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9月
30 日电 （记 者杨维
汉 白洁）9月 30日晚，

国务院在人民大会堂

举行国庆招待会，热

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六十六周年。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

江、刘云山、王岐山、

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与 1100 多位中外

人士欢聚一堂，共庆

共和国华诞。

人民大会堂宴会

厅内华灯璀璨、鲜花

绽放，宾朋济济一堂，

气氛喜庆热烈。主席

台 上 方 国 徽 高 悬 ，

“1949－2015”的大字

年号熠熠生辉，鲜艳

的红旗分立两侧。

17 时 30 分许，伴

随着欢快的《迎宾曲》，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

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

响起热烈掌声。

招待会开始。全

场起立高唱国歌。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发表

重要讲话。他代表党

中央、国务院，向全国

各族人民致以节日祝

贺；向港澳同胞、台湾

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

亲切问候；向关心支

持中国现代化建设事

业的国际友人致以衷

心感谢。

李克强说，六十六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

导下，依靠中国人民的

智慧和奋斗，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

举 世 瞩 目 的 辉 煌 成

就。这体现在中国综

合国力、国际影响力的

显著提升上，体现在普

通家庭生活的日渐富

裕上，也体现在人民享

有更多发展机会和社

会不断进步上。

李克强表示，今年

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

强领导下，全国上下共

同拼搏，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新的成绩。尽管世界经济低

迷，我国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但通过实施有效的区间调

控、定向调控、相机调控和推进结构性改革，经济运行在

波动中走势向好，仍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质量又有新

的提升，结构调整又有新的进展，人民生活水平又有新

的改善，系统性风险得到有效防范。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全国上下继续努力，攻坚克难，我们能够完

成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任务。（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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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新华社北京 9月 30日电 鲜花敬英雄，浩气存天

地。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30日上午在

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等，同首都各

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

天安门广场，红旗招展，鲜花吐蕊。广场中央，主

题为“祝福祖国”的巨型花篮，寓意平安吉祥、和谐安

康。广场南侧，专门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

西斯战争胜利 70周年庆祝大会搭建的大型长城主题花

坛，展现出祖国壮美山河的动人画卷。约 3000 名首都

各界代表手持鲜花，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列队肃立。

他们中有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老同志，有光荣的烈士亲

属，有正在中央党校学习的 200 多位县委书记，也有朝

气蓬勃的青年学生和少年儿童。

临近 10 时，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

山、张高丽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

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仪式号角》。

号声嘹亮悠远，将人们的记忆带回到波澜壮阔的历史

岁月。

近代以来，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为

了国家繁荣富强，无数英雄献出生命，烈士的功勋彪炳

史册，烈士的精神永垂不朽！

“礼兵就位！”随着一声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

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

10 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

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

同现场各界代表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

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

统……”默哀毕，少年儿童们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唱

响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高举右手，齐致队礼。

方阵前，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

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

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

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分别敬献的 9 个大型花篮一字排

开。花篮的红色缎带上写着“人民英雄永垂不朽”8 个

金色大字。

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

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到纪念碑基座上。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紧随其后，拾阶登上纪

念碑最上层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一簇簇明黄的

文心兰、大红的玫瑰，寄托着亿万人民对英雄先烈的深

切思念；一朵朵心形的红掌、绽放的百合，承载着中华

儿女对祖国母亲的无限热爱。

习近平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接着，习近

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人民英雄纪念碑

前，献上手中鲜花，仔细瞻仰纪念碑，回顾革命前辈的

艰苦奋斗，感受伟大祖国的沧桑巨变。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各族人民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万众一心，风雨无

阻，正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阔步前行。

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

书记郭金龙主持。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部分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中

央军委委员出席仪式。

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

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

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了敬献花篮仪式。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出席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

《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指出，中国特

色新型智库是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的重要支撑，

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是国家

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

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明确要求中国科协努力成为创

新引领、国家倚重、社会信任、国际知名的高端科技智

库。这是党中央的重要指示，也是科协组织的时代使命。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孕育兴起，全

球科技创新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和特征，学科交叉融合

和集成创新加速发展，创新治理日益复杂，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向创新型国家迈进，迫切需要我国有一批高水

平的科技创新智库，全面准确预判国内外科技发展新趋

势、合理布局未来竞争优势攸关的方向和领域，在国家科

技战略、规划、布局、政策等方方面面献智出力，为推动改

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的战略支撑。

近日，中国科协出台了《中国科协关于建设高水平

科技创新智库的意见》，制定了建设高水平科技创新智

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中国科协是我国科技工作者的

群众组织，联系着 204 家全国学会、凝聚着 7200 万名科

技工作者，代表着国家创新体系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中国科协联系的学会，学科门类齐全、领域交叉充分、

智力资源密集，有着建好建成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的

天然优势。《意见》的出台，紧扣“四个全面”的战略布

局，紧紧围绕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突出为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大局服务，为科技人员服务这一主线，更以开

