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 近日，中国科协组织召开颠覆性技
术座谈会。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
第一书记怀进鹏主持会议。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深
改办、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的
相关部门负责同志，中国科协机关部门及直属单位、
信息科技学会联合体有关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怀进鹏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颠覆性技
术。十九大报告中特别提出把关键共性技术、前沿技
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作为国家发展现
代化科技强国的一个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在网络
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特别强调：“互联网核心
技术是我们最大的‘命门’，核心技术受制于人是我
们最大的隐患。核心技术靠化缘是要不来的，只有自
力更生”。

怀进鹏表示，加强颠覆性技术及其相关的基础研
究、应用研究对我国建设现代科技强国、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具有战略意义。充分认识、深刻理解并
努力推动这项工作，是科技界的重大使命。中国科协
召开本次座谈会，就是希望以信息技术领域为切入
点，凝聚学术界、产业界的共识思考发展方向。他强
调，要真正推进颠覆性技术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要
从技术层面追溯基础应用研究，从研究层面提供政策
依据，从政策层面构建生态和价值体系，要有思想的
穿透力，要有问题的发现力，更要有政府的支撑力。
中国科协将持续营造并不断完善联系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良好生态，促进产学政深度融合、服务国家经济建
设，为党和国家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与会专家围绕信息科技领域颠覆性创新的前沿动
态，研判未来对国家核心竞争力可能产生深刻影响的痛
点问题及突破方向，提出适应性措施建议和解决方案。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陈刚，中国科协党组成员兼学
会学术部部长、企业工作办公室主任宋军出席会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杜祥琬，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李德毅，中国
科学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党委常委、常务副校长黄
维，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党委常委、副校
长梅宏，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
研究中心主任陆建华，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防科技大
学教授卢锡城，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自动化系
教授戴琼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科学院某研究所研究员王沙飞，腾讯公司副总裁王巨
宏，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刘松，百度公司副总裁王海
峰，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副总裁艾伟，京东云事业部总
裁申元庆，滴滴出行首席科学家刘燕等14位院士专家
及产业界代表参加会议。党的十九大立足时代高度，着

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长远发
展，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历史地位，绘就了伟
大梦想新蓝图，开启伟大时代新征
程，中国站在了全新的历史起点
上。科普研究事业要回应新时代的
新要求、承担起新时代赋予的新使
命，以更加昂扬的姿态续写新篇
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贡献力量。

新时代科普研究要有使命感和
担当性，科普理论研究要坚持实践
第一、理论自信；科普理论研究要
坚持民族化、大众化的基本目标和
特征；科普理论研究要坚持开放、
创新的精神特质。

新时代科普研究要有新的方
向，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弘扬
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的要
求，研究科普工作如何在加强思想
道德建设、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兴盛等方面发挥作用；按照党的十
九大报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
的要求，研究科普工作如何成为实
现创新发展的一翼；按照党的十九
大报告“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的要求，研究科普工作如何
实现国际化；要根据社会主要矛盾
呈现新形态，研究如何推动解决科普
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应按照党的
十九大报告“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
善民生”的要求，研究科普如何在加
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中发挥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普事
业发展迅速，科普理念进一步提
升，科普实践取得丰硕成果，全民
科学素质建设成效显著，科普事业
在管理模式、运行机制以及科普资
源、科普队伍建设等一系列方面也
发生了重要变化。当然，我们也应
该清醒地看到，我国科普事业发展
还存在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科
普工作理念、模式、机制、评估等

诸多方面都不同程度具有与新时代
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情况，目前对
于科普实践发展中遇到的一些新问
题还没有形成有效的解决方式，更
缺乏系统性的深入探索，迫切需要
针对我国科普工作领域的重大问题
和突出矛盾，结合国内外科普工作
现状，开展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
研究，进行深入的理论思索，不断
拓展科普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酝酿
新的理论突破。

在加强科普理论研究时，我们
应该重点注意以下问题：

一是认清科普在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建设中的作用，要紧紧围绕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目标，多出
适应科技强国建设的理论成果，不
断发挥科普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建设、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建设中的
作用，提高理论服务实践的水平，
在实践中提高理论能力，服务科普
事业发展。

二是要提升科普核心价值观，首
先要开展如何引导并强化人们崇尚科
学的价值观、打败金钱至上价值观的
研究，其次是开展科普如何更好地弘
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

三是重视科普的理论与实践发展
模式提炼，要深入研究科协科普工作
60年的发展情况，积极探索科普60
年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着重研究
2021年至2035年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的目标、指导思想、基本原则、重点
任务、保障措施等，力争结合新时代
特征在全民科学素质建设重点工程的
战略规划研究方面取得新突破。

四是重视科普需求与科普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探索如何更好地推
进科普事业与科普产业并举，更好
地满足公众科普需求。

（下转第三版）

毫无疑问，转基因是当前最容易
引起争执的话题？为什么中国的转基
因舆论变成为今天的样子？我们需要
怎样才能化解这些分歧？2018年4月
19日，在北京举行的《食物进化》观
影暨转基因科普交流会上，多位业内
专家对此发表了看法。

