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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科学家精神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新华社记者 梅世雄 梅常伟
高玉娇

近日，由华熙美育主办的“牛劲十
足”主题作品展对公众展出。展览邀请
孩子以“牛”为主题进行创作，共展出作
品 118件，创作形式涵盖视频、架上艺
术、装置艺术等，展示孩子独特的创造
思维和艺术天赋，让观众体会、探索多
元的现代艺术形式。

图为观众参观以牛为主题的美术
作品。

本报记者 洪星摄

牛劲十足

新春纳福

◎实习记者 代小佩 刘蓉蓉
本报记者 寇 勇 滕继濮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今年是我们党建党100周年，是‘十四五’

开局之年，做好今年工作意义重大。”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即将来临之际，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视察空军航空兵某师，看望慰问部队官

兵，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

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民

兵预备役人员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祝福，在

全军部队引起强烈反响。

全军各部队采取专题学习、讨论交流等

形式，迅速掀起学习贯彻热潮。广大官兵表

示，一定牢记统帅关爱重托，坚决贯彻党中央

和中央军委决策部署，抓好常态化疫情防控，

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新

的起点上不断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以优异

成绩迎接建党 100周年。

抓好军事训练，不断
提高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

习主席在视察时强调，要贯彻落实中央

军委军事训练会议精神，结合空军部队实际，

大抓实战化军事训练，不断提高训练水平和

打赢能力。

现场聆听习主席重要讲话，空军航空兵

某师师长郭树兵和某飞行大队新飞行员胡泽

琳倍感光荣、备受鼓舞。郭树兵表示，要牢记

习主席嘱托，不断加强信息作战、联合作战、

全域作战能力，加快部队新质战斗力生成，努

力把部队锻造成为一支让党和人民放心的特

战劲旅。胡泽琳说，一定努力锤炼战斗本领

和飞行技能，争取又好又快完成改装，尽早成

为一名合格战斗员。

东北腹地，北部战区陆军某旅官兵风驰

电掣奔向战位，采集严寒条件下各类信息数

据，为实战化训练打牢基础。营长王庆宇说，

作为一线战斗员，坚决把习主席嘱托融入具

体岗位中，落实到战斗力提升上，坚持“岗位

就是战位、开机就是开战”，做无形战场的先

锋利刃。

“现代战争中，制信息权成为赢得战争胜

利的关键。”担负某战备执勤任务的第 80集团

军某旅一营开展夜间全员全装拉动演练，复

盘解决 6个方面 17个制约信息作战的潜在问

题。第 74 集团军“硬骨头六连”所在旅、第 80

集团军某旅、战略支援部队某部、北部战区海

军某驱逐舰支队齐齐哈尔舰等官兵表示，一

定加紧培养专业人才，加强针对性对抗性训

练，推动新质战斗力加速提升。

空降兵某旅组织实战背景下临机战备拉

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实施跨昼夜飞

行训练、火箭军某团围绕夜训课目展开专攻

精练……官兵们表示，坚决听从习主席号令，

端正训练作风，磨砺战斗意志，锤炼过硬本

领，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

抓好常态化疫情防
控，做好支援地方抗击疫
情准备
“当前，国外疫情形势依然严峻，我国疫

情防控工作依然繁重，特别是春节期间人员

流动和聚集增多，疫情传播风险增加。”习主

席指出，要毫不放松抓好部队常态化疫情防

控，做好支援地方抗击疫情准备，巩固和发展

我国疫情防控良好态势。 （下转第二版）

牢记统帅关爱重托 在新的起点上不断开创部队建设新局面
——习近平主席春节前夕视察看望空军航空兵某师在全军引起强烈反响

科技日报北京2月7日电 （记者陆成
宽）7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 获 悉 ，高 海 拔 宇 宙 线 观 测 站“ 拉 索 ”

（LHAASO）项目首篇科学论文在《中国物

理 C》正式发表，标志着“拉索”正式开启超

高能伽马辐射的发现之旅。

研究人员利用“拉索”的平方公里阵

列（KM2A）子阵列首批数据测量了标准

烛光——蟹状星云 10 TeV（万亿电子伏

特）以上的伽马射线辐射，由此检验了阵

列关键科学性能。研究结果显示，平方

公里阵列对蟹状星云超高能伽马辐射的

观测显著性超过了 14 倍标准偏差，大幅

超过此前的实验结果，表明“拉索”已经

成为国际上最灵敏的超高能伽马射线探

测装置。

平方公里阵列由 5195 台地面闪烁体

探测器和 1188 台地下缪子探测器组成，主

体工程于 2017 年 11 月开始建设，2019 年

12 月底完成的二分之一规模平方公里阵

列在同类装置中已经成为全球最灵敏的，

及时投入了科学观测，刚刚发表的研究成

果就是基于二分之一规模平方公里阵列前

5个月的数据完成。

研究详细介绍了平方公里阵列数据从

标定、重建、模拟到分析整个方法和流程，

并通过对蟹状星云的观测检验了阵列的角

分辨率、指向精度等关键科学性能，所测得

的能谱与其他实验的结果吻合，为利用平

方公里阵列开展伽马射线天文研究奠定了

重要基础。

“拉索”是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位

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 4410 米的海子山，针

对不同的科学目标，“拉索”设计了三个子

阵列，其中平方公里阵列覆盖“拉索”三个

主要科学目标中的两个，即超高能宇宙线

起源和宇宙线物理，主要测量 10 TeV 以

上伽马射线。

大科学工程“拉索”发表首篇科学论文

2 月 6 日，科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对外宣布，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已于 2 月 5

