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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标签就像它们的出生证明一

样。”在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科研助

理覃汝庆眼中，一些外人看来“没头脑”

的小飞虫却值得精心对待——将他们

的数据逐一记录，保证准确和完备，容

不得半点马虎。

7月 11日，覃汝庆为带有特殊基因

的果蝇更换“粮食”。她打开塞子、倒置

试验管、驱入果蝇、迅速盖上、更换标签，

整个流程一气呵成，常常要重复数百

次。无误、安全、快速是这项工作最基本

的要求，这也是保证后续遗传学研究数

据准确性的根基。“如果更换新鲜培养

基，它们也会活跃起来，所以每个环节都

要一次‘瞄准’，不能漏空子，力度和速度

还要适中。”现在的覃汝庆已经摸索出不

少心得，与刚进实验室时的她截然不同。

两年前，覃汝庆放弃企业的工作来

到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陆剑教授的

课题组当起科研助理。“这里确实没有

企业赚得多。”她坦言，但实验室的工作

环境让她能够更专注，因为课题组里学

术氛围浓厚，学生精神面貌积极向上，

实验室的负责人很随和，这里昂扬向上

的力量吸引着覃汝庆。

“从事前沿科学研究的老师们会为

了新的发现异常兴奋。”说起这些，覃汝

庆禁不住打开话匣子，“比如这些果蝇，

咱们看来都一样，但用基因数据分析

后，会发现它们能随环境变化而快速变

化，适应能力之强超出人类想象。”

作为前沿研究的科研助理，覃汝庆

的眼界逐渐开阔起来，她与研究者们融

为一体，处理财务、耗材采购、项目申报

等工作。“两年来，我感觉自己也在不断

成长，沟通协调能力提高了，工作中不

熟悉的地方也能妥善处理了。”她说。

在北京大学担任科研助理，还有机

会与其他优秀团队协同工作。此前，覃

汝庆参与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病原学

专项项目的申报工作，这项工作让她感

觉责任重大，因为项目需要整合多家优

秀参与单位的科研优势，与 10 多位课

题负责人及骨干不断沟通。

“陆剑老师是项目牵头人，各家单

位提供的申报材料内容很多，都要汇集

到我这里做梳理，还要跟进进度，确保

按时完成申报。”覃汝庆说，这次任务责

任重大，自己也通过这项工作完成实现

了“蜕变”，帮助自己在处理“多核驱动”

工作时也能坦然应对。

“科研助理工作集文、理于一身，

要了解课题组的研究方向和工作内

容，还要具备写作、沟通、管理能力。”

陆剑认为，虽然科研助理对学术研究

起辅助作用，但非常重要，提升了团队

整体效率。

覃 汝 庆 ：

在研究过程中实现自身“蜕变”

◎本报记者 张佳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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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7日，第五届“科学探索奖”获

奖名单揭晓，48 位青年科学家榜上有

名。至此，“科学探索奖”5 年共资助

248位青年科学家。

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

士韩启德表示：“‘科学探索奖’本身就

是对中国现阶段如何建设科学奖励制

度的有效探索。五年来的实践证明，

‘科学探索奖’实施的一系列充分发挥

优秀科学家主体作用的评审、监督和发

布办法是成功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方

针是有效的，奖金完全由获奖人自由支

配的机制是有吸引力的。”

首位外籍非华裔获
奖人诞生

纵观本届“科学探索奖”名单，数个

“首次”为奖项评选带来更多元化的面

貌，也见证着中国科技创新的蓬勃发展

和科研生态的不断优化。

香 港 大 学 副 教 授 Joseph Ryan

MICHALSKI 成为“科学探索奖”5 年来

首位外籍非华裔获奖人。他关于火星

生命的研究计划激动人心。

“科学探索奖”特别关注女性科学

家和年轻科学家的发展，在同等条件

下，倾向年纪轻者和女性。2023 年，数

学物理学、交通建筑两个领域首次出现

女性获奖人。5 年来，“科学探索奖”的

248位获奖人来自 26个城市，90所科研

机构，平均年龄 41 岁，最年轻的获奖人

30岁；其中超过 75%的获奖人有海外一

流高校、研究机构学习或工作的经历。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常务副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科学探索奖”发起

