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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25 日电 5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中关村论坛

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当前，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人类要破解共

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

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中国坚定奉行

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同世界各国一

道，携手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学技术

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强调，北京要充分发挥教

育、科技、人才优势，协同推进科技创新

和制度创新，持续推进中关村先行先试

改革，进一步加快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

设，在前沿技术创新、高精尖产业发展

方面奋力走在前列。

2023中关村论坛由科技部、国家发

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务院国

资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中国科

协、北京市政府共同主办，25 日在北京

开幕，主题为“开放合作·共享未来”。

习近平向2023中关村论坛致贺信

新华社澳门5月 25日电 （记者李
寒芳 刘刚）国家主席习近平 5 月 23 日

给参与“澳门科学一号”卫星研制的澳

门科技大学师生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

亲切勉励。习近平主席的回信，在澳门

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师生、澳门科技工

作者以及澳门社会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他们表示，感谢习主席对澳门科技

事业及澳门青年的亲切关怀和高度重

视，一定牢记习主席的殷殷嘱托，不断

推进澳门科技创新，培育“爱国爱澳”人

才，为澳门更加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

代化作出新的贡献。

内地和澳门合作研制的首颗空间

科学卫星“澳门科学一号”，21日在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参与卫星研

制的澳门科技大学 18 名师生代表给习

近平主席写信，汇报卫星成功发射的喜

讯和参与卫星研制工作的感受，表达积

极参与祖国科研建设的愿望和决心。

“这是澳门空间科研事业一项零的

突破，也是‘一国两制’下内地和澳门科研

合作的成功案例。我们满怀着激动的心

情，向习主席汇报内地与澳门在卫星科技

领域上首次合作的重大突破。”谈起写信

的初衷，澳门科技大学校长李行伟说。

李行伟表示，习主席的回信对澳科

大科技人员的经年努力给予肯定和勉

励，全校师生都深感荣幸、备受鼓舞。这

对于澳门科技大学以及澳门的科技创新

事业是极大的推动力。澳科大将以习主

席回信为指引，继续深入与内地各部门、

各领域开展深度合作，为“一国两制”在

澳门的成功实践增添科研动力。

澳门科技大学月球与行星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张可可表示，这颗卫

星是“一国两制”下澳门和内地合作的

产物。卫星升空后将至少在轨运行五

年，为年轻一代科研人员开展科研、开

发先进科学数据产品服务提供平台。

“‘一国两制’赋予澳门科技大学及澳门

广阔的发展平台。澳门的空间科学家

一定不负习主席的期望，把澳门的空间

科学发展起来。”

