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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都 芃

记者手记

作为一名总工程师，谢全新可称得

上是一名“儒将”。他的鬓边已有些花

白，说起话来总是笑眯眯的，天然带给人

一种亲切感。

给记者科普时，谢全新充满笃定和

自信。但一说起自己的工作，他就笑着

摆摆手，不愿多聊。而说起团队的成绩，

他立马来了精神，侃侃而谈。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是

核工业人的座右铭，也是谢全新的信条。

在核工业产业中，同位素产业是重

要一环，但相关从业者是幕后的幕后。

不过，核工业人不怕坐冷板凳。

谢全新说，核理化院稳定同位素研

发从上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如今已历经

三十多年发展。其间，最艰难时只剩几

人坚守。但这“星星之火”使稳定同位素

事业传承至今，使技术不断进步，产品不

断丰富。说到此处，谢全新有些哽咽。

从保障核工业起步，到如今走向市

场面向产业，同位素事业发展环境不断

变化，但不变的是核工业人对技术的不

倦追求和对初心的始终坚守。

◎新华社记者 熊轩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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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好第一资源用好第一资源

谢 全 新 ，中 国 核 工 业 集

团有限公司核工业理化工程

研究院首席专家、稳定同位

素技术研发中心总工程师；

长期从事稳定同位素技术研

发工作，主导研发的锗-76、

丰度 99%的钼-100 等稳定同

位素填补国内空白，为我国

稳定同位素产业发展作出突

出贡献。

人物剪影

新华社讯（记者萧海川）为加强基层文物保护队伍和考古队伍建设，山

东省日前出台《山东省文物全科人才定向培养实施办法》。根据这一办法，

山东省未来 5年将为基层培养不超过 300名文物全科人才。

文物全科人才是指具备本科学历，熟练掌握历史、考古、文物保护、文物

与博物馆等方面的专业理论知识和一定实践操作技能的专业人才。他们是

为县（市、区）及以下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定向培养，学制 4 年，并承诺毕业后

到县（市、区）及以下文物保护事业单位工作不少于 5年。

这项人才培养工作由中共山东省委编办和山东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组织，在山东大学面向山东全

省实施，招生专业为考古学。文物全科人才在校学习期间免除学费、住宿

费，并获得一定的生活补助。

记者了解到，山东省文物全科人才每年培养数量根据文物工作实际人

才需求、文保事业单位空编情况确定，每年培养不超过 60 人，5 年时间共计

培养不超过 300 人，重点向山东省内 9 个文物大市、20 个文物大县倾斜。承

担培养任务的高校，将采取单独编班的形式，优化课程设置，强化实践教学，

突出多学科交叉融合。

山东

面向基层培养文物全科人才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杨宇航）记者 4 月 30 日从西藏自治区林芝市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局获悉，林芝市于近日发布了《林芝市人才引进激励办法（试

行）》（以下简称《激励办法》），通过一系列创新措施，吸引全国优秀人才。

《激励办法》共 7章 23条，详细阐述了人才引进的条件、方式等。林芝市

将引进人才分为高层次人才和菁英人才两类，分别制定了激励政策。

值得一提的是，林芝市在西藏自治区率先将非公企业纳入引才主体范

畴。此举旨在鼓励更多非公企业积极参与人才引进，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注入活力。

根据《激励办法》，年度缴纳税额地方留存部分超过 10 万元的企业，可

以申请 50 万元的引才经费补助。同时，林芝市将为引进人才提供最高 300

万元的补贴，以吸引更多优秀人才。

除此之外，林芝市还将加强与西藏自治区内外高校沟通合作，为在校生

实习和应届毕业生见习提供平台，发放生活补助、交通费等，为青年人才提

供生活保障。

林芝市人才引进工作相关负责人说：“我们期待通过这些激励政策，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汇聚林芝，助推林芝实现高质量发展。”