人潘建伟表示：“探索奖的竞争非常激

烈，评审经历了艰难甚至痛苦的选择，

甚至很多相当优秀的申报人不得不成

为‘遗珠’。总体看这几年，获奖人质

量保持稳定，还能看到优秀的年轻科

学家不断成长起来，‘科学探索奖’将

持续资助中国优秀青年科学家群体，

期待他们成为国家基础研究加速前进

新的动力。”

“从零到一”硕果累累

5 年来，“科学探索奖”获奖人潜心

探索，“从零到一”，硕果累累。截至今

年 6 月，获奖人中共有 7 人研究成果入

选年度“中国十大科学进展”，在科学类

知名刊物 CNS（《细胞》《自然》《科学》）

共发表论文 29 篇，共有 839 篇 SCI论文

向腾讯基金会或“科学探索奖”致谢。

中国工程院院士、“科学探索奖”

发起人邬贺铨如是评价：“这些青年科

学家善于思考，勇于探索，敢于创新，

乐于科研，忠于祖国。他们注重科学

性和探索性，解放思想，勇于开拓；也

在紧密结合国家的战略需求，矢志不

渝地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他们不负韶

华，成长为国家科技事业的中坚力量，

成果丰硕，潜力可期。”“科学探索奖”

的获奖人们，每年要提交一份一页纸

的科研进展报告，在谈及获得资助的

影响时，“对开展探索性研究更加充满

信心”“开展了更多的探索性研究”“有

更多时间投入科研工作”成为最集中

的选项，“底气”和“定力”则是他们最

喜欢用的“关键词”。

“推动原始创新持续突破，就需要

不断厚植科研创新土壤，构筑鼓励探

索、宽容失败的学术文化和科研生态体

系，‘科学探索奖’成立 5 年，在这方面

走出了一条新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表示。

提升青科在科学创
新上的热情
“科学探索奖”也在持续探索社会

资金长期稳定支持基础科研的创新模

式。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数

学系教授、“科学探索奖”发起人张益唐

表示：“‘科学探索奖’五年来取得了很

好的成果，不仅激励广大青年科学家勇

攀科学高峰，更重要的是，它通过自己

的影响力，唤起了社会、企业在投入基

础研究，提升科学创新上的热情。”

“科学探索奖”设立于 2018 年，由

杨振宁、潘建伟等 14 位知名科学家与

腾讯基金会发起人马化腾共同发起。

“‘科学探索奖’设立五年来，得到了科

学界大力支持，在鼓励支持青年科学人

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逐渐走出了一

条社会力量资助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

探索的创新路径。”马化腾表示，“‘科学

探索奖’和其后设立的‘新基石研究员

项目’，也是我们对中国大科学时代的

进一步呼应。我们期待青年科学家们

继续探索科学前沿，拓展未知边界，取

得更多研究成果，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

发展提供重要的源动力。”

五年共资助 248位科学家，探索社会资金支持研究新模式

“科学探索奖”鼓励青年科研人员“挑大梁当主角”
◎本报记者 操秀英

7 月 16 日，正值炎夏。记者走进位于中原农谷西区

新乡市获嘉县的 30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里，自走式喷

灌机正在为一拃高的大豆苗送上清凉。

一年多以前，河南省委、省政府发出了举全省之力布

局建设中原农谷的号令。一年来，省字号“一方案”“两意

见”密集出台；全国两会期间，河南代表团提出 3 个全团

建议，涉及中原农谷建设的占两个，全省高标准农田示范

区暨中原农谷建设推进会在新乡召开……

河南作为农业大省，离不开种业这颗“芯片”。为了

打好种业创新翻身仗，建设一流种业平台，建设国家农业

创新高地，2022 年 4 月，河南省政府印发《“中原农谷”建

设方案》，举全省之力在新乡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从繁花灿烂的春天，到飞雪漫天的冬日，再到收获满满