一部好的转基因纪录片应该是
什么样的？

《食物进化》是去年在美国上映
的一部探讨转基因话题的纪录片，
影片因其客观呈现正反两方观点、
立足于科学事实而被媒体热议。电
影中，正方出场的人有转基因研发
科学家、科学记者、孟山都副总、
非洲农民等，而反方出场的有大学
教授、有机农场从业者、民间组
织、普通民众等，电影中既有他们
各自的陈述，也有对话和交锋。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
工程学院教授罗云波表示，《食物进
化》 对他的启发是，中国的科学家
要有勇气和反对转基因的人进行对

话和沟通，不仅是勇气，还需要技
巧。

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
高级工程师姜韬认为，这部电影具
有明显的人文主义视角，比如其中
一个镜头是南非的一位父亲非常激
动地说：“因为种植转基因，我现在

交得起给我孩子上大学的学费了”，
很有人情味，这是和中国的“科
普”很不一样的地方。

《食物进化》制片人、导演斯科
特·肯尼迪也来到观影现场，分享他
拍摄这部电影的感想。

“实际上，在美国、欧洲、中国

已经有一些转基因领域的电影或者
纪录片。但是，这当中有些影片传
递的信息是不正确的。”斯科特·肯
尼迪说。

“我们当然是要公平地呈现两方
的观点，但是在呈现过程中会发
现，其中反对转基因的一方并不是
利用正确的、比较好的信息来源来
赢得辩论。”斯科特·肯尼迪说，在
纪录片中，反对转基因食品技术的
人呈现出一种控制欲非常强的状
态，他们卖力地向大家传递恐惧的
情绪，同时又在极力推广一些其他
产品的理念，比如一些天然食物或
者有机食物。

作为观众，应该如何去判断一
个有争议的话题？斯科特·肯尼迪认
为，观众要基于两种层次的思考。

“首先，通过直觉的思考，判断
该观点是不是在真正发讲述事实；
其次，观众要去看传递的这种信息
是否有科学依据的支持，这是最为
重要的。通过该纪录片，观众会发
现，反对转基因的人的观点，是没
有科学证据支持的。纪录片就是要
勇敢地给大家呈现事实，真实的情
况是什么。”他说。（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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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习近平

攻 克 艾 滋 病 曙 光 再 现
在最能威胁人类生命并难以治愈的疾

病名单中，艾滋病的排名绝对在前五名以
内。时至今日，虽然代价高昂的“鸡尾
酒”疗早已出现且疗效不错，但艾滋病依
然被人们列入无法治愈的疾病之列。直至
近日，香港大学宣布该校研究团队研制出
一种新型抗体药物，能保护细胞不被艾滋
病病毒感染和清除艾滋病病毒，并在小鼠
身上成功进行实验。这项研究成果已在最
新一期国际著名生物医学期刊《临床研究
杂志》上发表。

香港大学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艾滋病研
究所所长陈志伟教授表示，该所领导的研
究团队利用基因工程技术，花了8年时间
终于研制出了一种新型的抗体药物“串联

双价广谱中和抗体”（BiIA-SG）。
“这种药物若能作用于人体，就可帮

助健康人预防艾滋病。”陈志伟表示，现
在常用的疗法如鸡尾酒疗法，虽然可以抑
制病毒数量，但需要病人终身服用。这会
使部分病人出现抗药性、心血管疾病、过
敏等副作用，而且一旦停药，病毒也可能
会复发。但BilA-SG作为一种普遍适用的
抗体药物，其效用有明显改进。

BiIA-SG 通过结合宿主细胞表面的
CD4蛋白，能“有策略地”伏击艾滋病病
毒，保护细胞不被感染。研究团队已将
BiIA-SG在人源化小鼠身上进行实验，成
功地预防了142种艾滋病毒毒株，成功率
达100%。

相比目前治疗艾滋病病毒的抗体药
物，新药物效用有明显改进，研究团队希
望新药物有望真正成为首个“香港制
造”，适用于临床治疗艾滋病病毒的抗体
药物。

目前，该团队正在尽力推动其他大型
哺乳类动物包括人类的临床研究。Bi-
IA-SG 有望真正成为首个“香港制造”、
适用于临床治疗艾滋病病毒的抗体药物。
一旦药物能够成功作用于人体，就可以帮
助健康人士，包括男男性行为者等艾滋病
高危人群免遭病毒感染。

若未来药物能成功作用于人体，艾滋
病或自此被攻克。

（科文）

转基因科学传播转基因科学传播，，应该告诉民众什么应该告诉民众什么？？
□□ 洪广玉

开 启 科 普 研 究 新 篇 章开 启 科 普 研 究 新 篇 章
□□ 王康友

4月26日，正值世界知识产权日，“发明的精神——美国哈格利博物馆与图书馆藏·19世纪美国专利模型展（巡）”巡展启动仪式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
展览首站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开展，持续展至5月6日，随后将开启深圳、上海、武汉等地的巡展。展览通过60件专利模型原件和1件由美国第一任总统华盛顿亲自签批的专利批

准文件，带领我们回顾科技与设计在美国历史上如何交织在一起，给人们的生活乃至国家的命运带来巨大改变。 图/文 陈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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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进化》制片人斯科特·肯尼迪现身交流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