西藏林芝

发布人才引进激励办法

“在家门口就能找到不错的工作，挣钱的同时还能照顾家庭，我很满

意。”云南省昭通市镇雄县的邓敏曾与丈夫同时外出务工，无法照顾老人和

孩子。今年春节后，她和丈夫看到附近工厂的招工信息，发现待遇和工作环

境都不错后，决定留在家乡。

镇雄县是云南的人力资源大县，总人口 171万，其中农村劳动力有 79万

人。近年来，镇雄县通过政策帮扶、兴建园区等方式为群众搭建返乡创业就业

平台，让越来越多像邓敏一样从省外回到家乡的“归雁”在“家门口”就业创业。

“我们的服装订单量非常大，主要集中在上海、广东、浙江等地，现在把

部分订单转移到镇雄生产。”云南艺心服饰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勋从小在镇雄

长大，已有 17年服装行业从业经历。2023年，胡勋从浙江返乡创办企业，入

驻镇雄呢噜坪纺织服装产业园。

“家乡政府支持力度越来越大，帮助解决贷款、用地、用工等各种问题，

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返乡创业机会。”胡勋说。今年 3 月，胡勋的公司顺利

投产，目前每天能加工 1.5万件衣服，预计年产值将达到 5000万元。

在镇雄县以勒五金高新产业园，10.6 万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正在建设

中，一座“中国西南五金城”初现雏形。

据镇雄县人社局统计，在浙江省永康市及周边，有 6.5 万镇雄人从事五

金行业，“镇雄五金工”已成为具有代表性的劳务品牌。借助五金产业的人

力资源优势，镇雄县瞄准五金产业链，积极打造承接东部产业转移示范基地

和返乡创业就业产业园，园区项目建成后，可提供 2 万余个就业岗位，让更

多群众就地就近就业。

“这些年镇雄修了高速、通了高铁，我们也有了回乡办厂的底气。”罗

旺斯集团门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金华市昭通商会会长吴长斌从事五金行

业 20 余年，2023 年 10 月回到镇雄创业。经过前期筹备，他的厂房在今年 5

月投产。

镇雄县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主任邹兴玉介绍，镇雄县为返乡创业

者在政策咨询、贷款扶持、用工保障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服务，通过走村入

户送岗、专场招聘推岗等形式协助群众找工作、企业招工人，目前已帮助

1.48万人返乡创业、2.05万人返乡就业。

云南镇雄

为“归雁”搭建返乡就业创业平台

在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核工业

理化工程研究院（以下简称核理化院）的

实验室中，有一些小小的透明玻璃瓶，里

面装着需按毫克计算的稳定同位素产

品。若不仔细观察，很难发现它们的存

在，但其价值却远超同等重量的黄金。

上到航天飞船，下到手机电脑，稳

定同位素在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近

年来，以核理化院为代表的一批科研单

位在稳定同位素研发生产中不断取得

突破，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强大“核”动力。

作 为 核 理 化 院 首 席 专 家 、稳 定 同

位素技术研发中心总工程师，谢全新

长期从事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工作，

在 科 研 一 线 深 耕 ，取 得 多 项 创 新 成

果 。 近 日 ，他 接 受 科 技 日 报 记 者 专

访，讲述了我国稳定同位素产业不断

发展壮大的历程。

“它离我们一点
也不远”

