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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老照片里的“两弹一星”故事

——周总理台历中的这一
页，关乎新中国的命运

中国核工业从何时起步？在周恩来总理的台历中可以窥探
答案。1955年1月14日，秘书在周总理的台历上留言：下午二
时约李四光、钱三强、刘杰等谈话。1月15日，李、钱、刘三人又
来到中南海，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现场向毛泽东等中央
领导展示了新中国第一块铀矿石。此次会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
原子能事业的重大战略决策。扫描二维码，走近周总理台历中
的那一页。 （记者代小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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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 5月 26日命令情报部门

彻查新冠病毒起源问题和“实验室疑云”，3

个月之内交报告。

总统期限快到了，情报机构想必正紧

锣密鼓准备这份“重要报告”。此时我们应

该再次回忆一下：美国情报机构都有哪些

“调查成果”？拜登为何让情报部门去干科

学家的事？

美国情报力量一直是对外国搞操纵、

暗杀、军事行动的一把利刃。冷战以来，美

国情报机构不遗余力在全世界制造社会分

裂，宣扬美国形象，丑化竞争对手，暗地运

送武器……是公开的秘密，地球人都知道。

指望这种机构去提供一份不偏不倚、

反映客观真相的调查报告，简直是与虎谋

皮。看看他们都做过哪些调查吧：

1964 年，美国情报机构调查报告称：

两艘北越鱼雷艇在黑暗中向美军舰艇开

火，即“北部湾事件”，美国以此为由轰炸北

越，升级越战。多年后各方证明，那晚没有

任何事发生，攻击是子虚乌有。

2003 年，鲍威尔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拿

出一个白色粉末试管，说是情报机构调查

获取的伊拉克化学武器。美英联军借此悍

然开战。然而美国至今未能拿出伊拉克大

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那管子“洗

衣粉”成了笑柄。

病毒学、微生物学和传染病学专家去

溯源，又苦又累。情报机构去溯源，简单得

多，把试管装满粉末就可以。

虽然一直炒作阴谋论的特朗普下台

了，但阴谋论在美国仍然大有市场。拜登

当选后，沿用了前任的策略。借疫情设置

议题，制造事端，加大意识形态攻势，让疫

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中国污名化。因为

明示暗示中国研制新冠病毒并传到全世

界，既可以推卸美国疫情防控不力的责任，

也可以为攻击中国制造舆论。

所以，尽管科学界一次次给出意见：说

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是毫无根据。但有些

美国人下定决心要拿中国当替罪羊，转而把

希望寄托在情报机构，他们宁愿听科学门外

汉的情报人员瞎诌，也不愿听听权威客观的

溯源研究，可谓自欺欺人，可悲可笑。

全世界相关专业的科学家，没有谁敢

保证 900 天内决定性地突破病毒溯源难

题。情报部门按照雇主要求，90 天交货，

这违背了科学共同体的起码常识。相关产

品必然是假货、水货、黑货。

美国媒体多次采访相关权威专家，大都

表示：美国情报界没有足够信息确定新冠病

毒何时何地开始传播，也无法证明新冠病毒

是源自人类与动物的接触，还是实验室。

换句话说，情报人员如果尊重科学，老

老实实去溯源，那只能把科学界的阶段性

共识抄一遍。然而，美国政客是视科学为

无物的。

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要求调查新冠

病毒起源的 300 多个英文单词的声明中，

“情报机构”出现了6次，“科学”一次也没被

提及。从“指派情报机构准备一份有关新

冠病毒起源的最新分析报告”“要求情报机

构加倍努力搜集并分析信息”等措辞中，人

们看到：美方的病毒溯源已经“CIA化”了。

有评论指出：拜登的命令几乎未被美

国媒体质疑，似乎各方正等待情报机构给

出一个他们预定好的答案。因为美国已经

