合。

“最近十多年的原位研究显示，纳米固体

晶体材料远没有大家想得那么‘硬’，而是更

像橡皮泥一样具有很强的原位可塑性。”科研

人员解释说。科研团队由此进一步提出了通

过改变反应环境来精确调控界面的设计思

路，并最终在原位电镜实验中得以实现。

我科学家实现纳米材料界面的原位精准原子级调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