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媒体导读

海报
大国脊梁！致敬中国科技工作者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的饭碗要牢
牢掌握到自己手上去。”“此生属于祖国，此生无怨无悔。”“除了
胜利，别无选择。”……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科学家接续奋斗铸就
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学家精神，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每一项辉
煌成就都离不开科学家精神的支撑。一组海报，向所有科技工
作者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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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
“时代楷模——致敬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主题影像展 5月 30日上午在北京中
华世纪坛开幕。

左图 北京中华世纪坛圣火广场上
的五星灯柱（5月30日摄）。

下图 5月30日拍摄的展览现场。
新华社记者 金良快摄

“时代楷模——致敬中国共产党

百年华诞”主题影像展在京开幕

科技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

习近平总书记 28 日在中国科学院第

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

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各界引起热烈反响。大

家表示，要努力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贡献力量。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整体水平大

幅提升，我们完全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

有能力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

机遇，乘势而上，大展宏图。”

虽然是周末，清华大学高技术实验室

副主任邓宁仍在为启元实验室的建设规划

而忙碌。这个专注人工智能的新型研发机

构，主要面向智能科技领域的重大需求开

展前沿探索，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邓宁说，作为奋战在一线的科研工作

者，自己将努力加强原创性研究，以锲而不

舍的“钉钉子精神”力求打赢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

“科技攻关要坚持问题导向，奔着最紧

急、最紧迫的问题去。”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智能制

造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国一汽智能网联

开发院副院长周时莹说，作为直面市场和

用户的终端企业，自主品牌车企必须根据

行业痛点，建立协同芯片、人工智能、通信

等多学科融合创新的智能网联汽车科学技

术体系和产品开发生态，把关键核心技术

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当好产业链的“链

长”、保证供应链的安全。

当前，科技创新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

主要战场。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

部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发挥基础研究

深厚、学科交叉融合的优势，成为基础研究

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生力军。”长期

从事微纳器件、低维材料等交叉领域研究

工作的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教

授王曾晖表示，将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的要求，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

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

来，助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展望未来的科技“大棋局”，各地正立

足实际、精准落子，加速布局科技创新。

“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

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

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

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习近平

总书记的一番话，给武汉市委常委、东湖新

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汪祥旺打了一剂

“强心针”。

“作为首批国家级高新区、第二家国家

自主创新示范区，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将主

动担当起国家战略支点责任，力争在 2035

年全面建成科学特征明显、科创特色突显、

创新活力昭显、生态人文彰显的世界一流

科学城。”汪祥旺说。

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

胜。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的一栋写字楼

里，奥比中光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

人、董事长黄源浩正和项目团队“头脑风

暴”，研讨一款应用新技术的 3D 视觉感光

芯片的技术难点。

“作为民营科技企业创业者，我们将与

科研机构和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努力补

全我国 3D视觉感知产业链的薄弱环节，早

日实现 3D 视觉感知关键核心技术完全自

主可控。”

“实践证明，我国自主创新事业是大有

可为的！我国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大有作为

的！总书记的肯定与鼓励，让我深感使命

光荣，责任重大。”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我国高铁装备行

业技术领军人梁建英说，我们要以与时俱

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

力，投身到科技创新工作中，为保持我国轨

道交通系统走在世界前列作贡献，为我国

高质量发展谱写新篇章。

（记者 王思北 范思翔 温竞华 张泉
吴晓颖 徐海波 李思远 马晓澄 盖博铭
王奕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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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30日 5时 01分，在成功发射约 8小时

