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两次

到辽宁考察、两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辽

宁代表团审议，为辽宁振兴发展把脉定向，

擘画未来。

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辽宁滚石上

山、爬坡过坎，谱写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的新篇章。

“要把国有企业作为
辽宁振兴的‘龙头’”

2017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

十二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辽宁代表团审议时

指出，要把国有企业作为辽宁振兴的“龙头”。

有“共和国工业长子”之称的辽宁，集聚

着一批关乎国家产业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

大型国企。由于体制机制僵化、历史包袱沉

重等因素，不少国企一度步履维艰。

国企改革事关东北振兴大计，是辽宁必

须回答好的时代课题。

2013 年 8 月、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

两次到辽宁，深入国企考察调研，围绕国企改

革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沿着总书记指引的

方向，辽宁国企改革驶入“快车道”、挺进“深

水区”。

（下转第二版）

谱 写 全 面 振 兴 新 篇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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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本报评论员

◎本报记者 代小佩

◎本报记者 张盖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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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中药材的药性形容袁媛，当属“温

热”二字。袁媛今年 44 岁，是中国中医科

学院中药资源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她常年

留短发，衣着是中性休闲风。她待人温和，

不端架子，专注做自己认为有意思的事，从

不说宏大的话。走在路上，有学生跟她打

招呼，她挥手或点头，有一种自在随意的少

年感。

此前，由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领衔

研究的“雪莲、人参等药用植物细胞和不定

根培养及产业化关键技术”项目获 2019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袁媛作为

该项目参与人之一在人民大会堂参加奖励

大会。

2015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致中国中医

科学院成立 60周年的贺信中提到，勇攀医

学高峰，深入发掘中医药宝库中的精华，充

分发挥中医药的独特优势，推进中医药现

代化，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多年来，袁媛

始终牢记这一使命，在中药材鉴定领域刻

苦钻研，勇毅前行。

十几年来，袁媛专注干一件事——鉴

定中药材的真伪优劣。与老中医凭经验辨

药材不同，袁媛是从分子层面辨中药材，通

过寻找特殊生物学标记，让中药材鉴定变

得更加简单高效客观。通俗来说，她为解

决“丸散膏丹神仙难辨”的古老问题提供了

现代方案，尤其是在黄芩、金银花、天麻研

究上颇有造诣。

近些年，袁媛入了天麻的“坑”。

天麻是完全依赖其他生物获取营养的

异养植物，光合作用几乎全部丧失，生长环

境很复杂。天麻在植物界的独特吸引了袁

媛。从黄芩到金银花再到天麻，袁媛选择

的中药材越来越复杂，研究也更加富于挑

战。她说，一次次走出舒适区是因为不想

重复自己，重复不是创新。

对天麻的好奇驱使她做一件事：测天

麻的基因组，揭开天麻生长的秘密。

这事很难，因为天麻生长环境有很

多元素，包括气候、土壤、木材、蜜环菌及

细菌等，此前从来没有报道过给完全异

养植物测基因组。在黄璐琦的点拨下，

袁媛从一个有趣的问题入手——天麻的

生长离不开蜜环菌，它们共生时就像一

对恋人，那么，到底是谁先吸引谁？

为了找到答案，袁媛深入田间地头观

察天麻生长过程，在实验室模拟天麻生长

环境。因为研究天麻的人很少，遇到问题

没经验可借鉴，也没人交流，只有不断试

错，那是袁媛感觉艰难的时刻，“独自摸索

中充满漫长的等待、挫折和孤独”。

苦思而不得，袁媛决定登门拜访“天麻

之父”徐锦堂。在聆听老先生发现天麻和

蜜环菌共生的过往时，袁媛感受到了老一

辈科学家对科研的执着与爱，并从最初的

发现历程中获得灵感：是不是天麻先吸引

蜜环菌？

为验证假设，袁媛带着学生反复做实

验，最终证实是天麻先吸引蜜环菌，它通过

释放独脚金内酯信号吸引蜜环菌。天麻形

成了独特的防御机制，它体内的水解酶能

把蜜环菌细胞壁水解，产生营养碳糖供养

自己。

袁媛没有停下，新问题又吸引着她：

蜜环菌和天麻在一起图什么？蜜环菌是

林木病害，不和天麻一起时，它从木材中

摄取营养且长势迅猛，有毁掉整片森林

的可能，是强悍的“森林之王”；但和天麻

共生时，蜜环菌不仅贡献营养，连长势也

弱了。按理说，互相得到好处才能共存，

蜜环菌在天麻那里“委曲求全”，到底得

到 了 什 么 ？ 袁 媛 还 发 现 了 一 些“ 第 三

者”，天麻与蜜环菌共生时会招募一些细

菌过来，它们是干什么的？这些是袁媛

接下来想解开的谜题。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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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不