日依法批准公司旗下子公司北京科兴中维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兴中维）研

制的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苗在国内附条件

上市。

据 介 绍 ，该 疫 苗 的 相 关 注 册 资 料 自

2020 年 9 月开始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

品审评中心（CDE）滚动提交，截至 2021 年

2 月 4 日公司共计滚动提交四十余次。在

获得疫苗保护效力结果后，科兴中维按国

家药监局的要求形成正式的Ⅲ期临床研究

医学报告提交 CDE，并于 2 月 3 日提出附条

件上市申请。

已在多国开展接种

经过了严格的动物实验和Ⅰ、Ⅱ期临床

研究，该疫苗目前在国内已完成 18 岁以上成

人和老人Ⅰ/Ⅱ期临床研究，3—17 岁未成年

人临床试验已完成全部受试者入组，国内受

试者人数超过 2200 人，结果显示疫苗对各年

龄人群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科兴中维于 2020年 7月 21日起陆续选择

在南美洲的巴西、智利，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

和中东的土耳其这四个处于不同地域、各具

特点的国家开展Ⅲ期临床研究，总入组人数

达 2.5 万人。截至 2020 年 12 月 16 日，巴西Ⅲ

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该疫苗对住院、重症及

死亡病例的保护效力为 100.00%，对有明显症

状且需要医疗干预的新冠病例的保护效力为

83.70%，对包括不需医疗干预的轻症病例在

内的所有新冠病例保护效力为 50.65%。土耳

其Ⅲ期临床试验数据显示，疫苗保护效力为

91.25%。

2020 年 6 月该疫苗在中国率先获批紧急

使用，并自 7月开始陆续在国内针对特定人群

开展紧急使用。2021 年 1 月以来，印度尼西

亚、土耳其、巴西、智利、哥伦比亚、乌拉圭和

老挝等国也陆续批准了当地的紧急使用，目

前多个国家针对医务人员、老年人等高危人

群已经陆续开展疫苗的接种工作。相关国家

均认可科兴中维现有临床研究结果，认为该

疫苗对于减少 COVID-19导致的就医、住院、

重症及死亡有明显作用，对疫情防控具有重

要意义。

本次获得附条件批准上市是基于该疫苗

在境外进行的Ⅲ期临床保护效力试验两个月

的结果，暂未获得最终分析数据，有效性和安

全性结果尚待进一步最终确证。

产能将达到10亿剂

科兴控股董事长、总裁兼 CEO 尹卫东表

示，科兴中维研制的克尔来福®在国内获批

附条件上市标志着持续一年的“克冠行动”取

得了巨大的进展。期盼早日提供更多安全、

有效的疫苗，通过提高疫苗接种率最终控制

疾病。

据介绍，科兴中维的新冠疫苗生产质量

管理体系已通过中国、巴西、印度尼西亚、智

利等多国的 GMP 检查，上百批次的规模化生

产证明疫苗生产过程可控、质量可靠。已经

投入使用的第一条新冠疫苗原液生产线年生

产能力可达 5亿剂。目前，第二条原液生产线

已完成建设，预计今年 2 月份投入使用后，年

生产能力将提高到 10亿剂以上。

我国又一新冠疫苗在国内附条件上市

江西南昌中山路上，车水马龙，人声鼎

沸。位于中山路 380 号的一栋灰色大楼内

却颇为静谧。

这座楼建于 1924 年，是当时南昌第一

高的建筑，曰“江西大旅社”，现为南昌八一

起 义 纪 念 馆 。 记 者 步 入 楼 内 眼 见 有 一 天

井 ，96 间 客 房 绕 天 井 排 列 ，呈“ 回 ”字 形 格

局。旅社还设有喜庆礼堂、中西餐厅和茶

楼等。

1927 年，发生在这里的故事，被永远写

进历史。

打响第一枪 燃起革命希望

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中，墙壁上的

一组数据引起人们驻足凝望：1927 年 3 月至

1928 年上半年，被杀害的共产党员和革命

群众 31 万多人。

1927 年春夏，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集团、

汪精卫集团相继背叛革命，血腥屠杀共产

党人和革命群众。

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并没有被大

屠杀所吓倒。他们爬起来，揩净血迹，掩埋

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了。

1927 年 7 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极端危急

的情况下，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

昌集中，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

不久之后，贺龙的“第一师”租下了整个

江西大旅社，周恩来、叶挺、朱德等人陆续抵

达。喜庆礼堂成了革命军队的会议室，客房

变成官兵的住处和工作场所，谋划起义、商讨

标语……一场起义紧张地酝酿着。

大旅社变成起义总指挥部。1927 年 7

月底，中共中央指定周恩来、李立三、恽代

英、彭湃组成中共前敌委员会，组织领导南

昌起义。

1927 年 8 月 1 日，在以周恩来为书记的

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

