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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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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 年 1 月，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

上，党中央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

全民掀起学科学、用科学的高潮。

“两弹一星”是这个时期尖端技术取得重

大突破的标志性成果。1964 年 10 月 16 日，我

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成为世界上第五个

拥有核武器的国家；1966 年 10 月 27 日，我国

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

1967 年 6 月 17 日，试验成功第一颗氢弹。我

国导弹技术与核技术的突破，为维护国家安全

和促进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

1970 年 4 月 24 日，我国成功发射第一颗

人造卫星，航天事业取得重大进展，航天服务

民生的序曲就此开启。

这一时期，服务于工业生产的科学技术

快速发展，尤其在机械工业大型成套设备的

研制生产上，我国成功试制了大量新产品，

如定位误差 6 毫米的坐标镗床、1.2 万吨自由

锻造水压机、精密轴承等大型、高级、精密的

设备。

这一时期，我国重大工程建设方面取得了

一系列振奋人心的进展：在崇山峻岭之间修筑

了成昆铁路，在浩瀚长江上架起了南京长江大

桥；建设攀枝花钢铁基地、第二汽车制造厂、葛

洲坝水利枢纽；在华北、中原等地开展了油气

资源勘探开发，1959 年“大庆油田”的发现结

束了中国的油荒历史，中国人靠“洋油”过日子

的时代一去不复返。

这一时期，我国还控制和消灭了多种恶性

流行病和急性传染病，医学科学技术在这一时

期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成绩：消灭了海南岛微小

按蚊、根除了通辽地区鼠疫自然疫源地、成功

研制抗生素“庆大霉素”、成功完成了世界首例

断肢再植手术……此外，对中国传统医学遗产

的整理研究和发扬，也为现代医学的发展作出

了独特贡献，青蒿素的发现便是其中之一。

自力更生挺起民族脊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对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作出顶层设计和系统部署，科技体制改