习惯了情报部门在重要关头为国家利益发

声，给出美国需要的结论。中情局调查重

在政治配合，而非客观独立性。只要他们

完成政治任务，就算说的假话过一阵被戳

穿，也不会有谁认真追究。

美国 CNN 主持人扎卡里亚曾说过，

“这让我想起了伊拉克战争的开端。现在，

你能看到白宫和国务院的某些官员施压，

迫使情报机构得出一个结论”。

病毒溯源是一个极其复杂繁难的科学

问题，需要科学家依照科学规律去提出猜

想，发表成果，小心求证。可能需要十几年

甚至几十年的艰苦研究。

例如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开始大

家都认为源头在欧洲，直到多年后才确定是

在美国首先暴发。1997年从阿拉斯加冻土中

的尸体样本，分离出了病毒基因全序列，才分

析确定是甲型流感病毒变异引起的传染。

再比如艾滋病病毒溯源从 1980 年开

始。一次次发现更早期的样本，刷新了人

们的认识，表明病毒可能来自于黑猩猩，至

少在 100多年前传给了人并在 1960年代传

到了美洲。这仍不是最终结论。

科学问题容不得半点虚假，绝不可以

预定结论，用政治愿望去干扰科学研究。

CIA代替科学家去溯源，滑天下之大稽，跌

破了科学与正义的底线。

其实，美国情报机构真想发挥专业特

长，应该去调查一下美国官员在这场愈演

愈烈的灾难中扮演的角色。当然，他们志

不在此，也不会为科学和真相付出半毛钱

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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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攻关如切如磋，如琢如磨，须心无旁

骛。事实证明，简除烦苛，让科研工作者远离

繁文缛节，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一流的创新

成果才会喷涌而出。

近年来，国家屡次提出为科研人员减负，

效果颇佳。但仍有一些制度缺陷未被彻底解

决，如部分科研项目费用的科目过多，申报程

序繁琐，且往往需要一线科研人员亲力亲为

进行预算、报销，影响了项目进度。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改革完

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满满

的科学性、合理性、及时性，科研人员的精力

将会更高效地投入到科研工作本身。

譬如马拉松比赛，饮用水都会摆放在赛

道边，供随时取用。倘若运动员一边参赛，一

边还要自己找水喝，那么比赛的效率就无从

谈起。同理，科研人员的任务就是全身心投

入研究工作，研究工作本来就是充满艰辛的

“负重前行”，如果再加上其他繁琐的事务劳

动，他们可能不堪重负。在艰苦卓绝的科研

过程中，他们需要高效、专业的制度服务。

“为科研人员在预算编制、经费报销等

方面提供专业化服务，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

式，推进科研经费无纸化报销试点，简化科

研项目验收结题财务管理……”可以说，《若

干意见》中的新政之“新”点中了关键、找到

了痛点：让专业的科研人员搞科研，让专业

的事务人员搞事务。随着这些制度的逐一

落实，科研人员将不用再一边盯着显微镜，

一边看着报销单，一手做着基因图谱，一手

填着编制预算。

如果说“有钱打仗，无钱养兵”的问题需

要加大对科研人员的奖励激励力度予以解决

的话，那么科研人员常为“买米的钱花不完，

买面的钱不够花”而劳神费力，就要用减轻科

研人员事务性负担的新做法加以解决。正如

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要着力改革和创新科

研经费使用和管理方式，让经费为人的创造

性活动服务，而不能让人的创造性活动为经

费服务。”

科研人员专注于行、从事研究，管理部

门高效于行、提供服务，两相配合，潜心钻

研、全力攻关才有保障。上下同欲者胜，下

一步，管理部门应从细处着眼，以《若干意

见》为依据，针对科研院所、科研团队乃至学

科带头人予以人力资源、工作制度上的专业

支持。例如，为项目配备科研财务助理以提

供专业化服务，要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

切实解决科研人员“找票”“贴票”等问题，推

进无纸化报销，让数字信息多跑路、让科研

人员少跑腿。

从数年前的“赋予科研人员更多自主权”