记者：提起同位素，很多人会感到

比较陌生。您能否给读者科普一下什

么是同位素？

谢全新：物质由原子组成，而原子

又由原子核与核外电子组成。原子核

里是质子和中子。同位素就是质子数

相同而中子数不同的一些核素。但因

它们同属一种元素，在元素周期表中位

置是相同的，所以被称为同位素。

记者：同位素有哪些种类？

谢全新：根据半衰期长短，同位素

可以被分为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同位

素。如果同位素半衰期超过现在的地

质时间（约 5×109 年），就被称为稳定同

位素。

放 射 性 同 位 素 的 半 衰 期 要 短 得

多。其原子核是不稳定的，会在放射出

某种粒子后自发转变为其他核素，这个

过程会产生辐射。

稳定同位素和放射性同位素并非

“井水不犯河水”。如果借助反应堆或

加速器，对稳定同位素进行辐照，就可

将它转变为放射性同位素。这也是稳

定同位素的重要用途之一。

记者：稳定同位素似乎离大众生活

很遥远？

谢全新：不，其实它离我们一点也

不远。比如，体检时，医生可能会检查

我们是否感染了幽门螺旋杆菌。现在

最简便的检查方式，就是通过碳的稳定

同位素之一——碳-13 进行呼气试验。

碳-13 拥有超强的标记能力，能给呼出

的气体打“记号”。通过前后对比，医生

能 判 定 我 们 是 否 感 染 了 幽 门 螺 旋 杆

菌。再比如，硼-11 等稳定同位素被应

用于芯片制造等领域，生产手机、电脑

等电子产品都需要它。因此稳定同位

素实际上被广泛应用于生产生活，对经

济社会发展非常重要。

记者：近几年我国稳定同位素产业

突然加速发展，背后原因是什么？

谢全新：在稳定同位素研发和应用

领域，相比许多发达国家，我国起步相

对较晚。但经过积累，技术差距正在逐

渐缩小。近年来，产业发展加速主要原

因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需要稳定同位素的产业大多是高

新技术产业，比如芯片制造、航空航天、

核医学等。此前，我国相关产业发展并

不充分，对稳定同位素需求小。

近年来，随着我国产业升级速度加

快，越来越多行业对稳定同位素有了旺

盛需求，加之相关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稳定同位素产业便步入发展快车道。

记者：需求这么旺盛，我国目前稳

定同位素生产制造水平能跟上吗？

谢全新：目前，世界上只有几个国

家 或 地 区 可 以 大 规 模 生 产 稳 定 同 位

素。如果从稳定同位素产品数量和产

业规模两个维度考量，我国已处于世界

先进水平。

记者：全球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可

大规模生产稳定同位素，那稳定同位素

生产的技术难点主要是什么？

谢全新：高品质的稳定同位素需具

有高丰度和高化学纯度，其中涉及的技

术主要是分离和纯化。从分离技术角

度看，有的同位素天然丰度极低，比如

氙-124，天然丰度只有 0.096%，但用户

要求的丰度一般是 99.9%以上，也就是

说要借助技术手段把丰度提高 1000 多

倍。从纯化技术角度来说，必须针对目

标同位素，建立相应纯化工艺和方法。

分离的元素不同，纯化的工艺和方法不

一样。因此要获得满足用户要求的同

位素产品，需突破诸多技术难点。

“科研就应与
产业同频共振”

