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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陆成宽

春节期间，中国科技馆首次推出
“牛年话牛”专题展览。该展览分为“牛
身探秘”“史海寻牛”“想象与牛”“牛年
的事”4 个板块，通过图文展示、音视
频、模型与实物等技术和手段，综合呈
现与牛相关的趣味知识、历史典故、民
俗作品等精彩内容。

图为观众在观看展览。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科普大餐

牛年话牛

◎本报记者 刘 昊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新华社北京2月17日电 （记者白瀛）由

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制

作的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

的典故》（第二季）将于 18日起在央视综合频

道播出。节目涵盖党员领导干部党性修养、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新发展理念、中国梦

等四个方面。

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介绍，第二季节目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遵循，突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解读

习近平总书记最新重要讲话、文章、谈话中

所引用古代典籍和经典名句折射出的内涵

和文化价值，以创新手法展现习近平总书记

新时代领路人、人民勤务员的领袖风范和为

民情怀。

12 集节目分别以“我将无我 不负人民”

“胜寸心者胜苍穹”“留取丹心照汗青”“为官

避事平生耻”“愿得此身长报国”“一言为重

百金轻”“自强不息日日新”“万物并育而不

相害”“百花齐放春满园”“不畏浮云遮望眼”

“敢教日月换新天”“直挂云帆济沧海”为题，

聚焦初心、信仰、忠诚、担当、爱国、诚信、创

新、绿色、共享、自信、奋斗、梦想等话题。

据介绍，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原声短片、

经典释义、思想解读、互动访谈、经典诵读

五个环节，构建起古今相通、情景交融、深

入 浅 出 的 思 想 启 迪 和 真 挚 情 感 传 递的平

台，由七位主讲人和五位释义人，讲解习近

平总书记引用典故的出处背景、历史故事和

现实意义。

特别节目《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第二季）将播

在全国人民庆祝新春佳节之际，我国加

速器建设传来喜讯！

2 月 14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

研究所获悉，该所独立自主研制的加速器驱

动次临界系统（ADS）超导直线加速器样机在

国际上首次实现束流强度 10毫安连续波质子

束 176 千瓦运行指标，并于 12 日凌晨 2 时 20

分，实现 10毫安束流稳定运行。事实上，采用

全超导直线加速器加速 5 毫安以上连续波质

子束此前从未在国际上被验证或实现。

ADS 实际上是加速器和反应堆的“结合

体”，可将乏燃料中那些半衰期高达数十万年

的放射性废物变成几百年的短寿命废物，将短

寿命废物变成裂变产物，并在此过程中发电。

射频超导强流高功率质子直线加速器是

ADS 三大关键系统之一。实现 10 毫安连续

波强流高功率质子束稳定加速是国际上近 20

多年来投入巨资建设并长期追求的目标，无

论物理上还是技术上都存在前所未有的巨大

挑战。

2011 年，中科院提出了我国 ADS 发展路

线图：第一阶段为原理验证阶段，即建立加速

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第二阶段为技术验证

阶段，即要建立加速器驱动嬗变示范装置；第

三阶段为工业推广阶段。

同年，中科院启动战略性先导专项（A

类）“未来先进核裂变能——ADS嬗变系统”，

旨在通过 3 个阶段的研发，自主发展 ADS 从

试验装置到示范装置的全部核心技术和系统

集成技术。近代物理所自接到研发强流高功

率质子超导直线加速器这一重大任务开始，

10多年来埋头攻关，自立自强，始终坚持关键

核心技术自主创新。

研究团队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世界纪录：

2014 年实现了射频四极加速器 10 毫安连续

波质子束稳定运行，国际评审专家评价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2015 年完成 5 兆电子伏、3 毫