的今日，一年多来，建设中原农谷的步伐铿锵而坚实。神农

种业实验室里，育种人日夜兼程，只为挑出最“靓”的种子；阡

陌纵横的麦田装载了数字大脑的百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区，

勃发着无限生机；北交所的钟声清脆而悠扬，为中原农谷首

个农机装备企业而响；“尝鲜”预制菜、共谋新发展，2023中原

农谷预制菜国际博览会暨产业发展论坛召开。

河南省农科院研究员田建民说：“中原农谷是河南顶

格聚焦、顶格推动、顶格发力的关键所在。”“三个顶格”的

中原农谷以“一核三区”的宏大笔法，谱写着新时代农业

大省扛稳粮食安全责任的新篇章。

“一核”指平原示范区全区全域 342 平方公里，打造

国际一流农科“芯”城。“三区”分别指以延津县部分区域

约 498 平方公里为主的东区，打造粮油产业经济集聚地；

以新乡县、获嘉县部分区域约 473 平方公里为主的西区，

打造高新技术转化集成地；以原阳县部分区域约 298 平

方公里为主的南区，打造食品加工产业示范区。

走进坐落于中原农谷核心区——平原示范区的神农

种业实验室，科研人员正对着一排排花生米做实验，并使

用精密仪器对花生的含油量、蛋白及油酸含量进行检

测。据了解，目前实验室已组建小麦、玉米、花生、棉花、

芝麻、畜禽 6 支核心研发团队；建立作物研究中心，筹建

畜禽研究中心，设立了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所、中国农科

院棉花所、河南大学等 3家实验室研究基地。

新乡市获嘉县作为中原农谷总体布局中的“西区”，主要

负责繁育小麦和大豆良种，同时承担着30万亩高标准农田

示范区建设、小麦大豆良种和花木种苗龙头企业培育、现代

农机装备产业园建设三大任务。在新乡市新乡县朗公庙镇

小麦实验基地，曾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的茹振刚教

授正在他的试验田里忙碌：“这是‘百农5819’，亩产能达到

1700斤，具有很强的抗风能力，我们的小麦育种是一次划时代的农业育种革命”。

作为中原农谷东区的延津县，地处中国小麦黄金生产带，这里的小麦被称作

是“中国第一麦”，延津县也成为中原农谷的粮食产业经济集聚地。“这些糕点都

是用我们延津高筋面粉做出来的，吃起来有嚼劲、口感好、麦香浓郁。现在，延津

小麦产业链建构完整，已经实现了从种植到加工再到销售的全产业链发展。”延

津县副县长张凤琴说。

原味羊蝎子、鸿运狮子头、意式肉酱面……在新乡市原阳县，现代食品产业

如雨后春笋，充满着面向未来的活力。原阳县作为中原农谷的南区，以中央厨房

产业园为依托，强化生产加工、综合服务、物流枢纽三大功能，突出预制菜、肉制

品加工、休闲食品等主导产业，建成国内重要的预制菜产业基地和标准领跑区，

综合性、功能型休闲食品产业基地和国际农产品冷链物流中心。

飞速发展离不开政治领航。“今年以来，中原农谷上下一心，深入学习贯彻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动主题教育走深走实，打造一支‘豫农铁

军’。”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一位负责人说。

风帆正举，征途如虹。新的征程上，中原农谷将结出丰硕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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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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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成都 7月 17日电 （刘
桂源 陈科 实习记者李诏宇）记者 17