放的胸怀积极搭建汇集凝聚科技界智慧的智库发展平

台。围绕世界科技创新前沿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

经济带、一带一路的区域科技智库布局，体现了中国科

协科技智库发展的国家使命担当和全球视野。依托信

息、能源、生命等学会联合体构建专业研究所，更为发

挥广大科技专家聚焦世界创新前沿，强化战略趋势研

判搭建了舞台。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小中心、大外

围，共享交流、互联互通的开放智力平台的构建，必将

为中国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发展提供积极的探索，为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理论支撑、智力支持。

不拒细流，方可成江海。适应当今世界开放、协

同、共享的创新发展大势，充分发挥科技群团特色，形

成科技创新智库的大协作、大联合，我国的高水平科技

创新智库一定会迎来更大的发展，必将有效凝聚起广

大科技工作者的智慧，为国家科技事业的繁荣发展作

出更大贡献。

建设高端智库，支撑创新驱动发展
——写在中国科协启动高水平科技创新智库建设之际

本报评论员

科技日报北京 9 月 30 日电
（通讯员于柏华 记者付毅飞）9 月

30日7时13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三号乙运载火箭成

功将一颗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发

射升空。根据全球组网建设计划，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2018年可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提供基本服务，

2020年将形成全球服务能力。

此次发射的是我国第 4 颗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也是我国发

射的第 20 颗北斗导航卫星，工作

轨道为地球倾斜同步轨道。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是我国自

主建设、独立运行，与世界其他卫

星导航系统兼容共用的全球卫星

导航系统，可在全球范围内全天

候、全天时为各类用户提供高精

度、高可靠性的定位、测速、授时

服务，并兼具短报文通信能力。

据 了 解 ，北 斗 卫 星 导 航 系 统 自

2012 年底正式提供区域服务以

来，系统连续稳定运行，性能指标

稳中有升。

此 次 发 射 的 卫 星 和 运 载 火

箭，分别由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

司所属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和中

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制。这

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 212 次

飞行。

科技日报北京 9 月 30 日电
（通讯员操春燕 记者付毅飞）30

日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升空的新

一代北斗导航卫星，首次搭载了

由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二院 203 所

研制的氢原子钟。记者从该所获

悉，该产品的应用将成北斗导航

卫星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据介绍，星载氢原子钟在北

斗导航系统的应用将大幅提高导

航精度、性能和自主维持能力，大幅降低北斗导航系统

对地面的依赖程度，延长自主导航时间。

原子钟是北斗导航系统中时频系统的心脏，决定着

导航系统的定位、测速精度，是一个国家是否具备独立发

展导航系统能力的核心标志之一。目前，203所研制的

多个批次铷原子钟已多次跟随北斗导航卫星成功发射。

此次星载氢原子钟跟随新一代导航卫星成功首发，标志

着该所原子钟技术水平和研制能力跨上了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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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9月 30日电 （记者徐玢）10 月的夜

空不寂寥。多场流星雨将先后登场，两颗行星也将先

后西大距，在晨光中展露身姿。

首先光临地球的是天龙座流星雨。它被称作“世

界七大流星雨”之一，历史上曾出现过每小时流星数达

数千颗的大爆发。天龙座流星雨最近一次的大爆发是

在 2011 年，每小时流星达 300 颗。其母体 21P/贾可比

尼-秦诺彗星的运行周期为 6.61年，据此计算今年并非

天龙座流星雨的回归年。北京天文馆的李昕说，虽然

不是回归年，但极大期间的月相为残月，观测条件较

好。“今年该流星雨的极大时间是北京时间 10月 9日 13

时，10 月 9 日晚上到第二天凌晨最适宜观看，但如果没

有爆发的话流量不会太大。”

10 月，著名的哈雷彗星将带来猎户座流星雨。根

据预测，该流星雨在 10 月 21 日达到极大，极大时辐射

点在 22时左右升起，22日凌晨至黎明适合观看。

南金牛座流星雨、御夫座δ流星雨、双子座ε流星

雨也将在 10 月进入活跃期，但流量均较小，不适宜观

看。

10 月 16 日是水星今年最后一次西大距，这颗难得

一见的行星将再次一展真容。李昕说，这次大距水星

与太阳分开的角距离并不大，感兴趣的公众可以在黎

明前仰望东方。

另一颗行星金星也将西大距。10 月 26 日日出前，

金 星 到 达 太 阳 西 侧 最 远 的 位 置 ，与 太 阳 角 距 离 达

46°。“当天日出时，金星的地平高度可达 42°。虽然

亮度较最亮时有所下降，但 10 月下旬金星的观测条件

很好，很容易从东方晨光中辨别出它的身影。”李昕说。

流星扮靓秋夜空 水星金星展身姿

科技日报北京9月30日电（记者刘园园）日前发

现火星上存在液态水的证据让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的科学家们激动不已。不过他们也面临一个

