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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院士入党心声

——王应睐

1945年已在英国维生素研究领域展露锋芒的他，拒绝了导
师的再三挽留，毅然回到百废待兴的祖国。回国后他大显身手，
活跃在酶和代谢等领域，在植酸酶等方面取得了创造性的成果。
抗美援朝时期，他以科研为武器，为最可爱的人解决了干粮脂肪
氧化的问题。他就是生物化学家、中国近代生物化学科研事业的
主要奠基人王应睐。扫描二维码，聆听王应睐的入党誓言。

最新发现与创新

总第11939期SCIENCE AND TECHNOLOGY DAILY 国内统一刊号 CN11-0078 代号 1-97

2021年5月18日

星期二 今日8版

研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本报评论员

◎钱 勇

5月17日至19日，第28届中国国际健
康产业博览会在京举行。展会涵盖营养保
健、中医药健康、有机绿色食材、智慧医疗
等方面，集中展示智能科技、传统医药在健
康领域的最新应用和技术产品，打造医疗
健康领域的技术、学术交流平台。

右图 参展商展示的智能针灸机器人。
下图 参展商展示的负离子清洁发生

器。 本报记者 洪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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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总书记足迹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科技日报北京5月17日电（记者陆成宽）
5月17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新闻发布会获悉，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

拔宇宙线观测站“拉索”（LHAASO）在银河系

内发现 2个能量超过 1拍电子伏特（PeV，1000

万亿电子伏特）的光子，这2个超高能光子分别

来自天鹅座和蟹状星云，其中1个光子能量高

达 1.4PeV。这是人类迄今观测到的最高能量

光子，突破了人类对银河系粒子加速的传统认

知，开启了超高能伽马天文学的新时代。相关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自然》杂志。

“拉索”位于四川省稻城县海拔 4410 米

的海子山，是世界上最大的高海拔宇宙线观

测装置，目前尚在建设中。宇宙线是一种带

电粒子，在宇宙中以接近光速的速度飞行。

利用“拉索”已经建成的 1/2 规模探测装

置 11个月的观测数据，科学家发现了 12个稳

定伽马射线源，它们都具有超高能光子辐射，

并且都稳定地延伸到 PeV 附近，甚至“拉索”

还探测到迄今人类从未见过的 1.4PeV 的最

高能量伽马光子。

“这些发现表明银河系内普遍存在能够

将粒子加速至能量超过 1PeV的加速器，并不

存在一个过去预言的银河系宇宙线加速源能

量极限，打开了‘超高能伽马’这一高能天文

窗口。”中科院高能所研究员、“拉索”首席科

学家曹臻说。

此前，银河系内的宇宙线加速源存在能

量极限是个“常识”，过去预言的极限就在

1PeV附近，导致伽马射线能谱在 0.1PeV以上

有“截断”现象。“拉索”的发现完全突破了这

个“极限”，确定了银河系宇宙线加速源不存

在 PeV以下的加速极限。

突破“极限”！我科学家发现迄今最高能量光子

2020 年 3 月 30 日，在时隔 15 年之后，浙

江省安吉县天荒坪镇余村的乡亲们又一次迎

来了一位他们一直想念的老友。当日，习近

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余村考察调研。2005 年 8

月 15 日，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来到这

里调研时，首次作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科学论断，“两山”理念让这个普通的小

山村经历了美丽的蝶变。

乘坐五彩缤纷的皮划艇，穿过碧澄澄的

山林小溪，感受自然环境的静谧与律动……

初夏时节，余村的荷花山漂流基地，已吸引不

少游客前来体验。

“余村的好环境，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

子。”曾经挖矿多年，如今转型建起安吉县首

个皮划艇漂流旅游项目的胡加兴笑称。如今

守着绿水青山，凭一条漂流道、一家农家乐，

他的日子过得相当知足。

不只是余村，作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理论实践试点县，安吉以习近平生态文明

思想为指导，深入践行“两山”理念，凝聚起了

绿色发展的磅礴力量。

刚性约束，筑牢数字
监管防线

地处安吉县西部的赋石水库，被称为“浙

北第一库”，是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水质直

接影响到千家万户的饮用水安全。数年前，

随着安吉县旅游业的发展，库区周边村庄成

了网红打卡地，游客纷至沓来，留下的很多垃

圾破坏了库区环境。

“我们开发了生态保护红线监测预警与

智能监管系统。在赋石水库等重点保护区，

安装红外热成像仪、智能人脸车辆抓拍一体

机等，形成覆盖水陆空的监测预警硬件网

络。”湖州市生态环境局安吉分局生态保护科

科长胡彬说，当未注册人员或车辆进入赋石

水库周边区域，红外线语音系统就会自动识

别并提醒。“像这样的智能监管手段，遍及全

县各个生态保护区。”