习近平主席在回信中说，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为澳门

高校、澳门科技工作者提供了更为广阔

的发展空间。

作为“90后”科研力量，澳科大月球

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后研

究员尹亮、澳科大太空科学研究所硕士

研究生易思琦参与了卫星项目。他们

表示，习主席的回信给了自己莫大的鼓

舞，将激励自己继续投身科研事业。

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会长崔世平

表示，希望澳门各领域的专业人士、科

技工作者都深入了解并服务国家所需，

积极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主动融入

国家发展大局，助力澳门适度多元发

展，不辜负习主席的殷切期望。

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罗奕龙表示，

回信充分体现了习主席对澳门科技以

及青年发展的高度重视，进一步激发澳

门科技人才融入国家发展的积极性，增

强了澳门青年投身国家科技事业的信

心和决心。

澳门中华学生联合总会会员大会

主席杨炜轩表示，习主席回信令人鼓

舞、催人奋进。期待特区政府及社会各

界以此为契机，在资源投入、人才培养、

合作研发、应用实践等方面推动澳门科

技产业发展，为有志于投身科技领域的

澳门青年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贺一诚代

表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和全体澳门居

民，由衷感谢习主席和中央对澳门包括

教育和科技事业在内的各项事业发展的

亲切关心和大力支持。他表示，这封回

信不仅是对澳门科技大学师生的祝贺与

肯定，更是对全体澳门居民的关怀和期

许，对广大澳门居民是巨大的鼓舞和激

励。特区政府将认真学习传达习主席回

信精神，继续加大教育和科技投入，培养

更多“爱国爱澳”优秀人才，推进科技创

新和成果转化。立足“国家所需、澳门所

长”，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推

动澳门“一国两制”事业再上新台阶。

“澳门科学一号”是国际上首个监测

低纬度地磁场与空间环境的卫星，由国

家航天局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联合开

展，双方在多个层面进行了全面合作。

设在澳门科技大学的月球与行星科学国

家重点实验室为该卫星增设了卫星地面

站及数据分析中心，回传数据相关处理

分析工作将在澳门进行。澳门科技大学

月球与行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于2018

年 10月 8日揭牌，是中国天文与行星科

学领域首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激发创新活力 不负关怀期许
——习近平主席回信勉励澳门科技大学

师生代表在澳门各界引发热烈反响

牢记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秉持科技报国理念，自觉

践行科学家精神。三十多年如一日扎根海洋资源勘探

技术研究，带领团队全力突破关键核心技术难题，为我

国海洋矿产勘探技术和装备研发作出了开创性贡献。

5 月 22 日，湖南科技大学教授万步炎同志被中央

宣传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

消息传出，引起热烈反响，特别是万步炎的科研

“朋友圈”。

校友、同事：向身边榜样看齐

“万教授是我校地质工程专业 78 级校友。他是我

们专业的骄傲，更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中南大学地球

科学与信息物理学院（以下简称地信院）地质工程系主

任孙平贺为校友点赞。

“繁霜尽是心头血，洒向千峰秋叶丹。”孙平贺说，

“没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精神，就没有‘海牛号’在万

里海疆勘探中的大放异彩。我们要学习他的拳拳报国

心，勇于创新的宝贵品质，和潜心钻研的惊人毅力。”

“我们的杰出校友被授予‘时代楷模’，体现了党中

央对科技工作者和科技创新工作的高度重视，也必将激

励更多地质学子积极投身到服务国家重大需求、服务世

界科技前沿的伟大事业中。”中南大学地信院党委委员

谭静强说。

中南大学地信院博士生朱考飞，完全是万步炎

的“小迷弟”，“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子，我们会以师

兄为榜样，面向‘三深战略’‘双碳目标’等国家发展

需求，甘坐冷板凳，扎根科研一线。”

同样激动的，还有万步炎的同事。

“万教授是‘海牛人’、科大人的生动缩影，给予了

全体师生极大的激励。我们将在全校范围内深入开展

向‘时代楷模’学习的活动，结合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引导广大教师脚

踏实地、仰望星空，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

功。”湖南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唐亚阳说。

“我是导师的第一个博士生。在海洋矿产勘探技术和装备研发领域，还有不少关

键核心技术难题需要攻克。我们会传承导师的精神，刻苦攻关，让更多‘国之重器’在

更深和更广阔的海底绽放异彩。”湖南科技大学海洋实验室副主任金永平说。

“面对困难和挑战，导师从不放弃、永不妥协。他的‘牛’劲深深感染着我。现在，

我所参与的一项海底钻机研发工作也是从‘零’开始。但我不怕，我会跟着导师刻苦

攻关！”“海牛”团队成员、博士生许靖伟说。

同行同仁：告别“内卷躺平”，发挥“钻头精神”

5月 24日，科技日报记者见到中国海洋大学海洋地球科学学院教授邢磊的时候，

他正在修改学生论文。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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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上快速运转的轨道车，深入昏