安质子超导直线加速器研制和测试；2016 年

完成 10 兆电子伏、2 毫安质子超导直线加速

器研制；2017 年 25 兆电子伏质子超导直线加

速器通过专家测试和验收，在财政部的绩效

评估中名列第一。

ADS 先导专项验收后，虽然保障条件有

限，近代物理研究所仍然克服多方面困难，继

续开展连续波高功率束流稳定运行技术研

究。2019 年 1 月，实现了 30 千瓦连续波质子

束功率大于 100 小时长时间稳定运行这一重

要阶段性成果；2021 年 1 月再次取得突破性

进展，连续波质子束最大束流强度达到 5.6毫

安、最大束流功率达到 110.9 千瓦，具备了百

千瓦连续波束流运行的能力。

春节前，研究团队也并未松懈，仍然奋战

在科研一线上，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终于在

大年三十凌晨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 10毫安连

续波质子束加速，并在大年初一实现 10 毫安

下的束流快速恢复和稳定运行，功率达到 176

千瓦，供束可用性达到 90%以上，再次刷新由

他们团队自己创造的连续波质子束流强度和

束流功率世界纪录。

当前，ADS 超导直线加速器样机的连续

波束流强度和功率均远超国际同类装置。此

次 ADS 超导直线加速器样机成功加速 10 毫

安连续波质子束流，必将为我国在建的国家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和加速

器驱动嬗变研究装置提供坚强支撑，同时验

证了未来 ADS 商用装置束流强度 10 毫安指

标的可行性，为我国未来在国际上率先建设

ADS商用装置和加速器驱动的先进核裂变能

装置奠定基础。

这次重大突破首次验证了全超导直线加

速器可以稳定加速 5—10 毫安连续波质子束

这一国际加速器领域长期追求的目标，为国

际上同类强流高功率加速器装置建设及其一

系列重大应用提供了成功先例。

数十兆瓦的高功率连续波质子超导加速

器是核废料嬗变处理、稀有同位素生产、高通

量中子源等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

在射频超导加速器建设和高功率稳定运行上

不断取得的突破，奠定了核废料嬗变处理和

新元素合成研究的基础，也将助力我国医用

放射性同位素的规模量产。

我国强流高功率质子加速器研制再创世界纪录

在百色起义纪念馆前广场的邓小平雕塑

前，朱毅仔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神情

庄重地留下了合影。

“百色起义是我们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

今年是建党 100周年，我们到这里接受教育就

是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跟党走。”春节

前夕，前来百色起义纪念馆参观、有着 30多年

党龄的广州养老服务产业协会党支部书记朱

毅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90 多年前，我们的党开启独立领导武装

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征程。南昌起义、秋

收起义、广州起义相继受挫，但并未动摇共产

党人的信念。

1929 年 12 月 11 日和 1930 年 2 月 1 日，邓

小平等无产阶级革命家先后在广西领导了百

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建立了红七军、红八军和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在祖国南疆竖起了一面

“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旗帜，在中国革命史

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红旗在百色城冉冉升
起，右江革命根据地全国
瞩目

百色城区解放步行街，人潮涌动。在老街

的南边，有一幢具有岭南建筑艺术风格的砖木

结构古建筑——粤东会馆，这里是百色起义指

挥部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旧址。

步入前大殿，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陈

豪人、雷经天、韦拔群等百色起义主要领导成

员围坐在桌前，塑像栩栩如生。

“这是百色起义决策会议的场景复原，此

次会议是部队进驻百色城之后召开的第一次

关键会议，商讨和布置了百色起义的准备工

作。”红七军军部旧址讲解员黄立芳说。

时光回到 90 多年前，大革命失败，广西

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破

坏，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迫转入了地下继

续斗争。

1929 年春夏，蒋桂军阀混战给广西革命

发展带来了新契机。9月上旬，受中共中央派

遣，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化名邓斌，

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来到广西省会南宁，

领导广西党组织开展统战和兵运斗争。

1929 年 10 月，因南宁的形势紧张，广西

党组织果断决定将部队开赴农民运动基础较

好的左江和右江地区，广泛宣传发动群众，武

装工农，发展党组织，整顿改造部队，围歼反

动武装，制定纲领。

右江两岸，一股强有力的革命力量蓄势待

发。1929年 11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有关指示，

中共广西前委决定于12月11日宣布起义。

1929年 12月 11日，正值广州起义两周年

纪念日，当太阳刚刚上山，伴随着嘹亮的《国

际歌》歌声，一面镶有斧头镰刀的红旗在百色

城冉冉升起。“中国共产党万岁！”“红军万

岁！”起义现场，群情激昂。

百色起义后，在红七军的帮助下，右江苏

区先后建立 16 个县级革命政权。“在全国革

命形势处于低潮的情况下，右江根据地红旗

漫卷，风雷激荡，成为全国瞩目的农村革命

根据地之一。”百色起义纪念馆研究馆员麻

高介绍说。 （下转第二版）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红旗漫卷 风雷激荡

2 月 1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

发表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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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文章。此

前，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强我国知识产权

保护工作和国家安全举行第二十五和第二十

六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

讲话。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文章和重要讲话

中深刻指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关系国家安

全。这不仅将知识产权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

度，且释放出重要信号：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

安全的重要屏障，只有严格保护知识产权，才

能有效应对重大国际国内风险挑战，才能保

证我国国家安全、经济安全。

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要
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确
保实现发展和安全的动态
平衡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统筹发展和安