后，由航天科技集团五院（以下简称五院）抓

总研制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与天和核心舱完

成了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万里穿针”技术

再现太空。

空间交会对接是载人航天活动的三大基

本技术之一，是实现空间站和空间运输系统

的装配、回收、补给、维修、航天员交换及营救

等在轨服务的先决条件，复杂度高、精准度

高、自主性要求高、安全性要求高。为掌握该

项技术，五院 502 所研制人员接续奋斗了近

30年。

全相位、全自主

天舟二号与核心舱的此次交会对接是我

国在轨进行的第二次快速交会对接。与 2017

年天舟一号与天宫二号的交会对接相比，此

次又实现了新的技术升级。

相较于天舟一号，天舟二号增加了“全相

位全自主交会对接方案”。

“全相位”就是无论目标飞行器在入轨时

和空间站的相对位置有 1/4 圈、半圈，哪怕整

圈，“天舟”都可以以最快速度或者在规定时

间点实现对接，而不用专门根据空间站的位

置来选择飞船发射时间，真正实现了全天候

发射。

“全自主”就是从飞船入轨到交会对接成

功，全程不需要人工干预，船上控制器自主规

划完成。

天舟一号在远距离段是需要人工辅助把

飞船引导到距离天宫二号一定的位置，然后

由飞船自主完成近距离交会对接的。天舟二

号增加了远距离自主导引，飞船可以利用北

斗导航的位置信息来实现远距离的全自主的

导航计算及其制导与控制。

也就是说，以后天舟飞船对空间站的造

访，整个交会和对接过程可以完全自主完成，

人只需要负责监视。

自控、手控两相宜

手控交会对接和自动交会对接是空间交

会对接系统的左右手，互为备份，是系统可靠

性的重要保障。神舟载人飞船从研制之初就

按照不同的逻辑分别为两套系统设计了相对

独立的系统。

天舟二号虽然是货运飞船，但也装备了

手控系统。

在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的最后平

移靠拢段，手控是重要的控制手段之一，具备

支持空间站内航天员进行手控遥操作，实现

前向或后向的交会对接或撤退撤离的能力。

一旦自动交会对接模式出现故障，控制

系统可以转为手控遥操作模式，空间站上的

航天员可以通过“遥操作”，以遥控的方式“驾

驶”飞船，实现货运飞船规避空间站或与空间

站对接。

为保证系统整体可靠性，天舟的自控与手

控系统间通过设计不同的信息接口实现了相

互故障隔离，但必要时又可以实现可靠的模式

切换——即在自控模式下，通过地面注入指令

或航天员手控指令可以迅速转入手控遥操作

模式，手控遥操作过程中，也可以通过地面注

入指令或航天员手控指令转入自控模式。

三十年磨一剑

为了早日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空间站，在中

国的载人航天工程立项前，科研人员就瞄准空

间站建设必须的交会对接技术开始了攻关。

直到 2011 年 11 月，神舟八号成功完成了

与天宫一号的两次自动交会对接。

2012年 6月，神舟九号在航天员刘旺的操

控下与天宫一号成功实现手控交会对接，标志

着我国突破了相对导航、制导、控制和交会对

接相对测量敏感器等一系列关键技术，成为世

界上第三个独立掌握交会对接的国家。

2016 年，作为交会对接的一项必要相关

技术，在神舟十号任务中验证了绕飞技术。

2017 年，天舟一号和天宫二号快速交会对接

在轨试验圆满成功，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

掌握近地快速交会对接的国家。

之后，研发团队又用几年的时间对交会

对接技术的自主性、可靠性进行了完善，到天

舟二号与核心舱对接，三代研发人员已经前

赴后继奋斗了近 30年。

随着天舟二号和空间站核心舱的首次太

空牵手，中国的空间交会对接技术也迎来了

新的历史阶段。相信在支撑空间站建设之

余，中国的交会对接技术也必将在把我国建

成航天强国的征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精准对接！太空再现“万里穿针”神技

科技日报北京 5月 30日电 （记者代小
佩）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5 月 30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闭幕式。闭幕式上，