日获悉，“音乐秀成都 文明迎大运”蒲

公英宣讲音乐会近日在四川天府新区

新兴文化站举行。100 余名群众参与

线下活动，1 万余名网络观众通过线

上直播收听、收看。

活动现场，新兴街道带来的文艺

表演《把未来点亮》为蒲公英宣讲音乐

会拉开帷幕。接下来，主题宣讲《文明

蓉宝迎大运》呼吁大家共同当好东道

主、文明迎大运；随后，四川天府新区

志愿服务总队志愿者也用歌唱的形式

呈现新区人民的青春与活力，一首大

运主题歌曲《Dare to Live》将现场氛

围推向高潮。新兴场社区工作人员杨

勇说，“我很喜欢这首《Dare to Live》，

曲调轻快，节奏感较强，尽显青春活

力。当这首音乐在现场响起，我就感

受到大运会浓浓的氛围。”

同时，活动现场还发放了《办好

成都大运会》宣传手册、帆布袋等宣

传资料，并设置了“知识问答”环节。

“这次的宣讲音乐会跟之前听过的宣

讲会都不一样，整个过程趣味十足，

节目非常精彩。大家的情绪也很高

昂，现场活跃度很高，氛围感满满。”

凉水村村民杨朝秀说，“大运会是成

都的一次盛会，我们作为成都人，更

要把成都的文明形象展现出来！成

都加油，大运加油！”