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

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坚持总体国家安

全观，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的重要内容。重点在“总体”，突出“大安

全”理念，涵盖政治、军事、国土、经济、文化等

诸多领域的安全，渗透至各层面，且将持续随

社会发展不断拓展。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知识产权对外转让

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百年未有之大变

局下，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两者间的关联比

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紧密都重要。在全球化时

代，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是各国合作与竞争的

焦点，也是知识产权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战略

连接点。深度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

的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维护知识产权领域国

家安全，守住知识产权对外转让的“国门”，对

于一国确保优势地位、实现多维打击至关重

要。在进行知识产权对外转让时，务必要以

国家安全为前提。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我国知识产权使用

费出口额为 74.7亿美元。在知识产权转让过

程中，若未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核心知识产权

转让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和管理，极可能因知

识产权缺乏保护使国家安全陷入风险，导致

受制于人的被动局面，甚至丧失特定领域的

自主发展主动权，造成重大损失。因此，依法

管理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权对外转让行

为，培育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优势，

汇集知识产权保护的强大动能，必将汇聚起

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势能。

知识产权捍卫关键核
心技术研发与保护，确保
国家安全自主可控

国土安全是立国之基，军事安全是强国

之本，知识产权为二者都构筑起坚强屏障。

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将安全保卫能力提升至新的层级；在弹药研

究、探月工程、军用大型运输机、高分辨率对

地观测等项目研发中，知识产权有效地为技

术开发和研制起到可靠信息情报支撑和保驾

护航作用。 （下转第二版）

知识产权保护是国家安全重要屏障

牛年春晚，主持人将几位特殊的嘉宾

请上了舞台。

在特别节目《向祖国报告》中，来自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的 4 位航天总师，分

别代表探月、载人、北斗、探火四大工程向

全国人民拜年。他们的话语简单、朴实，但

背后有哪些故事你知道吗？

嫦娥五号探测器系统总
指挥、总设计师杨孟飞：

未来中国人必将探
索更远的太空！

2020 年 12 月 18 日，嫦娥五号返回器

携带月球样品安全返回地球。国家航天局

副局长、探月工程副总指挥吴艳华说，嫦娥

五号任务创造了五项“中国首次”：一是在

地外天体的采样与封装；二是地外天体上

点火起飞、精准入轨；三是月球轨道无人交

会对接和样品转移；四是携带月球样品以

近第二宇宙速度再入返回；五是建立我国

月球样品的存储、分析和研究系统。

至此，中国探月工程共实施了从嫦娥

一号到嫦娥五号，以及嫦娥五号飞行试验

器共 6次飞行任务，全部取得圆满成功。

以嫦娥五号任务圆满成功为起点，我

国探月工程四期和行星探测工程将接续实

施。后续，嫦娥六号、七号、八号任务，以及

小行星探测、火星取样返回、木星系探测等

工程任务将按计划陆续实施。

载人航天工程副总设计
师、神舟飞船系统总设计师
张柏楠：

未来神舟飞船将为
我们探索太空提供更强
大的保障！

1999 年 11 月 20 日，神舟一号无人实

验飞船从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升空，飞行 21

小时后顺利返回地面。

鲜为人知的是，这位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的“先锋官”，竟是由地面试验用的电性

能测试飞船临时改装而成。

不过，神舟飞船从设计之初，就站在了

更高起点上。相比苏美早期载人飞船的两

舱设计，神舟飞船采用由轨道舱、返回舱、

推进舱组成的三舱设计，增加的轨道舱是

航天员在太空里的生活和工作空间，返回

地面之前将其分离，以减小座舱尺寸。

目前，我国共发射 11 艘神舟飞船，其

中 6 艘共护送 11 名航天员遨游太空，任务

全部取得成功。

随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建

设阶段，神舟飞船也将迎来新的任务。目

前，神舟十二号和神舟十三号飞船正在进

行总装测试，将于 2021 年执行两次载人航

天飞行任务。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工程
副总设计师、北斗三号卫星
首席总设计师谢军：

北斗三号卫星已实
现全球组网、实现核心器
部件国产化率百分百！

2020 年 7 月 31 日，中国向全世界郑重

宣告，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开启了高质量服务全

球、造福人类的崭新篇章。

中国北斗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站在了

我国用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第一梯队”。

作为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北斗在建

设初期，曾在部分技术上遭遇“卡脖子”的

困窘，但北斗人立足于自主可控的初心始

终未变。

原子钟是导航卫星的“心脏”，我国曾

希望与欧洲合作对此项技术开展攻关，遭

到拒绝。

如今的北斗系统，已经采用了新型氢

原子钟、甚高精度星载铷钟以及原子钟的

无缝切换技术，这项突破让导航系统的时

频精度提高了一个数量级。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新闻发言人冉承其此

前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说，经过 400多家

单位、30余万名科技人员集智攻关，攻克了

星间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

心技术，突破500余种器部件国产化研制，实

现北斗三号卫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100%。

“天问一号”火星探测器
系统总设计师孙泽洲：

“天问一号”成功被
火星捕获！

2021年 2月 10日 19时 52分，中国首次

火星探测任务“天问一号”探测器实施近火

捕获制动，探测器顺利进入近火点高度约

400 千米、周期约 10 个地球日、倾角约 10

度的大椭圆环火轨道，成为我国第一颗人

造火星卫星，实现“绕、着、巡”第一步“绕”

的目标。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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