暗幽深的斜井。身旁的石壁上滴淌下

点点水珠，眼前的车窗内浮现出闪烁

明灯。五分钟后，轨道车终于到达了

终 点 —— 一 座 深 藏 地 下 700 米 的

“城”。而这“城”中最为宝贵的，是一

台犹如宝珠般的巨大球形仪器——江

门中微子实验装置。

5 月 22 日，岭南大地万木葱茏。记

者跟随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国科学

院外籍院士丁肇中，中国科学院院士白

春礼等组成的院士专家团队，走近江门

中微子实验装置，了解这座大科学装置

建设的最新进展。

花落江门非偶然

中微子是构成物质世界最基本粒

子中的一种，主要诞生于粒子物理或核

物理过程。“中微子就好比研究天体和

地球内部的探针，对于粒子物理、天体

物理、宇宙学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作

用。”斜井外，江门中微子实验总工程师

马骁妍生动地介绍。

中微子能以接近光速的速度运动，

只参与非常微弱的弱相互作用，且具有

极强的穿透性。因此，中微子的数量虽

然非常多，却极难捕获。研究中微子，

对装置的位置、技术和建设水平等有着

很高的要求。

“我们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中成功

发现中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后，下一

个目标就是测量中微子的质量顺序。”

轨道车旁，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表示，“实验装置

的建设正是为此目标而生。”

核电站的运行是典型的核物理过

程，会产生大量的中微子。广东省江门

市毗邻阳江核电站和台山核电站，在中

微子的密度和数量上具有极大的优

势。经过详细的地质勘测，中微子实验

装置最终选择落户江门。

攻坚克难曙光现

轨道车并不慢，可下斜井却用了超

过五分钟。“江门中微子科学装置在地

下 700 米深处，斜井轨道也有数千米

长。”马骁妍解释道，“这是为了更好地

减少宇宙射线对于实验的干扰。”

走下轨道车，进入位于地下中心的

实验厅，一台硕大的球体装置出现在眼

前。“这正是中心探测器，江门中微子实

验装置的核心之一。”马骁妍说。

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由中心探测

器、反符合探测器、水池等部分组成。

马骁妍充满期待地描述着建成后的实

验装置：“中心探测器的有机玻璃球内

部将加满 2 万吨液体闪烁体（以下简称

液闪），其洁净度要求极高，2 万吨液闪

中最多允许有 0.008 克灰尘总量，而外

部将布满 3.5万吨高纯水。整体看起来

如同一颗水中的巨蛋。”

目前，实验装置已完成地面建筑、地

下建筑的斜井、竖井和地下实验大厅的建

设。“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的土建工程已

经基本完成，探测器的建设也已经完成

了一大半，预计今年年底能基本完工。

明年起，我们将开始灌装液体的工作。”站

在巨大的中心探测器旁，王贻芳表示。

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本就困难，在地

下 700 米 深 处 进 行 建 设 更 是 难 上 加

难。“不良地质条件曾是一个巨大的考

验。”马骁妍表示，“但在不懈努力和广

东省的鼎力支持下，实验装置研制面临

的诸多关键技术难题均已攻克，我们还

是一路顺利走到了今天。”

助研促产裨益显

返回地面的路上，研究人员激动地

分享起他们取得的一系列成果——

成功研制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尺寸微通道板型光

电倍增管；顺利完成高性能液闪的中试研

究；完成35.4米直径有机玻璃球、40.1米

直径的不锈钢网架等探测器关键部件的

设计和研制，并实现了批量生产……

参观之后，丁肇中高度评价了目前

实验装置的建设成果。“目前建设所取

得的进展，是难以想象的，是前所未见

的。”他表示，“期望江门中微子实验室

建设不断取得进步，在未来大获成功，

为人类了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和拓

展对宇宙的认识作出贡献。”

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作为我国第

二代中微子实验装置，其建设对于多学

科的基础研究有着重要的意义。“江门

中微子实验装置能够很好地推动我国

的基础研究。”王贻芳说，“在我看来，基

础研究与人才培养密不可分，是人才培

养的重要方案，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

都不为过。”

