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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照片里的“两弹一星”故事

——两份聘书间的抉择

陷入困境的铀矿提纯如何突破？著名放射化学家杨承宗在
两份聘书间的抉择为困难的解决埋下伏笔。1951年博士毕业
的杨承宗分别收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薪”55.535万法郎
的续任聘书和中科院“月薪”1000斤小米的聘书。虽然前者的
待遇和条件远远比国内的优厚，但他还是毅然选择了回国，并在
核武器研制过程中，成功克服了为原子弹加“铀”的挑战。

扫描二维码，了解两份聘书间抉择的故事。 （记者何亮）

◎新华社记者 张晓松 朱基钗
人民日报记者 杜尚泽 徐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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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 陆成宽

一边是论文、专利拥有量逐年增加，一边

是科技成果难以转化。

“一边闲着草一边饿死牛”，不少科研人

员受困于此。有的教师科技成果转化业绩出

色，技术成果作价 7000万元，却连续申报教授

职称十多年仍落榜；有的学者搞产业化，因为

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结果论文发得少，熬

到了50岁还评不上高级职称。

于是过分追求论文、职称、奖项让科研活

动变了味道。好发论文的成果大家愿意去

做，不好发的成果就不做；为了发文章而发文

章，不去关注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出现这

种局面的根源在于分类评价体系不健全，评

价单一化定量化，结果导致功利化。

优秀的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就像千里

马，需要“伯乐”来相马——用科学的评价体

系将其识别出来，以堪大用。因此要建设科

技强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就必须要有一套

科学的评价机制有效运转起来。

日前，国办印发《关于完善科技成果评价

机制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成

果转化中的痛点，坚决破解科技成果评价中

的“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问题。

比如《意见》就提出，应用研究以行业用户和

社会评价为主，不涉及军工、国防等敏感领域

的技术开发和产业化成果，以用户评价、市场

检验和第三方评价为主。

这就要求研究要与社会和产业发展紧密

挂钩，要时刻瞄准行业发展的瓶颈问题。成

果的先进性和重要性要靠用户以及实际效果

来评判，而不再是唯论文、唯奖项，以便让科

研人员能够不再束手束脚，真正激发创新活

力，敢于放开手干，进而形成持续激励科技创

新的良好环境。

不过，“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健全

完善科技成果分类评价标准确实有难度，分类怎

么分，交叉学科怎么评价；同行评议和国际“小同

行”评议如何避免“圈子文化”；很多产业化成果

通过市场检验需要时间，其价值怎么认定；引入

第三方评价，第三方的资质如何界定……

规则和标准制定肯定比较复杂，需要不

断摸索、细化和完善，同时，有关尽职免责的

规定也需要规范细节，鼓励大家勇于做“第一

个吃螃蟹的人”。目前已有一些科研院所和

高校进行了大胆尝试。

比如天津大学在 2020 年人事制度改革

中，打破“单一代表作”评价观测点，以“综合

性代表性成果”取而代之。学校还为青年人

才开辟单独晋升通道，制定了《青年教师正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参评办法》和《国家级优秀青

年人才专业技术职务评聘办法》，在评审条

件、评审时间、评审程序等方面进行调整，鼓

励优秀青年人才脱颖而出。

虽然不同地方，不同科研院所，不同学科

可能面临的问题都不一样，但国家可以在全

国建立一些试点先行先试，并在实践中不断

完善，同时把优秀案例在全国进行推广。

“创新不问出身，英雄不论出处”，习近平总

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讲话声犹在耳。国家改革完善科技

成果评价标准的决心已下，打破以“四唯”为代

表的行政管理主导的制度规范，就是在简单定

量评价上做减法、破藩篱，就是给成果创新做加

法、畅通路。如伯乐相马，科研成果多元评价更

科学，千里马脱颖而出，无须扬鞭自奋蹄。

更科学的成果评价可让更多“千里马”自奋蹄
——七论国办科研经费管理与科技成果评价相关重要文件出台

“承德我是头一回来，一直心向往之。这

里的很多事都想了解、实地看一看。”