很严肃的问题：如何继续在这颗红色的星球上寻找生

命的迹象，而避免它被来自地球的生物“污染”。

“‘好奇号’现在有机会靠近季节性斜坡纹线附

近 区 域 ，远 远 地 用 它 携 带 的 化 学 与 摄 像 机 仪 器

（ChemCam）对这些区域进行组分分析。不过我了

解到，在这次新发现以后，站在科学的立场继续允许

它这么做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穆拉

德空间科学实验室科学家安德鲁·考茨接受英国《卫

报》采访时透露。

NASA 的“好奇号”火星探测器于 2012年登陆火

星，其使命是寻找火星上的生命元素。据《卫报》报

道，NASA 的科学家非常希望“好奇号”火星探测器

能够进入由液态水流动形成的季节性斜坡纹线区域

深入探测，但是“好奇号”并非是无菌的，因此有可能

将地球上的生物带到火星上的湿润区域。

为了防止来自地球的探索任务“污染”了其他行

星世界的原始环境，国际空间研究委员会（CO-

SPAR）起草了关于行星保护的条款。按照这些条

款，“好奇号”这样级别的探测器不应进入可能有液

态水流动的区域。

不过这仍有待讨论。NASA 科学家吉姆·格林

认为，火星上强烈的辐射环境，尤其是紫外线，可能

已经杀死了搭载“好奇号”进入太空的生物，因此它

应该可以进入季节性斜坡纹线所在区域。然而美国

国家科学院和欧洲科学基金会最近的一份报告认

为，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尽管火星大气中的紫外线

对大多数通过空气传播的微生物和孢子是有害的，

但是火星大气中的灰尘会削弱紫外线辐射，并增强

微生物的活性。”该报告指出。

“未来的几周甚至几个月中，科学家将会激烈讨

论‘好奇号’将被允许做什么，它是否可以造访季节

性斜坡纹线附近区域。”考茨说。《卫报》报道认为，季

节性斜坡纹线区域未来可能被划作只有无菌登陆器

可以造访的特殊区域，不过这样的限制又会束缚科

学家寻找现今火星生命迹象的努力。

火星上发现水，对 NASA 来说，可谓喜忧参半。

喜不多言，忧的是“好奇号”探测器带着一枚未经杀

菌的备用钻头登陆火星，地球微生物可能已进入火

星环境。由于研制人员信息沟通不畅引起的这一失

误，3 年前就被当作丑闻，现在又一次掀起争论。“好

奇号”不是播种机，其使命是研究火星环境，寻找生

命存在的证据，从而为生命起源寻求答案。但失误

让“好奇号”发现的任

何 与 生 命 有 关 的 数

据，都会引起合理怀

疑。虽然离得最近，

“好奇号”或许只能远

远观察了。

火星液态水让科学家为难

“好奇号”或不许进入火星湿润区

科技日报讯（记者吴长锋）飓风激发的

海浪在海底产生压强扰动，将能量传递给地

球，产生微弱的地震波。科学家通过提取地

震信号，迅速定位震源位置并测量其强度，从

而使有效、实时监测飓风成为可能。日前，国

际地球物理学界权威杂志《地球物理学研究》

在线发表了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地震与地球

内部物理实验室博士生陈箫翰、田冬冬和导

师温联星教授完成的这项研究成果。

飓风是极具破坏力的自然现象之一，目

前传统的飓风监测方法依赖于卫星、飞机与

地面气象观测，而这些监测手段都具有很大

的局限性。比如卫星不能很好地观测到飓

风强度的急剧变化，且当飓风丧失一些热带

气旋特征时，卫星观测手段就难以估计其强

度。而气象监测部门的侦查飞机则无法对

飓风内部的结构进行有效、持续和全面的观

测，地面气象观测台站更是远离飓风中心，

无法直接监测飓风中心的强度和结构。

“但是，飓风会促使大气、海洋和固体地

球相互耦合。”温联星教授介绍，飓风通过风

眼墙底部的气压扰动激发海浪，海浪的非线

性相互作用在海底产生压强扰动，如同击鼓

一般将能量传递给固体地球，产生微弱的地

震波。因此，通过测量由飓风触发的微弱地

震波，可以实现对飓风实时、有效的监测。

中国科大研究发现，虽然绝大部分飓

风触发的地震信号确实表现得杂乱无章、

无任何相关性，但是相对于飓风中心排列

的地震台站之间的地震信号则存在相关

性。这一属性的发现使得地震信号的到达

时间差能够被精确提取，从而可以对飓风

触发的地震信号的震源位置进行定位，并

测量其强度。

监测飓风，听听它“脚步声”就行了

9月30日，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 新华社记者 丁林摄

休刊启事
根据年度出版计划，本报 2015 年 10 月 1 日出

四个版，10 月 2 日—10 月 7 日休刊，10 月 8 日起恢

复正常。祝广大读者国庆节快乐！

科技日报社
2015年9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