伯承等人率领党所掌握和影响下的军队两

万多人，在南昌城头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

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经过 4 个多小时激烈战斗，起义军歼敌

3000 余人，缴获机枪 800 余挺、步枪 5000 余

支、子弹 70 万余发。

2017 年 8 月 1 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

人民解放军建军 90 周年大会上指出：

“南昌城头的枪声，像划破夜空的一道

闪电，使中国人民在黑暗中看到了革命的

希望，在逆境中看到了奋起的力量。南昌

起义连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其他许

多地区的武装起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

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的开端，开

启了中国革命新纪元。”

（下转第二版）

南昌起义：在危难中毅然奋起 于硝烟中凝聚伟力

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

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让多边主义的火炬照亮人类前行之路——在世界
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会上的特别致辞》单行本出版

2月 4日，国际期刊《细胞》发表了一项

罕有的联盟研究成果：40 多个中国科学家

团队通过数据的合作共享，对新冠病毒进

行了疫情以来最彻底的“大起底”，多项结

论刷新人类既往认知。

196 个新冠肺炎病人、284 个样本、近

150 万个细胞、与新冠病毒相关的 25TB 数

据，体量和 5 万部高品质电影相当。“从病

人数、样本数、细胞量上来讲，联盟的研究

都是目前世界之最。”“新冠肺炎单细胞研

究中国联盟”发起人之一、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张泽民对科技日报记者讲道，

起初并没想到会得到学界的积极响应，毕

竟要毫无保留地贡献数据，但事实上整个

过程非常顺利。

疫情是“军令”，科学
家“有令必行”

同仇敌忾！张泽民用这个词形容了联

盟邀约发出时各研究团队给他的感觉。

“疫情很紧迫，大家都朝着解决疫情的

这个目标铆着一股劲。”张泽民说，没人考

虑“小我”。

“过去这种宝贵的资源和数据是先发文

章为主，然后才愿意共享。”中国科学院生物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晓群说，而当面向国家

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大家想的是

赶快把数据共享出来，分析到底怎么回事，

加快临床上对新冠肺炎病人的救治。

“当时就感觉这个研究太重要了，要积

极支持，在群里大家都特别配合。”中国医

学科学院血液病医院（中国医学科学院血

液学研究所）所院长程涛教授回忆，一切水

到渠成。

疫情就是“军令”。联盟里有院士团

队、有长江学者团队，都是我国独当一面的

顶尖团队，但一听到共同应对疫情的邀约，

他们毫不犹豫。

“抗击疫情，这些数据是人类共同的资

源。”程涛道出了很多学者的心声：团队很

早就把分析好的数据全部传给了北大，相

信在更大维度的挖掘中，肯定会得到更多

对疫情有益的结果。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院长

金荣华直接对张泽民说，“你们分析还缺哪

方面数据，缺什么告诉我们，马上就重新安

排实验并进行分析补充。”

联盟中，不分院士、院长，只有“战友”，

抗击疫情是他们共同的责任——倾囊贡献

数据、发挥专长、不计得失、找准位置，陆军

军医大学卞修武院士团队甘愿“做辅助”从

事验证试验、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王红阳

院士团队主动“打策应”为数据分析提供专

业建议……

求真是“使命”，真知
当经得起“回头看”

新冠肺炎疫情来得突然，一年来，对于

它的认知的每一点进展都会在重磅期刊上

得到展现。

“不少工作为了第一时间把信息传递

出去，内容锤炼不够，主要表现在规模小，

稳定性差。”张泽民说，应急研究也应该经

得起“回头看”。

“如果不合作，全面揭示规律的工作最

起码三四年以后了。”王晓群说，不计得失

的合作覆盖了各种维度的数据，能用最快

速度结束当前各自“瞎子摸象”的状态。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面广，是一个紧迫

又庞大的课题。”张泽民说，科研的“求真”

精神让大家走出小格局，将信息孤岛融合

起来。

为了共同的使命，个人署名、单位利

益、经费投入一时间变得不再重要。

“北大—清华生命联合中心的计算平

台解决了我们的问题，不仅给我们免费使

用，还设为资源使用的最高优先级。”张泽

民说，全部团队共同努力，才让人类更加靠

近新冠病毒致病的真相。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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