革全面发力、纵深推进，取得了一系列实质性

和标志性成果，科技发展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开通，中国的时空

信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长征五号”遥三运

载火箭成功发射，中国具备将航天器送向更远

深空的能力；“神威·太湖之光”超级计算机首

次实现千万核心并行第一性原理计算模拟，中

国超算跻身世界第一方阵；“墨子号”实现无中

继千公里级量子密钥分发，中国信息安全再多

一层保障……

党的十八大以来，高端产业取得新突破，

在航空装备、卫星应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等

领域，自主创新能力得到极大提升。

C919 大飞机成功首飞，我国成为世界上

少数几个拥有研制大型客机能力的国家；时速

600 公里的高速磁浮试验样车成功试跑，我国

高速磁浮交通系统研发取得重要突破；5G 移

动通信技术率先实现规模化应用；新能源汽车

飞速发展；甲醇制烯烃技术持续创新带动了我

国煤制烯烃产业快速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助力经济社会

协调发展，聚焦重大民生问题，大幅增加公共

科技供给，让人民享有更宜居的生活环境、更

好的医疗卫生服务、更放心的食品药品。

资源环境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

燃煤电站和工业锅炉超低排放技术对持续有

效推进雾霾治理工作起到关键作用；土壤污

染防治实现环境、经济、社会等综合效益；建

成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10 项综合性集成

示范基地；生态系统修复与保护试验示范了

27 套生态修复技术、形成了 9 套生态修复模

式，“库布其”荒漠化治理为全球贡献“中国

经验”。

民生领域科技创新让生活更美好。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科技发挥了重

要作用。我国科学家成功分离出世界上首

个新冠病毒毒株，完成病毒基因组测序，开

发了一批临床救治药物、检测设备和试剂，

研发应用了多款疫苗。科技为控制传染、病

毒溯源、疾病救治、疫苗和药物研发、复工复

产等方面提供了有力支撑。

运用科技手段构建精准扶贫新模式，为

贫困地区培育科技产业、

培养科技人才，科技不仅

能挽救人民生命，在打赢

脱 贫 攻 坚 战 中 也 发 挥 了

重要作用。

同 时 ，专 利 授 权 数 量

的上升，也印证着我国科

技事业的蓬勃发展。2020

年 全 国 授 予 专 利 权 363.9

万件，比上年增长 40.4%，

中 国 发 明 专 利 授 权 53 万

件，国内（不含港澳台）每

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 15.8 件。

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

创新决定着文明的走向。

随着中国在创新领域由“追

赶”逐渐变为“并跑”甚至

“领跑”，中国将给世界带来

更多的惊喜。

前沿成果铸就美好生活

6 月 16 日 11 时，金沙江上，“西电东送”国

家重大工程乌东德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顺利

完成 72小时试运行，成功并入南方电网。

6 月 17 日 9 时 22 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

长征 2F火箭托举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直冲霄

汉，顺利将 3 名航天员送入太空，7 个多小时

后，载人飞船与天和核心舱成功对接，中国人

首次进入自己的太空站。

6月 25日 10时 30分，世界屋脊，一辆复兴

号列车缓缓驶出拉萨站，向林芝市进发。西藏

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建成通车，复兴

号列车实现对 31个省区市的全覆盖。

……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之际，神州大

地上，科技创新成绩斐然，重大工程捷报频传，

这一切绘就了百姓美好生活画卷，托举起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启蒙和新

文化建设视角对“科学技术”问题进行了一些

理性思考，初步阐释了若干马克思主义科技学

说的基本观点，这些思考和阐释对于中国共产

党形成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科技观十分重要，具

有奠基作用。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高

举武装斗争旗帜，创建了人民军队，建立起稳定

的革命根据地，为顺利开展科技工作奠定了一定

的基础和现实条件。随着井冈山、赣南、闽西等

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党和苏维埃政府设立

医院、创建工厂、聚集人才、开展实验，苏区医药

卫生、工农业生产等领域的科技事业逐渐兴起，

中国共产党有了最初领导科技工作的实际经验。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困

苦的环境下领导了一场蓬勃的自然科学实践

活动，创建了比较完备的人民科技事业体系。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经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制

定了广泛的农业政策，组织科技人员和农村工

作者进行调查研究，从边区实际出发改进农作

法，提高农业生产技术。

解放战争时期党的科技事业是抗战时期

的继承与提升。随着革命战争的迅速推进，科

技工作也由原来的临时性、应激性，逐渐转变

为一项长期稳定的工作。此时，各解放区科技

水平迅速提高，尤其是东北解放区已出现机械

化农业和大机器生产的工业。科学技术紧密

服务于革命战争、经济恢复和社会重建。

科学实践服务战争大后方

1978 年 3 月 18 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闭

幕式上郭沫若以“科学的春天”为题的发言振

奋人心。中华民族历史上科学的春天到来了。

此后，国家科技机构恢复与重建，全国科

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开始制定，科技体制改革

的序幕由此拉开。

经过多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通过科技体

制改革的一系列有益探索和成功实践，我国的

科技工作发生了历史性变化，科技工作的战略

重点向国民经济建设转移，科学技术成为新时

代支撑中国发展的重要力量。

2007年，三峡工程具备蓄洪至 175米的防

洪条件，从1994年开工建设到2006年三峡大坝

全线浇筑到顶，再到实现防洪最高条件，三峡工

程为长江中下游建起了蓄水防洪安全屏障。

2008年 8月 8日，第 29届北京奥运会隆重

开幕，以鸟巢和水立方为代表的比赛场馆惊艳

亮相。

大国工程成为这个时期科技重大技术突

破的重要集成。

信息技术领域，2002 年研制成功的龙芯 1

号实现了我国信息产业芯片“从无到有”的跨

越；生物医药领域，重组戊型肝炎疫苗（大肠埃

希菌）获得国家一类新药证书，成为世界上第

一个用于预防戊型肝炎的疫苗；先进制造与自

动化领域，高档数控机床与重大基础制造装备

等一批核心关键技术被攻克；可再生能源领

域，风力发电中的风机叶片、齿轮箱、发电机等

部件制造能力接近国际先进水平，太阳能发电

的光伏并网逆变器单机最大容量超过 1兆瓦，

研发了 10兆瓦高温气冷实验堆。

科技发展服务百姓民生。中国高铁快速

建设，和谐号列车组跑出中国速度；电动汽车

整车、动力系统、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实现自

主研发；400 余款汽车产品，推动了“十城千

辆”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的示范与推广；利用智

能交通技术集成应用，建成国家高速公路联

网不停车收费和服务系统、远洋船舶及战略

物资运输在线监控系统、新一代空中交通服

务平台等。

大国重器助力经济发展

深耕技术深耕技术，，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为发展提供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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