此次蒲公英宣讲音乐会是天府新

区“迎大运盛会，展文明形象”系列活

动之一。据天府新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为让居民进一步了解大运会相关

文化和常识，新区承办了系列活动

530余场，引导居民共同当好东道主。

四川天府新区举办音乐会迎大运

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7月15日，

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重要配套工程——

成都轨道交通18号线建设迎来重要节

点。当天，一座四线换乘、深达45.5米、

施工体量相当于3个标准地铁站的骡马

市站，也是我国西南地区首座超大深度

地铁车站主体结构全面封顶。成都地铁

18号线全长80.4公里，分三期建设，一、

二期工程已于近期通车运营，三期工程

共设车站5座，其中的骡马市站位于成

都繁华闹市区，整体建筑位于地下六层，

由新建18、10号线车站和已开通运营的

1、4号线车站组成。

成都 18 号地铁线骡马市站堪称

“成都最难，全国罕见”地铁车站。车

站周边环境复杂、与既有 1 号线车最

小距离仅 5.3 米，下穿既有 4 号线车

站、成都市交通要道及古蜀王府遗址

区域，既有线保护、古树迁移、古建筑

保护、管线迁改难度大；地质条件复

杂，多富水砂卵石地层和中风化泥岩，

降水难度极大；且该车站是成都涵盖

工法最多车站，结构施工受力体系转

换次数多、材料运输困难。

为保证在成都大运会开幕前完成

骡马市站主体结构，项目自 2019 年 11

月开建以来，中铁十八局建设团队克

服了围护结构桩基垂直度控制要求

高、降水排水难度大、既有线沉降控制

难度大、超深基坑施工和立体交叉作

业风险大等诸多困难，建设创成都市

中心在建地铁多项最高纪录：车站单

次浇筑最大混凝土 3000 立方米，单日

最高出土外运 5500立方米等。

据中铁十八局成都地铁18号线骡

马市站负责人黄广楷介绍，骡马市站主

体结构完工，为 18 号地铁线三期工程

按期通车运营奠定了基础，也为国内超

深地铁车站的设计、施工和科研提供了

重要数据。成都 18 号地铁线建成后，

将与成都地铁 1号线、4号线和 10号线

实现四线交叉换乘，同时连接起成都的

3座高铁站和 2座机场，形成现代化的

立体交通枢纽。总投资 474 亿元的成

都地铁18号线是我国首条兼顾中心城

客流、市域客流、机场客流，集多种运营

组织模式于一体的复合线路，其时速将

达到140公里，是我国西南地区时速最

快的地铁线路，对助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将发挥重要作用。

大运会配套工程建设迎来重要节点

西南首座超深四线地铁站主体完工

7月 17日，七名巴西代表团
成员抵达成都天府国际机场。这
是第 31 届世界大学生夏季运动
会首批抵蓉的外国代表团成员。

图为首批抵蓉的巴西代表团
成员在成都天府国际机场合影留
念。

新华社记者 胥冰洁摄

首批大运会

外国代表团抵蓉

科技日报北京7月17日电（记者

陆成宽）17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获

悉，利用 CT 扫描和 3D 重建等技术手

段，该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

科研人员从北京周口店第15地点的哺

乳动物化石中识别出一块人类顶骨。

这是继 1973 年周口店第 4 地点发现 1

枚牙齿化石之后，50 年来在周口店遗

址区域首次发现的更新世人类化石。

在过去的 100年里，周口店第 1地

点发现的直立人化石引起了国内外学

者的高度关注，成为探索人类演化的

最重要的研究材料。遗憾的是，这批

重要的直立人化石连同山顶洞发现的

人类化石一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

丢失，只剩下保存在瑞典乌普萨拉大

学进化博物馆的 1921 年和 1923 年试

发掘时获得的 4 枚牙齿，以及新中国

成立后发现的 8 枚牙齿、2 块肢骨碎

片、一块额骨和一块枕骨碎片。

新发现的人类顶骨化石呈黄褐

色，已完全石化，其骨壁厚度、曲度和尺

寸可与周口店直立人头盖骨的右侧顶

骨大致重叠。该化石的发现，使周口店

遗址新增一处人类化石地点。周口店

第 15 地点距离第 1 地点 70 米，该地点

发现于 1932年，科研人员在 1934年至

1937 年对其进行了系统发掘，这里出

土了大量石器和哺乳动物化石，年代为

中更新世晚期，距今约20万年。

据悉，周口店第 1 地点发现的人

类化石距今约 50 万年，被归入直立

人。此外，在山顶洞和附近的田园洞

发现的 3万—4万年前人类化石，属于

早期现代人。而处于中间阶段的人类

化石仅在第 4 地点发现了一枚牙齿。

周口店第 15 地点人类化石的发现，将

有助于通过比较解剖学和分子生物学

深入研究这个区域的人类演化，为探

讨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提供极为重

要和关键的标本材料，实证我国百万

年来的人类演化史。

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新的古人类顶骨化石

（上接第一版）
网络空间天朗气清、生态良好是

广大网民的共同期待。“清朗”系列专

项行动在全网开展“大扫除”，“护苗”

专项行动坚决清理危害青少年身心健

康的不良内容，“净网”专项行动依法

严厉打击网络黑客、电信网络诈骗等

违法犯罪行为……一系列网络专项整

治行动开展，网络家园更加清朗安全。

实施《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

体系的意见》，广泛凝聚网络综合治理的

工作合力；出台《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

规定》《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

《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

《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为

依法依规管网、治网、用网提供依据。

在有关部门和地方的协同推进下，

网络综合治理体系基本建成，推动实现

互联网由“管”到“治”的根本性转变。

共建共享网络文明新风尚——

《征信疑云》《熊猫捉谣记》《地震

谣言的那些事儿》……2023 年 5 月，第

五届中国互联网辟谣优秀作品在北京

发布。60 部入选作品以百姓喜闻乐

见的方式揭示了谣言的危害性，帮助

广大网民提高识谣辨谣能力。

网络文明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

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

开展劳动模范、时代楷模、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等典型事迹网上宣传，打造

“亿缕阳光”“凡人微光”“星火成炬”等网

上品牌栏目，推动形成崇德向善、见贤思

齐的网络文明环境；推进群众性精神文明

创建活动向网上延伸，实现网上网下文明

建设有机融合；连续举办中国网络文明大

会，发布共建网络文明行动倡议，促进网

络文明建设，营造清朗网络空间……

在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网络

道德建设持续拓展，精神文明创建更加

有效，网络文明理念深入人心，一幅欣

欣向荣的网络文明新画卷徐徐铺展。

（新华社北京7月17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