到如今事无巨细、直击痛点的新规新政，科技

管理工作和制度的不断细致化、科学化，接了

科研一线的地气，解了科研人员的渴。令出

必行，令禁必止，让科研人员卸下负重，轻装

前行。

为 科 研 减 负 ，让 专 业 的 人 做 专 业 的 事
——四论国办科研经费管理与科技成果评价相关重要文件出台

“以往我们就因为设备费遇到过问题，报

预算时没有把某个设备列进去，但后来在项

目执行过程中发现又不能不买，因此在后续

的审计环节遇到了问题。现在购买 50万元以

下的设备只需提供基本测算说明，不需要提

供明细，这无疑给科研活动的开展带来很大

便利。”科研经费管理新规中提到的设备费调

整内容，让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

长卢方军研究员非常高兴。

卢方军所说的科研经费管理新规，正是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的《关于改革完善中

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文件一经公布，引发了社会各

界特别是科技界热议。其中，引人注目的一

个亮点，就是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

“文件剑指当前科研经费管理的痛点堵

点问题，如政策落实仍不到位、项目经费管理

刚性偏大、间接费用比例偏低和经费报销难

等问题，从扩大科研项目经费管理自主权、加

大科研人员激励力度等七方面给出硬招实

招，为科研经费进一步‘松绑’。”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吕薇说，《若干意见》体现了

科研规律，系统谋划、细化规则，有利于进一

步发挥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买酱油的钱可以用来
打醋了

在卢方军看来，与工程建设活动不同，科

研活动不是刚开始就能够完全计划好的，在

具体研究过程中，发生变化是常有的事情。

新的经费管理办法比以往更加灵活了，赋予

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符合科研

活动规律，是一件“松绑”的好事。

“有些科研项目的实施周期比较长，可能

需要 5年以上，如果项目开始之前就计划好购

买哪个设备不太现实，《若干意见》中提到的

简化预算编制，会给我们的实际科研带来便

利。”卢方军进一步指出。

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出台一系列优

化科研经费管理的政策措施，给科研人员“松

绑”减负，但仍存在经费管理刚性偏大等问题。

为此，《若干意见》聚焦难点、精准发力，

本着能放则放、应放尽放的原则，从扩大预算

编制自主权、扩大预算调剂自主权、扩大经费

包干制范围、扩大结余资金留用自主权四方

面，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的经费使用自主权。

“《若干意见》首先是给科研人员减负，调

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能动性，给项目负责

人更多自主权。”吕薇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比

如简化预算编制，下放预算调剂权，扩大经费

包干制实施范围，全面落实科研财务助理制

度，改进财务报销管理方式，简化科研项目验

收结题财务管理，等等。

结余资金全部留归项
目承担单位

让科研人员倍感振奋的，不仅是预算科

目从 9 个以上精简为设备费、业务费、劳务费

3 个，扩大预算调剂自主权之后，买酱油的钱

也能用来打醋了。《若干意见》还取消了此前

结余资金只有 2年的使用期限，明确项目结余

资金全部留归项目承担单位继续使用。

“《若干意见》解决了长期以来困扰科研

经费管理的几个重点问题。比如，改进结余

资金管理。”吕薇直言，过去的科研经费大都

是按年度拨付，按年度结算。往往由于课题

经费到位晚，项目结束花不完就收走。结果

是导致年初无钱花，年末突击花钱的问题，资

金使用效率低下。 （下转第二版）

简除烦苛再“松绑”赋予科研人员更大经费使用自主权
——专家学者热议《关于改革完善中央财政科研经费管理的若干意见》（上）

科技日报讯（记者乔地）未来，在家也能

自测新冠病毒！近日，河南安图生物承担的

“自测型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原快

速检测试剂条的研制”项目被列入河南省科

学技术厅第三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

专项，将开发一款集成型单人份自测试剂条

产品，实现门诊、急诊、基层、药房、家庭自测

等不同场景下的现场便捷检测。

围绕疫情防控需求和问题，在征求河南

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河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等部门以及相关领域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河

南省科学技术厅日前正式启动第三批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科研攻关专项，重点围绕快速检