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

题，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才是最大的

人权。”5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以

视频方式会见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

莱特时指出，一国人权状况好不好，关键看本

国人民利益是否得到维护，人民的获得感、幸

福感、安全感是否得到增强，这是检验一国人

权状况的最重要标准。

人权事业事关人民幸福、国家富强。中

国共产党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把为中国人民

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

使命，不断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

的利益问题，努力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

如，面对国家衰败、人民受难，我们党高举

“争民主、争人权”的旗帜，鲜明宣示了救国救

民、争取人权的主张；面对贫困，中国打响脱贫

攻坚战，让贫困人口摆脱绝对贫困；面对疫情，

中国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应对新冠

肺炎疫情，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这些实实在在、不折不扣的行动，

目的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也确实让人民过

上了幸福生活，同时，也为世界人权事业发展

作出了中国贡献、提供了中国方案。

今年 2 月 25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

人权发展道路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以生存权、发展权为首

要的基本人权。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权的基

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大道至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人权是具体的、实在的，中国坚持以人民为中

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

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让幼有所育、学有

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

居、弱有所扶，广大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

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中

国人民的人权得到前所未有的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

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在人权问题上不

存在十全十美的“理想国”，我们要坚定不移

走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更加重视尊重和保障

人权，更好推动我国人权事业发展，让人民生

活更幸福。

大道至简，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2021 年 5 月 28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

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指出，现代工程和技术科学是科学原理和产

业发展、工程研制之间不可缺少的桥梁，在现

代科学技术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习近平

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

链，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深入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可以得

出一条清晰逻辑：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既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

对产业发展和工程实践的赋能作用，也要高

度重视重大工程对科学技术的牵引作用，大

力推动实施多学科融合的国家战略工程。

一、科学、技术与工程
的关系，蕴含着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内在逻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坚持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我国科技

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历史性变革，进入

创新型国家行列。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包含着科

学、技术与工程的关系，更点出了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干什么”“谁来干”“怎么干”的

答案。

科学、技术和工程是三个独立的维度。

从作用机制来看，“科学”是创造和发现正确

反映客观世界现象、物质内部结构和运动规

律的系统理论知识的集合，其成果是科学理

论；“技术”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诞生的指导

生产、服务生产的实际技能，其成果是发明和

诀窍；“工程”是“科学+技术”的集成体，是人

类有组织地综合运用多门科学理论知识和技

术进行的大规模改造世界的活动，其成果是

人工建造物（产品或设施等）。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科学是一种在历

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列宁也强

调，“要建设共产主义，就必须掌握技术，掌握

科学”。科学技术有助于人类更好地认知客

观规律、提升劳动生产力水平、创造更多物质

财富，但在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之间还有一

座桥梁，那就是工程，尤其是国家战略工程。

比 如 我 国 的“ 两 弹 一 星 ”工 程 。 1956

年，中央制定了科学技术发展的第一个远

景规划，同时部署了两个重大项目：原子弹

和导弹。 （下转第三版）

统筹推动科学技术与重大工程双向发力

5月 27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深化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进行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

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

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

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学习时发表了重要讲

话，他指出，对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探究是一个既

复杂又漫长的系统工程，需要把考古探索和文献

研究同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有机结合起来，综合把

握物质、精神和社会关系形态等因素，逐步还原

文明从涓涓溪流到江河汇流的发展历程。

“从总书记的讲话能感到，他把考古看成

一个重要的交叉学科。我们考古学的研究对

象通常是实物遗存，要发现遗存，挖掘和阐释

遗存蕴含的各类信息及价值，就必须用到以

物质遗存为研究对象的现代科技手段。”北京

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党委书记陈建立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从中国考古学的最初阶段，到现代