记者：您在稳定同位素研发领域取

得多项重要成果，哪项成果您印象最

深？

谢全新：印象最深的是研制锗-76

同位素。我们团队利用不到 1 年时间，

完成了从实验研究到规模化生产的跨

越，满足了国内重大基础研究对该同位

素的需求。

记者：研发难点主要在哪儿？

谢全新：锗-76 同位素的研发过程

包括研制专用机型、设计分离系统、制

备四氟化锗-76 产品、将四氟化锗-76

转化为二氧化锗-76 等步骤。主要难

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如何突破上述

关键技术，生产出公斤级的小批量产

品；二是在小批量研制基础上如何进行

工艺放大，实现百公斤级产能。

记者：您和团队是如何突破这些难

点的？

谢全新：接到任务后，分离团队和

化工团队紧锣密鼓地开展了技术攻关，

利用半年时间突破了关键技术，获得了

公斤级锗-76 同位素产品。之后，相关

研发团队与生产团队密切合作，顺利生

产出百公斤级锗-76 同位素产品，满足

了国内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验对该

同位素的迫切需求。

记者：您此前主要从事基础研究工

作，现在则重点面向产业进行产品开

发。您如何看待科研和产业的关系？

谢全新：没错，我曾长期从事基础

研究工作。2021 年核理化院成立稳定

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中心的使命是坚

持研产融合发展，打造世界一流的稳定

同位素研发平台。那一年，我的工作重

心发生了转变。

稳 定 同 位 素 研 发 与 产 业 联 系 紧

密。产业有需求，科研就应与其同频共

振，促进创新链与产业链深度融合，避

免成果“躺”在论文里。截至目前，核理

化院已研发出 20 多种稳定同位素产品，

其中 13 种同位素产品进入市场。

记者：您认为，稳定同位素产业未

来会有哪些新发展趋势？

谢全新：总体来看，同位素产业未

来将呈两种趋势。

一是应用领域将越来越广。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世界上 70%的稳定同位素

用于医学、农林和食品安全领域。未

来，稳定同位素将在核能、医学、基础研

究、航天航空、半导体等领域得到广泛

应用。

二是同位素产品需求量会越来越

大。比如，用于无中微子双贝塔衰变实

验的钼-100、锗-76、氙-136 等同位素

以及用于核能领域的贫化锌-64 同位

素用量有望达到吨级。

记者：着眼未来，目前我国稳定同

位素产业还存在哪些发展瓶颈？

谢全新：我国稳定同位素产业虽然

发展迅速，但目前产业链整体发展仍不

成熟，上中下游没有完全贯通。此外，

一些关键技术也亟待突破，下游应用技

术有的刚刚起步。例如，我国医用同位

素生产能力不足，大多依赖进口。

记者：针对这些瓶颈，您有哪些建议？

谢全新：首先，要加强顶层设计和

产业布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打通稳

定同位素产业链。其次，要加强多种技

术融合发展，提升科技创新水平，打造

产业核心竞争力。

“培养方式要
一人一策”

记者：推动稳定同位素发展离不开

优秀人才。目前在核理化院，青年人才

占比如何？

谢全新：目前青年人才占多数，且

已开始挑大梁，组成了实力强、能攻坚

的科研团队。

记者：作为研究生导师，您对人才

培养有什么心得？

谢全新：在我看来，研究生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培养独立判断思考、创新解

决问题的能力。每位学生的专业背景、

性格和兴趣不同，培养方式要因人而

异、一人一策。比如，有的学生数理基

础好，编程能力强，研究的课题就可偏

向理论研究。有的学生动手能力强，数

理基础相对薄弱，研究课题就可偏向实

验研究。当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实

验研究，只是侧重点不一样，从事理论

研究的学生也应参与实验，从事实验研

究的学生也需掌握必要的理论知识。

记者：同位素产业是核工业的重要

一环，聚焦工程领域人才培养，您有哪

些经验？

谢全新：我认为，实践对于工程领

域人才培养至关重要。目前我们和清

华大学开展联合培养，清华大学学生可

以来我们这里做毕业课题或实习。学

生到这里看一看，动手操作一下，和各

种设备来个“亲密接触”，或许就能“激

活”此前学习的理论知识。

记者：目前，稳定同位素领域更需

要什么样的人才？

谢全新：现在稳定同位素领域特别

需要专业复合型人才。稳定同位素是

个“富矿”，还有许多应用场景可挖掘。

现在我国可以生产许多稳定同位素，但

我们不知道应用场景。挖掘这些场景，

需要既懂同位素分离，又懂同位素应用

的复合型人才。

记者：从事稳定同位素研发生产需

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我们应

如何让更多青年人才投身这项事业，并

且坐得住、出成果？

谢全新：科研领域的任何关键技术

攻关或新产品研发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需要科研人员发扬“板凳甘坐十年冷”

的精神，沉心静气，埋头深耕。为了让

更多青年人投身这项事业，一方面要引

导青年人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

鼓励他们潜心科研；另一方面要健全针

对青年科研人员的综合评价体系，探索

建立以创新成果应用、成果转化为主要

内容的评价指标体系。

谢全新谢全新：：深挖稳定同位素深挖稳定同位素““富矿富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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