测、治疗药物、疫苗研发、中医药诊疗、免疫治

疗、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及预防控制体系建

设等方面开展攻关，投入财政经费 800万元。

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承担的

“基于真实世界新冠肺炎中医诊疗方案疗效

评价及其影响因素研究”项目将采用真实世

界临床研究方法，科学评价中医药治疗新冠

肺炎的临床疗效。河南省医学科学院牵头承

担的“新冠病毒突变演化规律及其预警模型

的研究”项目将实时监测新冠病毒的变异和

演变动态，建立新冠病毒监测预警模型，增强

对新冠病毒及其变异毒株的早期预警能力。

由河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华兰生物、

郑州大学、河南师范大学、郑大一附院、河南

省人民医院、河南省中医院等单位承担的其

他项目，分别在新发传染病监测预警、疫苗、

治疗药物、中西医治疗等领域开展科研攻关。

下一步，河南省科技厅将积极推进各相

关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以及创新

平台开展协同攻关，推动各类平台和科技企

业加快技术成果应用和转化，争取技术成果

尽快应用到防控一线，为疫情防控提供科技

支撑。

未 来 或 能 在 家 测 新 冠

核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的中国核地质标

本陈列馆里，一块灰黄相间的矿石依然保持

着 67 年前的“锋芒”，当工作人员手持先进的

伽马仪慢慢瞄向它，伽马仪顿时发出“嘎嘎”

的声音。

1954 年，这块产自广西的铀矿石见证了

“两弹一星”事业的发轫，面对美国发动朝鲜

战争，甚至扬言要用原子弹封杀中国，我国领

导人意识到，必须拥有核武器，制造自己的核

盾牌，才能增强国防实力，保卫祖国和平。

1955 年 1 月 15 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

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创

建我国原子能事业。也就是在这天，一个创

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确定下来。

施展“科学救国”抱负

当开展“两弹一星”事业成为国家的选择、

时代的选择，当初怀着“科学救国”梦想远渡重

洋的科学家纷纷回到祖国，“回国不需要理由，

不回国才需要理由”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

为了回国，钱学森隐忍负重 5 年，历尽波

折，最终于 1955 年踏上回国的旅途。他曾满

怀深情地说：“科学没有国界，可是，科学家有

祖国。”钱学森的归来让中国“两弹一星”研究

进程显著提速。

早一步归国的钱学森曾数次写信给同门

师弟郭永怀：“快来快来，我们拼命地欢迎

你！”郭永怀的夫人李佩后来回忆，因为知道

已被美国多方关注，于是在回国前的一次同

事聚会中，当着大家的面，郭永怀将十多年来

积累的未发表书稿，统统扔进篝火付之一

炬。1956年 9月底，郭永怀携全家动身归国。

1948 年，钱三强放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研究导师的优越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

选择回到战乱中的祖国。

据统计，23 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

者中，有近 20 位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从国外

归来的。

本土培养、成长的“两弹一星”参与者身

上，同样闪烁着“科学救国”的光辉。

人称“土专家一号”的于敏先生成长于旧

中国最动荡不安的时期，兵荒马乱，流离失

所。幼年的他常与大他三岁的姐姐藏在炕沿

下，躲避呼啸而来的枪弹。一年夏天，刚学会

骑自行车的于敏，就险些遭到横冲直撞的日

军吉普车碾压。难以抚平的童年屈辱，激发

了少年于敏的民族自尊心，化为他此后一生

“科学救国”的精神动力，“愿为国家和民族的

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中华民族不欺负旁

人，也不能受旁人欺负”。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
姓埋名人
“两弹一星”事业是辉煌的，又是神秘

的。它的神秘需要用无私的精神支撑，用奉

献的精神坚守。

1961 年 4 月的一天，在北京的一间部长

办公室里，世界知名物理学家王淦昌面对一

份特殊工作。他被告知，这是一项政治任务，

一旦加入就必须断绝一切海外联系，并且要

做好隐姓埋名一辈子的准备。

此时的王淦昌已年过半百，突然间让他

放弃得心应手的物理学基础研究，从事核弹

研制的全新事业，面对人生和事业的这次重

大抉择，王淦昌稍微沉思了片刻，就铿锵有力

地说，愿以身许国！ （下转第二版）

“两弹一星”精神：爱国奉献的时代强音

立秋过后，内蒙古兴安盟牧民驾驶机
械开始打草工作，为牛羊过冬储备草料。
此次秋季打草将持续至9月中旬。今夏，
兴安盟草原雨水丰沛，加之禁牧工作有效
落实，草原产草量较往年有所增加。

右图 乌兰毛都草原上打好捆的草卷。
下图 草卷从捆草机尾部弹出。

新华社记者 侯维轶摄

立秋过后

草原打草忙

◎本报评论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