冀北秋高气爽，万亩金莲花开。

8 月 23 日至 24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

北承德，深入绿意盎然的无边林海，赞誉荒漠

变绿洲的精神力量；走进意蕴悠长的园林庙

宇，感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启迪；来到

欣欣向荣的乡村社区，描绘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美好图景。

这一片绿色，这一种精神

在塞罕坝月亮山望海楼驻守了 13 年，护

林员刘军、王娟夫妇没有想到，习近平总书记

会来这里看望他们。

23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首站来到塞罕

坝机械林场，驱车登上海拔 1900米的月亮山。

秋日明媚的阳光洒向这片无边绿海，远

处山峦起伏，四顾风景如画。半个世纪前塞

罕坝还是飞鸟不栖、黄沙遮天的茫茫荒原，如

今这里已是花的世界、林的海洋。沧桑巨变

背后，是无数刘军、王娟这样林场人的辛苦付

出和无私奉献。

“总书记好！”夫妇俩迎出望海楼。

“你们好！”总书记一边打招呼，一边向他

们走来。

怎么值班、怎么休息，多久能回一趟家、

多久能见一次孩子……习近平总书记详细了

解他们工作生活情况。

得知二人长年工作生活在这座三层高的

望海楼里，24 小时轮流值守，紧要时每 15 分

钟瞭望一次，就这样度过了 4700 多个单调的

日日夜夜，习近平总书记连声说：“很辛苦！”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总书记问。

“没有了，都挺好的！”刘军腼腆地笑了。

习近平总书记点点头，提出“进楼里看

一下”。

一层卧室、二层餐厅、三层工作间，总书

记逐层察看，关切询问冬天取暖烧什么、能不

能洗上热水澡，仔细翻看瞭望情况记录本，了

解工作制度、管理规定。

“你们真是不容易啊！”习近平总书记由

衷感叹，“这项工作很光荣，也需要很强的责

任感。这么多年都没有发生过火灾，这很不

容易。谢谢你们！你们辛苦了！”

临行前，总书记邀请夫妇俩合影留念。

天上是悠悠白云，背后是连绵青山，快门

定格下珍贵的瞬间。

刘军激动地说：“谢谢总书记！我们一定

把这片林子看护好。”

离开月亮山，车队驶入林海深处，在一块

写着“绿之源”的石碑前停了下来。这里正是

百万亩绿色林海的起源地——尚海纪念林。

名字背后，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建场之初，由于缺乏经验，塞罕坝连续两

年造林成活率不足 8%。林场第一任党委书

记王尚海不信这个邪。1964 年春，他带领职

工在这里打响了“造林大会战”。连续多天，

吃住在山上，共栽植落叶松 516 亩，当年成活

率 96%。

尚海纪念林里的展板上，有一张当年王

尚海蹲在地上同职工一起研究造林技术的老

照片。

总书记驻足凝视，询问王尚海同志有关

情况。

“他始终放不下这片林子，1989 年去世

后，家人遵从遗愿，把他的骨灰撒在了这里，

与这里的一草一木永远相伴。”林场负责同

志说。

这是改天换地的精神力量。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小树苗已遮

天蔽日，平均高度超过 20米、胸径达 30公分。

（下转第二版）

“14亿多中国人拧成一股绳，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锲而不舍走下去”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考 察 河 北 承 德 纪 实

璀璨星斗，点亮无垠苍穹；多元一体，孕育中华民族。

作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处理好民族问题、做好民族工作，关

系国家长治久安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新时代民族

工作面临的新形势新特点，深刻把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民族工作提

出的新任务新要求，谋长远之策、行固本之举，创造性提出“铸牢中华

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大论断，引领民族工作在创新发展中迈上新

台阶，开辟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新境界。

思想之光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

刻回答新时代我国民族工作的重大理论和实践
问题，擘画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宏伟蓝图

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这一时刻将被永远铭记——

（下转第三版）

唱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强音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新时代民族工作创新发展纪实

