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截至8月30日，我国首次火星探测天问一号任务“祝融号”火星车驶上火星表面满100天，
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国的印迹，成为世界首个一次任务实现火星环绕、着陆和巡视的国家。“祝
融号”火星车在着陆点以南方向累计行驶1064米。

目前，火星车状态良好、能源充足，将继续按照“七日一周期，一日一规划，每日有探测”的高
效探测模式，向南部的古海陆交界地带行驶，以获取更丰富的科学探测数据。

环绕器在轨运行403天，距地球约3.92亿千米，于8月24日使用高分辨率相机对着陆区

域成像，获取了1米分辨率影像，图像中火星车行驶轨迹清晰。
9月中下旬，地球、火星将运行至太阳的两侧，三者近乎处于一条直线，探测器将进入日凌

阶段。日凌期间，受太阳电磁辐射干扰的影响，器地通信中断，环绕器和火星车将转入安全模
式，停止探测工作。日凌结束后，环绕器将择机进入遥感使命轨道，开展火星全球遥感探测，同
时兼顾火星车拓展任务阶段的中继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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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 侯静）科普星
辰之光，凝聚传播之力！“首都科普星
辰行动”科学传播专业人才培育项目
日前在京正式启动，面向首都地区的
科学传播人才“招募令”同步发布，吹
响了科学传播人集结号。

“首都科普星辰行动”（以下简称
“星辰行动”）由北京市科协主办，旨在
培育和打造一支优秀的科学传播人才
队伍，并探索和形成具有首都特色的

“科学传播人”培养模式。本次“星辰
行动”将通过首都地区的科学教育场
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公开
选拔一批科学传播的优秀后备人才 60
名。凡在北京地区工作，具备扎实学
科专业背景、热心科普事业的公众，都
可通过所在单位申报。申报截止时间
为 2021 年 9 月 6 日。

“首都科普星辰行动”不会收取参
与人员任何费用。公开选拔结束之
后，“星辰行动”将对入选的科学传播
人才进行“高端”培训，为每一位学员
配备由院士、科技馆长和科普大咖组
成的高端化导师团队，采取 1+2 模式，
开展“一对一”指导。培训课程包括专
业理论课程和实践技能培训，实现三
大板块课程领域全覆盖。其中专业理
论课程依托北京大学教学资源及科学
传播领域资深专家，精心设计科学规
划理论课程。实践技能培训则依托首
都地区科普场馆资源，因地制宜，带领
学员去往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等
知名科教场馆开展现场实践教学。运
用专业素养培育、实践技能提升、职业
精神养成相结合的培育方式，对接科
学传播人才需求，支持科学传播人才
成长，全面提升学员的科学传播技能。

除了选拔和培育优秀科学传播人
才，“首都科普星辰行动”还将进行科
普创新实践平台建设和“首都科普服
务团”建设，为入选科学传播人才打造
科学传播实践平台，发挥北京科学教
育馆协会、北京科学中心发展体系、首
都科学讲堂等阵地优势，提供开展科
学传播实践活动的渠道，依托互联网
信息化科普阵地，为“首都科普星辰行动”人才提供创新实践平
台。此外，“首都科普星辰行动”还将在导师团和优秀科学传播人
才培训学员的基础上，吸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专家为成员，组建
结构合理、优势互补、运行高效的“首都科普服务团”，搭建面向基
层的科普资源和平台，常态化地开展科普讲座、科技培训、科学教
育等活动，构建起覆盖基层、服务群众的科学传播网络。

“首都科普星辰行动”科学传播专业人才培育项目由北京市
科学技术协会主办，北京科普发展与研究中心、北京科学教育馆
协会、北京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会承办，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
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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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

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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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日新！
这是“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国科学院学