上世纪80年代，因农田产粮有限，余村村民

通过炸山开矿办厂解决温饱问题，却引发诸多生

态矛盾。此后，走工业强县之路的安吉，也因过

度开发，曾被列为太湖水污染治理重点区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其中一项核心原则就是要用最严格

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制度创

新、强化制度执行，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

不可触碰的高压线。

如今，安吉县积极探索生态保护红线数

字监管模式，在招商引资项目准入审核中，通

过经纬度查询，可迅速对涉及地块与红线区

域进行对比认定，判断开发活动的合法性，杜

绝重蹈覆辙。

生态惠民，“两山”理
念转化行远至深
“3 月 22 日安吉白茶开采节，头采茶热度

颇高，当晚我们就忙了个通宵。”安吉县鲁家

村盈元农场负责人朱仁元认为，安吉白茶品

牌价值高，实质是得益于当地生态环境。

（下转第二版）

践行“两山”理念 浙江安吉生态发展“绿意”更浓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

位置，加强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全面领导，统

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工作，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指导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认识到实践都

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彰显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真理伟力和实践伟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

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

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

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十

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

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

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

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习近

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我们保持战略定力，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提供了方向指引和根本遵循。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

要求平衡处理好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社会发

展两者间的关系，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

优美生态环境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环境是其中的一个重

要方面。过去盼“温饱”、求“生存”，现在盼

“环保”、求“生态”。实践证明，生态环境保护

和经济发展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建设生

态文明、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不仅可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而且

可以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

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走出一条生

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

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斗目标实现之

后，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更加需要主动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

既要努力创造更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

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又要努力

为人民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

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然

要求牢牢把握以降碳为重点的战略方向，切

实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2020 年 9 月，习

近平总书记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上宣

布，中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

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这是

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

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来

看，我国是一个有 14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不

可能再沿袭发达国家走过的高耗能、高排放

的老路，必须走出一条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

新路子。从当前世界潮流来看，绿色低碳发

展是大势所趋，尤其是后疫情时代，美欧等发

达经济体积极推动经济绿色复苏计划。我们

应当抓住这一领域合作大于竞争的机遇，进

一步巩固我国全球生态文明建设引领者、参

与者、贡献者的地位。从减污降碳协同效应

来看，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与常规污染物排

放具有同根、同源、同过程的特点。坚持以降

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有利于推动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优化调整和绿色转型，

减缓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从源头上减少污

染，保护生物多样性。 （下转第二版）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巍巍井冈山，峰峦叠嶂，中国革命的星

星之火在此燎原；

滔滔于都河，蜿蜒秀丽，中央红军在此

集结踏上长征路。

山河为碑，历史作证。如今，循着红色

足迹一路在江西井冈山、于都追寻，千里故

地已是旧貌换新颜，这片承载着初心和使

命的红色土地，正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壮丽

画卷。

坚定信仰镌刻澎湃初心

【红色历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江西井冈山，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建立

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点燃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

政权”的星星之火。两年零四个月的井冈

山斗争中，牺牲近 4.8 万英烈，平均每天有

近 60人失去生命。

【坐标指引·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井
冈山八角楼革命旧址群】

2016 年 2 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井冈

山，瞻仰了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在纪念

堂吊唁大厅，他向革命烈士敬献花篮并三

鞠躬。在陈列室和忠魂堂，习近平凝视着

开国元勋和革命先烈的照片，深情地说，井

冈山是革命的山、战斗的山，也是英雄的

山、光荣的山，每次来缅怀革命先烈，思想

都受到洗礼，心灵都产生触动。

随后，他还来到井冈山八角楼革命旧

址群。习近平一边听讲解，一边询问有关

细节。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是崇尚英雄、

成就英雄、英雄辈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样

需要英雄情怀。

“总书记对革命先辈和红色历史的敬

重之情给我上了深刻的一堂课。我要通过

更为生动的讲解，让井冈山精神感染更多

的人。”烈士陵园讲解员章婧当时向习近平

总书记介绍了李聚奎、曾志等革命先辈和

胡少海、伍若兰等烈士的故事，这次讲解经

历令她终生难忘。

【红色历史·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
地】

于都河畔，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

巍然矗立。1934 年 10 月，中央机关、中央

军委和中央红军主力在此集结出发，踏上

漫漫征途。

苏区时期，30 余万人口的于都县，几

乎每 5 人中就有 1 个参加红军；长征路上，

平均每公里就有一名于都籍烈士倒下。

【坐标指引·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
碑】

2019年 5月，习近平来到于都县，瞻仰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

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参

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他强调，我

们不能忘记党的初心和使命，不能忘记革

命理想和革命宗旨，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

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

“在参观时，总书记不时驻足察看，从

他的一言一行中，我们感受到他深厚的红

色情怀。”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中央红军长

征出发纪念馆副馆长钟敏仍然感到振奋，

“铭记历史是为了继续前行，我们要讲好长

征故事，以长征精神育人，让红色基因薪火

相传。”