8 月 26 日，记者从中科院古脊椎动物

与古人类研究所获悉，来自该所等单位的

研究人员对在山西阳泉地区发现的 2.9 亿

年前的瓣齿鲨化石的研究表明，瓣齿鲨已

经具有了跨大洋的迁徙能力，并且它可能

是游泳能力很强的顶级掠食者，而非原来

认为的底栖食壳类。

这是在中国首次发现的瓣齿鲨属牙齿

化石，大大扩展了瓣齿鲨在北半球的古地

理分布范围，并为瓣齿鲨跨古特提斯洋迁

徙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相关研究成果

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

《地质学报（英文版）》。

这个史前巨鲨的命
名就有故事

瓣齿鲨在大的分类上属于有颌类中的

软骨鱼类，但它并不能被归于现生软骨鱼

类两大支系板鳃类和全头类中的任何一

支，而是属于更为原始的软骨鱼类——真

软骨头类。这项研究中的瓣齿鲨化石被发

现于山西阳泉地区太原组钱石灰岩层，时

代为 2.9 亿年前的二叠纪乌拉尔世。那时

的阳泉是一片靠近赤道温暖透光的浅海，

非常适宜各类海洋生物生存。

“瓣齿鲨目是真软骨头类下的一个

非常神秘的类群，目前仅有 17 个属种被

描 述 ，而 且 大 部 分 都 是 零 散 的 牙 齿 化

石 。”中 科 院 古 脊 椎 所 副 研 究 员 盖 志 琨

说，目前仅有两件完整的瓣齿鲨目化石

可以窥其全貌，一件是来自美国蒙大拿

州贝兰特希鲨，另一件是来自德国和英

格兰北部的贾纳萨鲨，而瓣齿鲨则是最

早发现并命名的瓣齿鲨类化石，最早由

恐龙的命名者英国著名古生物学家欧文

爵士命名。

关于瓣齿鲨的名字还有一个事关生物

分类学规则的有趣故事。早在 1840 年，英

国古生物学家欧文就根据英格兰南德比郡

的一块牙齿碎片建立了该属，并且将这件

标本列为模式种，但其实该模式种在 1837

年就被瑞士著名古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

西命名。

“虽然路易斯·阿加西当时并没有意识

到这种古老的软骨鱼类属于一个全新的分

类单元，但由于命名的时间比欧文早，所以

根据物种的国际命名法则，瓣齿鲨属的模

式种最终在生物二名法的基础上保留了阿

加西命名的模式种名以及欧文命名的属

名。”盖志琨解释道。

而我国的瓣齿鲨类的化石最早是由我

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杨钟健先生在

上世纪 50 年代发现的，并命名为兴国瓣

齿鱼，但这件标本在 1978 年经重新研究

后，被重新划归到瓣齿鲨目的另一个大型

属种——巨栉瓣齿鲨。

能够跨大洋迁徙的
顶级掠食者

盖志琨表示，此次在阳泉钱石灰岩中

发现的 7件瓣齿鲨牙齿化石经过对比研究

确定为瓣齿鲨科瓣齿鲨属中的俄亥俄瓣齿

鲨，是真正的瓣齿鲨属成员。“这次发现刷

新了瓣齿鲨属在全世界的化石分布纪录，

揭示了瓣齿鲨极可能是一类善于游泳扩散

的远洋鱼类，也对研究我国华北地区二叠

纪海洋生物多样性与分析指示古环境有着

重要意义。”盖志琨说。

盖志琨介绍，从牙齿的尺寸上来说，瓣

齿鲨的牙齿大小与现生的大白鲨牙齿相

仿，可以推测出瓣齿鲨是一类体长可达三

米到五米之间的史前巨鲨。

由 于 软 骨 鱼 类 的 身 体 大 多 难 以 保

存，目前发现的瓣齿鲨化石均为零星的

牙齿。化石保存散乱的状态说明，瓣齿

鲨可能如同今天的大部分鲨鱼一样，牙

齿也是终身替换的，即失去的牙齿可以

被新牙替换。

因为瓣齿鲨只发现过牙齿化石，学界

长期以来对这种动物的完整形态都没有一

个准确认识。传统观点认为，它们是一种

底栖的运动缓慢的食壳鱼类，以底栖的腕

足类、双壳类等具壳生物为食。

盖志琨表示，但从现有的牙齿化石来

看，瓣齿鲨牙齿的独特形态又表明，其可能

是另一种生活方式：刃状的牙齿边缘上布

满了大量的垂直细槽，同时也拥有着巨大

的咬合面，这种牙齿形态或许更适合对猎

物的肌肉组织进行撕咬。

“因此，我们认为，瓣齿鲨的生态位可

能类似于现代大白鲨，是古生代海洋里的

顶级掠食者。而瓣齿鲨在欧美以外的中国

和日本发现，表明了它具有跨大洋迁徙能

力，支持了瓣齿鲨极可能是一类游泳能力

很强的捕食者。”盖志琨总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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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 26日电 （记者杨雪）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展示真

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共产党，8 月 26 日，中宣

部发布文献《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

价值》并召开新闻发布会。中宣部副部长王

晓辉介绍，文献以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为指导，全面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百

年奋斗历程，深刻阐释党的治国理政理念、实

践和成就。

文献从 5 个方面回答了中国共产党是一

个什么样的政党：中国共产党是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政党；是为实现理想不懈奋斗的

政党；是具有强大领导力和执政力的政党；是

始终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政党；是为人类

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政党。

文献介绍，100 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

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

党的历史使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是中国共

产党矢志不移的奋斗目标。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人民奋斗的

政党，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坚持尊重社会

发展规律和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

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和为最广大人民谋

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和实

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

业推向前进。

文献强调，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

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党的灵魂，是指引党不

断 前 行 的 光 辉 旗 帜 。 中 国 共 产 党 为 什 么

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

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党的奋斗历史，就

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

是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理

论探索史。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大党，在

中国这样一个大国，能够把亿万人民团结和

凝聚起来，一次次跨过急流险滩，一次次战胜

困难危机，关键在于党高度团结统一，具有强

大的领导力执政力。

文献强调，党历经百年风雨仍然走在时

代前列、保持青春活力，在于党不但能够领

导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

大的自我革命，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

严治党，与时俱进推进自我净化、自我完善、

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始终保持肌体健康和

生机活力。

文献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

幸福的政党，也是为人类进步事业奋斗的政

党。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共产党始

终秉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

全人类共同价值，始终弘扬国际主义精神，始

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

边，为世界和平发展作出贡献。

在新闻发布会答记者问环节，中央财办

副主任韩文秀回答了热门话题——中国已

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解决贫富分化、实

现共同富裕上面临哪些挑战，将如何应对？

韩文秀说，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

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是仍

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共同富裕要

靠共同奋斗，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

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

头人。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

艰巨性、复杂性，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

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要坚持稳中求进、循

序渐进、久久为功。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与行动价值》文献发布

◎新华社记者

8 月 26 日，北京丰台站站房工
程全面开展内外装修施工，全线铺
轨同时进行，计划于 10月初形成初
步装饰装修效果，为年底开通运营
创造条件。

图为工人们正在紧张施工。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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