部委员（院士）彭桓武在38年前信笔写下的题词。
字迹旁边的奖章与证书共同见证了那个历时性

的时刻。

这是大家干出来的

1982年，以彭桓武为首的10位科学家获得了“原子
弹、氢弹研究中的数学物理问题”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按国家规定，这项一等奖的唯一一枚奖章应授予
名单中的第一位获奖者。可当二机部北京第九研究
所的同志把奖章送去时，彭桓武却坚决谢绝，并且说：

“这是集体的功勋，不应由我一个人独享。”
大家再三劝说，他才同意留下奖章，但他接着说：

“奖章是我的了，我把它送给九所。”
随即，他提笔写下了 10 个字：“集体、集集体；日

新、日日新。”此后每当有人提起他在核武器研究中的
贡献，或者媒体采访时，他都在强调，这“都是大家干

出来的”。

祖国需要我就去

“大力协同勇于登攀”是“两弹一星”精神的重要
内容，“集集体”题词正是这项精神的生动再现。

将历史的钟摆回拨到1960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
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全面撤走专家，停止供给资料设
备。中国核武器研制彻底走上自力更生的探索道路。

1961年4月初，彭桓武接到指令，到当时的二机部
北京第九研究所负责核武器物理研究工作。正如当
初回国时的毅然与坚决，他说：“国家需要我，我去。”

当时，唯一可参考的资料是一个苏联专家口头讲述
的原子弹教学模型。作为核武器理论设计的领头人，彭
桓武不迷信专家权威，将原子弹理论研究扎实推进，引
导大家抓主要矛盾，化繁为简，缩短研究周期。

在原子弹理论研究过程中，彭桓武与邓稼先等科研
人员用了近1年时间完成计算，光数据纸就有几大麻袋，
扎实的理论设计为原子弹的成功研制奠定了基础。

打响氢弹研制“百日会战”

第一颗原子弹理论设计完成后，彭桓武敏锐地意
识到，要迅速组织力量向氢弹原理的探索转移。

在国际上，氢弹是真正意义上的战略核武器，氢
弹研究被核大国列为涉及国家安全的“最高机密”。

从1964年年底开始，彭桓武召集各种讨论会，群
策群力，形成三个方案。他安排理论部的3位副主任
周光召、于敏、黄祖洽分别带队，多路探索。

1965年9月，于敏率领13室部分人员，带上被褥、
脸盆、计算手册到上海华东计算所，利用该所运算速
度为每秒5万次的计算机，完成加强型核航弹的优化
设计任务。

创造历史的“百日会战”开始了。

创造世界新纪录

当时计算机性能不稳定，机时又很宝贵，不到40
岁的于敏在计算机房值大夜班（连续12小时），一摞摞
黑色的纸带出来后，他趴在地上看，仔细分析结果，终
于挑出了三个用不同核材料设计的模型，回到宿舍后
坐在铺着稻草的铁床床头，做进一步分析。

0、1、2……9，这10个枯燥无味的数字，在于敏眼
中却是一首首诗，一幅幅画，而他，俨然是演算纸上的
将军。

剥茧抽丝，氢弹构型方向越来越清晰，于敏和团
队形成了从原理、材料到构型完整的氢弹物理设计方
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了！
爆炸当量为330万吨级，与理论设计完全一样！从第
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到突破氢弹，我国仅用了 26 个
月，创下了全世界最短的研究周期纪录。

1999年9月18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
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作出决定，隆重表彰为
我国“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
并授予他们“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彭桓武、于敏均在
列。

“这是集体的功勋，是大家干出来的！”
——老照片里的“两弹一星”故事（一）

□□ 科普时报记者 何 亮

图 1为“两弹元勋”彭
桓武的题词。

图2为于敏在“百日会
战”。

图片来源：中国核工业

图 3为 2005年，90岁
高龄的彭桓武作学术报告。

图片来源：中国科学报

图4为1966年10月1
日，彭桓武（中）与朱光亚（左）、邓
稼先（右）在天安门城楼。

图 5为 1992年 11月
在中物院发展战略研究研讨会
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
亚、于敏。

图片来源：科协改革进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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