【信仰传承·“山”“河”相映】
如今，这片红色土地已经成为人们汲

取信仰力量的精神高地。近年来，平均每

年有 100 多万人次前往井冈山，瞻仰革命

烈士陵园、参观革命旧址、聆听革命故事，

人们在这里感悟红色精神，寻找初心信仰。

在于都，革命传统教育已成为当地学

生一门必修课。于都县长征源小学坐落在

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纪念园旁，学校师生

通过开展奏响红色唢呐、当好“红娃讲解

员”、讲好红色故事、用好红色课本、唱响经

典红歌等活动，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民生福祉见证赤诚初心

【坐标指引·井冈山神山村】
记者沿着崭新的山路来到井冈山市神

山村，路旁的“笑脸墙”格外引人注目，众多

脱贫村民的笑脸照片拼成了一个爱心形

状，定格下了村民们越来越红火的美好生

活。

2016 年 2 月，习近平乘车沿着崎岖山

路来到神山村，视察村党支部，了解村级组

织建设和精准扶贫情况。他指出，在扶贫

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

贫困群众。在贫困户张成德家中，习近平

一间一间屋子察看，坐下来同夫妇俩算收

入支出账，问家里种了什么、养了什么，吃

穿住行还有什么困难和需求。

（下转第二版）

﹃

山

﹄
﹃

河

﹄
映

初

心

—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到
过
的
红
色
圣
地
之
江
西
篇

开栏的话“生态环境保护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

乎民族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生态文

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实现中

华民族永续发展。2018年 5月 18日至 19日党中央召开了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会议高度概括

和科学总结了习近平总书记围绕生态文明建设提出的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习近平生

态文明思想”这一重大理论成果由此确立。值此三周年之际，本报开设“追寻总书记足迹 践行生

态文明思想”专栏，推出系列报道追寻习近平总书记的“生态文明足迹”，反映各地贯彻落实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生动实践。

◎新华社记者 郭远明 范 帆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红色足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

时代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思

想源自实践，是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

形成的。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萌生于习近平同志

在福建、浙江乃至河北正定主政时期的实践。

1985年，习近平同志在担任河北正定县委书记

期间，主持制订了《正定县经济、技术、社会发

展总体规划》，其中强调：“保护环境，消除污

染，治理开发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是现代

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人民生产、生活的迫

切要求。”这份文件还特别申明：“宁肯不要钱，

也不要污染。”对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

来说，发展经济是第一位的。正定县的这份总

体规划，体现了习近平同志一直以来将战略眼

光和务实精神结合的执政特点，也意味着生态

文明思想那时就已在他走遍正定全县每一个

村的实践中扎下了根。

1999年11月27日，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

代省长的习近平同志赴福建西南部水土流失

最严重的长汀县进行考察。在长汀石灰岭，习

近平同志看到红土裸露的山头，他十分凝重地

说：“发展是硬道理，但是，污染环境就没有道

理，破坏生态和浪费资源的‘发展’就是歪道

理。”站在世纪之交时间点上，习近平同志已经

开始深入思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辩

证关系。2001年，习近平以省长身份亲自挂帅

福建省生态建设领导小组，前瞻性地提出建设

“生态省”的战略构想。2003年初，福建省生态

环境状况综合质量名列全国第一。

2013年 9月 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总书记用辩证

的语句剖析了“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

系：“我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

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这是对他在 2005年任浙江省委

书记时提出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科学

论断的更深入解读。“两山”理念奠定了习近

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无论是

到地方调研，还是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

体学习，都反复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

性。2012 年 12 月，习近平同志担任中共中央

总书记后到广东考察时明确指出，“我们要把

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牢固树立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

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

园。”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高度，

将生态文明建设列为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和

协调推进“四个全面”的重要内容，在此基础

上进一步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

略，不断丰富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

导，不断推进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生态文明建设的伟大实践，努力建设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伟 大 思 想 源 自 伟 大 实 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