大会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了开展“自立

自强 创新争先”行动的倡议，由陈薇、薛其

坤、叶聪、张荣桥等 12 位科技工作者代表宣

读倡议书。

倡议指出，要明理增信、崇德力行。科

技工作者要从党的百年奋斗中感悟信仰的

力量，筑牢信念信心，牢记初心使命，坚定

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

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把人生理

想融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

业中。

要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科技工作者要

胸怀“两个大局”，心系“国之大者”，矢志爱国

奋斗，当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排头兵，构

筑国家永续发展、持久安全的科技长城，共同

书写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精彩篇章。

要创新创造、勇攀高峰。科技工作者要

坚持“四个面向”，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

度进军，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

气、坚忍不拔的定力，勇闯创新“无人区”，抢

占关键核心技术制高点。

要扎根大地、自觉奉献。科技工作者要

践行科学家精神，严谨治学，全心投入，做清

新学风、清正作风的营造者。甘当人梯、奖

掖后学，协力托举人才成长。主动投身科技

志愿服务，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技新知，倡

导科学方法，助力乡村振兴，把论文写在祖

国大地上。

要面向世界、开放合作。科技工作者要

深度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塑造科技向善的文

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增进对

国际科技界的开放、信任、合作，为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力量。

中国科协十大向全国科技工作者发出倡议
开展“自立自强 创新争先”行动

在第五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中

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向广大科技工作

者发起开展“自立自强 创新争先”行动倡议。

5年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吹响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角，全国科技工作者有了

自己的节日，以此勉励创新报国，引领发展。5

年来，在广大科技界共同努力下，随着关键核

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能力持续提升，中国正

阔步前行在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新征程上。

此时此景的“倡议”，是聚焦新历史阶段的使命

和目标，向广大科技界发起总动员。

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科技工作者一

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

国家科技事业艰难起步，一大批科技工作者

以身许国，全情投入建设。他们有的冲破阻

挠、毅然回国；有的放弃优越生活条件，奔赴

艰苦地区；有的隐姓埋名，干着惊天动地的

事，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奠定了扎实根基。

随着科技愈发深远地影响着经济社会发展，

越来越多人才投身科技创新；我国科技实力

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到系统

能力提升，离不开我国科技工作者薪火相传

的精神和前赴后继的奋斗。

忆往昔峥嵘岁月，看今朝百舸争流，望未

来任重道远。站在百年基业之上，科技工作

者肩负更高使命，面临更大挑战。一方面，我

们正处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

点、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的重要时刻；与此同时，世界经济陷入低迷

期，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临重塑，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广而深，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加

速演进，科技创新成为国际竞争主战场。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比历史上任何

时期都更需要科技创新。

时代在召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

广大科技工作者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

鼎新的勇气、坚忍不拔的定力，面向世界科技

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

面问题、迎难而上，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

努力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希望，广大科技工作

者要深刻领会，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

功立业。党领导科技事业发展的宝贵经验证

明，我们有基础、有底气、有信心，也有能力。

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功立业

科技日报讯 （记者付毅飞 崔爽）5 月

29 日 20 时 55 分，搭载天舟二号货运飞船的

长征七号遥三运载火箭，在我国文昌航天发

射场准时点火发射，约 604 秒后，飞船与火

箭成功分离，精确进入预定轨道。发射取得

圆满成功。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设的第二次发射，运

送航天员在空间站上所需的生活用品、开展

空间科学实验的物资以及用于天和核心舱补

加的推进剂。

左图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右图 新华社发（郭文彬摄）

“太空快递”天舟二号货运飞船发射成功

新华社北京5月 30日电 （记者温竞华）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 30

日在京闭幕。中国科协九届主席万钢连任中

国科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主席，军事科学院

军事医学研究院研究员陈薇院士、中国中医

科学院院长黄璐琦院士等 18人当选副主席。

中国科协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为：马

伟明、尤政、邓秀新、包为民、乔杰、向巧、杨

伟、怀进鹏、陈薇、陈学东、孟庆海、施一公、袁

亚湘、莫则尧、高松、高鸿钧、黄璐琦、潘建伟。

怀进鹏连任中国科协第十届书记处第一

书记，孟庆海、束为、吕昭平（挂职）、殷皓、王

进展任书记处书记。

万钢连任中国科协第十届主席
陈薇、黄璐琦等当选副主席◎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