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的勘测、设计

与建设，也是一个产学研广泛参与、共

同进步的过程。“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

等大科学装置的建设不仅促进了许多

科学问题的解决，也带动了我国一批高

新技术企业的发展。”白春礼说。

岭 南 地 下 有 “ 宝 珠 ”
—— 江 门 中 微 子 实 验 装 置 建 设 加 速 推 进

图为江门中微子实验装置的中心探测器。 实习记者 李诏宇摄

新华社北京5月25日电 5 月 25 日

晚，2023中关村论坛在京开幕。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在开

幕式上宣读了习近平主席的贺信。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

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

贺信，充分体现了对科技创新和国际合

作的高度重视。新时代十年，中国把科

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地位，

推动科技事业发展取得显著成就，进入

创新型国家行列。

丁薛祥强调，中国将坚持面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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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实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完善科技创新

体系，优化配置创新资源，加强科技基

础能力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

能。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索相结合，

加强基础研究，集聚力量进行科技攻

关，全面增强创新能力。推动企业主导

的产学研深度融合，加大企业创新支持

力度，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水平，加快建

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加大多元化科技投入，加强知识产

权法治保障，形成支持创新的基础制

度，激发各类人才创新创业活力。中国

支持北京在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等方面继续走在全国前

列，支持中关村加快建设世界领先的科

技园区。

丁薛祥表示，中国愿积极参与全球

创新合作，同世界各国共享创新发展成

果。他提出三点倡议：一是完善全球创

新治理，发挥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作

用，携手打造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

的科技发展环境。二是促进全方位国

际科技合作，加强各国政府间、科技界、

产业界的交流互动，推动人才、技术、资

本、数据等要素顺畅流动。三是加强全

球性问题研究合作，支持各国科研人员

开展联合研究开发，共同推出促进全球

可持续发展的研究成果。

开幕式后，丁薛祥巡视 2023 中关

村论坛前沿技术展，与科技人员进行

交流。

国 内 外 科 技 人 员 、企 业 负 责 人 、

政 府 官 员 和 国 际 组 织 代 表 等 约 1000

人 用 线 上 线 下 相 结 合 的 方 式 参 加 了

开幕式。

丁薛祥出席2023中关村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

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

享”“持续推进中关村先行先试改革，进

一步加快世界领先科技园区建设”……

5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向 2023

中关村论坛致贺信。习近平主席的贺

信引发与会人士和社会各界热烈反响，

大家表示一定要在习近平主席贺信精

神的指引下，同世界各国一道，携手促

进科技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

“人类要破解共同发
展难题，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
共享”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人类要破解共同发展难题，比以往任何

时候都更需要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世界经济复苏面临严峻挑战，创新发

展、合作共赢是大势所趋。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对

当今世界科技创新发展大势的深刻洞

悉。”在开幕式现场聆听了贺信，国家区

块 链 技 术 创 新 中 心 主 任 董 进 十 分 振

奋。他表示，中关村论坛将展示中国科

技创新最新成果，让世界了解创新开放

的中国。与会嘉宾通过论坛深入研讨、

充分交流，将有利于促进各国共享全球

创新思想和发展理念。

“科技成果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

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全国工商

联副主席、奇安信集团董事长齐向东对

贺信中提到的“国际合作和开放共享”

深有感触，“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内涵丰

富、寓意深刻，科技创新只有开放合作，

道路才能越走越宽。”

中国科协副主席、华中科技大学校

长尤政院士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贺信再

次强调了“合作”之于创新的重要性，这

为我们进一步通过科技创新共同探索

解决重要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途径和方

法。我们将肩扛“国家责”，用好和平、

发展、合作、共赢的“金钥匙”。

科技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们将以

习近平主席的贺信精神为指引，构建起

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相适应的

国家创新体系，有效发挥科技创新对国

家发展和安全的支撑引领作用，最大限

度提升创新效能，以科技强国建设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加速实现。

“携手促进科技创新，
推动科学技术更好造福各
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在贺信中指出，中国坚

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愿同世界

各国一道，携手促进科技创新，推动科

学技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近年来，中国坚持融入全球科技创

新网络，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深

入参与全球科技创新治理，主动发起全

球性创新议题，成为全球创新版图中日

益重要的一极。

（下转第三版）

推动科学技术更好造福各国人民
——习近平主席致 2023中关村论坛的贺信

激励各界携手促进科技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