科技应用相对成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中

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中国”项目，考古人

一直坚持多学科、多角度、多层次、全方位地

研究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科技考古：挖掘和阐
释更多不可见信息

以考古学的研究目标为指引，聚焦考古

学研究的问题，应用自然科学相关学科的方

法和技术开展研究，这叫“科技考古”。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袁靖

向科技日报记者介绍，科技考古包括数字考

古、年代测定、环境考古、人骨考古等多个领

域，它极大提高了考古学的科学性和精确度。

“进入 21世纪以来，在坚持考古学的地层

学和类型学研究方法的基础上，能否更加科

学、系统、广泛、有效地运用科技考古的研究

方法，已经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考古学研究水

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尺。”袁靖强调。

对二里头遗址的研究，就是科技考古的

一个实例。

学术界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晚

期的都邑，各个阶段的研究都把它作为重

点。碳十四测年、环境考古、人骨考古、动植

物考古、同位素分析、古 DNA 研究、冶金考

古、陶瓷考古、玉石器研究等科技考古诸多领

域，都介入其中。

“研究二里头遗址出土青铜器，我们就能

了解青铜器背后的生产技术、生产体系和流

通体系，进而分析当时的社会制度。”身为冶

金考古专家的陈建立举例道，考古人用现代

科技手段，发现青铜器铸造工艺在二里头文

化不同阶段发生了重大转变；根据铅同位素

的分析，还能推定青铜器原料的产地。有了

这些信息，考古学家能进一步揭示青铜器铸

造工艺为何在此时、此地发生了巨大变化，探

究背后的技术和社会政治原因，进而阐释外

来因素和本土创造在中华文明特质形成过程

中的重要作用。 （下转第三版）

穿透历史迷雾 科技诠释“何以中国”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新华社记者

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辽宁篇

石墨烯、富勒烯、碳纳米管……这些碳

材 料 的 发 现 ，都 曾 在 科 研 圈 掀 起 研 究 热

潮。2010 年，石墨烯的发现者被授予诺贝

尔物理学奖。就在同一年，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科院化学研究所研究员李玉良和团

队发现了一个碳材料家族的新成员：石墨

炔。

和此前碳材料的发现一样，石墨炔的发

现同样掀起了科学界的研究热潮。但是，和

此前碳材料研究都由国外科学家开创不同，

石墨炔的发现与研究是国外科学家跟进中国

科学家开展研究的实例。

在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到来之际，为了全

面呈现石墨炔研究的“前世今生”，讲述我国

科技工作者在石墨炔研究领域默默耕耘、持

续引领该领域发展的故事，科技日报记者专

访了李玉良院士。

全球首创并命名石墨炔

科技日报记者：请您介绍一下，究竟什么

是石墨炔？这种二维碳材料有哪些优点？

李玉良：石墨炔是一个新的碳同素异

形 体 ，是 由 碳 碳 炔 键（sp 碳）将 苯 环（sp2

碳）共轭连接形成二维平面网络结构的全

碳材料。

由于具有丰富的碳化学键、大的共轭体

系、天然的孔洞结构和本征带隙等特征，石墨

炔在生长、组装和性能调控等方面表现出巨

大优势和先进性，将是推动催化、能源、光电

转换及新模式转换和转化等领域创新性发展

的关键材料。

2010 年，我们研究团队在世界上首次通

过化学合成的方法大规模制备出了石墨炔

薄膜，并用“石墨炔”对其进行命名。自此，

石墨炔这种自然界不存在的物质第一次真

实地呈现在人类面前，为碳材料家族增添了

新成员。 （下转第三版）

中国科学家开创石墨炔科学研究
—— 专 访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李 玉 良

右图 5月29日，国内首台深远海浮式
风电装备“扶摇号”在广东茂名广港码头拖
航，将前往平均水深达65米的广东湛江罗
斗沙海域进行示范应用（无人机照片）。

下图 工程人员登上完成总装的“扶
摇号”发电机组顶部，准备进行解除吊缆
作业（5月27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扶摇扶摇””直上直上
向海争风向海争风

新华社酒泉5月29日电（记者李国利）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5月 29日，

神舟十四号载人飞船与长征二号 F遥十四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

试等工作。

神舟十四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