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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
言

言论，是新闻媒体的旗帜和灵魂。在评价一个媒体时，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
它在热点话题中所发出的声音，所表达的观点。

30年来，围绕重大决策部署，我们为科技事业发展而呐喊；围绕重大科技话题，我们
为科学技术进步而呐喊；在一次次真伪科学交锋中，我们为科学精神科学思想而呐喊。

热点话题 我们在发声
院所转制中的“深度介入”

文·本报记者 瞿 剑

跟下大洋、上珠峰的轰轰烈烈不同，这，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静悄悄的“革命”》，正是本报打响的媒体报道院所转制第一枪，我很

庆幸自己是那个扣动扳机者，并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深度介入其中。

“第一枪”的效应是震荡性的，《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的稿件邀约接

踵而至。之后，也许是报社历史上绝无仅有的“10 天内六个一版头条”的

频率，推出终获年度中国新闻奖的系列报道，奠定了《科技日报》在这场科

技界深刻变革中执新闻舆论牛耳之地位；我本人也跟许多院所长结下笃

深的私交，甚至成为他们业余时间研讨聚会的准会员。

“介入太深了吧？”事实上，这不光是有同行曾经的善意提醒，也是我

不时的反躬自省。直至 2001年 9月。

彼时，我随全国政协视察团赴重庆考察院所转制情况，发回稿件《科

研院所转制重在解决深层矛盾》在一版刊出后，中央在天津部分院所数百

名科研人员以联名并合署身份证号的方式上书全国政协，强烈呼吁文中

所提院所纳入地方社保政策尽快落地，促成了这一转制中量大面广问题

的早日解决。

我想，科技日报及我本人在这场涉及我国科技力量主要组成部分的

身份蜕变中，表现是合格的，即秉持客观而又不失立场，不缺位而又没有

越位。

首倡“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
文·本报记者 左朝胜

1991年 5月，我参加广东省的科技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采访了省委

书记谢非。谢非主持召开全省科技工作会议，多次提出各地党政一把手

都要抓科技工作。于是，我在报道广东省科技工作会议时，特意写了一个

短评，短评的标题就是“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短评中写到：大量事

实说明，“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提法，就是要充分发挥科技的作用，

使其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关键在于提高各级领导，特别是“第一把手”

的科技意识。广东省要求各级党政“第一把手”都来抓“第一生产力”，并

把这种认识变成行动，把目标变成现实，这无疑是抓到点子上了。

广东此举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紧接着《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媒

体对此进行了大规模的报道和评论。“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提法，在

中国不胫而走，在全国形成了“第一把手抓第一生产力”的热潮。

1995年，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江泽民，在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提出了

“中央要求党政一把手都要亲自抓第一生产力”的要求。

为重大科技计划鼓与呼
文·本报记者 张 琦

1987年，863计划正式开始实施。当年 4月 3日，科技日报在一版头条

刊文《我国高技术研究计划纲要今年开始实施》，为高技术研究计划纲要

的实施鼓与呼。指出这是关系到我国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经济和科学技

术持续发展的重要决策，计划的实施将贯彻改革的精神，进行新的管理尝

试，生物技术、航天技术等七个技术领域的十几个主要项目将作为研究发

展目标。当年 9月科报再次刊发《我国高技术计划起步状态良好》一文，持

续关注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的进展。

30 年来，“863”“973”、科技支撑、火炬等一批国家重大科技计划的设

立与实施不仅使我国科技能力显著提升，而且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为社

会经济的整体进步发挥了巨大的作用。科技日报也持续关注这些重大科

技计划进展与成就，坚持不懈地为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鼓与呼。

为院士制度改革建言献策
文·本报记者 李大庆

每次的院士增选都是“热”问题。2007年初，本报特别报道了有关增选

规定的变化。中科院规定投票者必须超过全体的1/2，当选者必须得到2/3

以上投票人的赞同；而工程院的这两个比例均为 2/3。本报就此指出，院士

比以前难当了，更突出质量了。之后，在2014年两院院士大会上，两院分别

修改章程，都增加了全体院士终选投票的环节，这也为本报所关注。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关于改进和完善院士制度的要求。在这之

后举行的两院院士大会期间，本报就院士退休问题做了专题报道，指出社

会上虽没有规定院士不用退休，但一些单位却不愿让院士退休，造成社会

对院士退休问题的关注。

2014年 8月，中科院公布率先行动计划。本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突出

报道：在这一计划中，中科院将进一步推进院士遴选和管理制度改革，健

全院士退出制度和退休制度。

面对院士制度中的种种问题，本报多次发表评论，以促进院士制度的

改革。在 2011 年 12 月的《打破院士终身制》一文中指出，没有退出机制，

就没有危机感，科研做得好坏似乎不再十分重要；在 2013 年 11 月发表的

《“院士”怎么退休》一文中提出，实行院士退休和退出制度，需要执行者更

为周密的设计来落实。

勾勒科技的灿烂明天
文·本报记者 胡唯元

2006 年 2 月，国务院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年）》，提出通过三个五年计划，实现到 2020 年中国进入创新

型国家行列的重要目标。这是科技领域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深

刻地影响此后中国科技发展进程。

2003年 1月 8日，本报刊发《国家将制定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这是

本报记者从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获知的消息，并迅速刊发。此后，在规划

纲要研究、起草、制定的各个阶段，《科技日报》实现了全进程跟踪、全景式

报道。其中，“聚焦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系列报道《交卷倒计时：战

略研究破题在即》后来还被有关方面汇编成册。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的所有参与者们不辞辛劳、宵衣旰

食，共同勾勒着共和国科学技术的灿烂明天。”这是 2004 年 3 月 3 日《科技

日报》刊发的《海纳百川 播种未来——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现在进

行时》文末的一句。这句话反映了我们这一段时间在报纸发声的出发点

和基调。

发出创新驱动发展的科报强音
文·本报记者 徐 玢

2012年底党的“十八大”召开，为谋求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的古老中国指

明了方向：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作为一

家 30年如一日地为中国科技、中国创新鼓与呼的媒体，我们在第一时间刊

发《为发展增添创新驱动力》《战略机遇不容错过》《把握“战略支撑”的新要

求》等一组评论员文章，为创新驱动发展发出坚定又睿智的科报强音。

科技的地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重要，创新的作用从来没有像今天

这样关键。然而，一派兴荣中更需铮铮谏言。当前我国科技体制还存在

诸多问题，要让科技支撑引领中国未来发展，必须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最

大限度地解放和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

“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工作业绩，为实现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和力量”，这是党和人民对科技事业发展的根

本要求，也是科技日报一直以来的追求。

激发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
文·本报记者 杨 雪

2015 年，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在重要文件和会议中提出，要推动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忽如一夜春风，万树花开，华夏大地上“大众创业、万众

创新”的浪潮汹涌而来。我报在 1月 30日就于头版刊发《总理提出构建面

向人人的“众创空间”》。

在接踵而至的创新创业热潮中，我报特开辟了“创新工场”“成果交

易”等栏目，并围绕“双创”发表《让创新创业成为未来发展新引擎》等多篇

评论员文章，不断发出“科报好声音”：通过构建“众创空间”的载体，让创

业者的奇思妙想与市场需求充分对接，一定能够激励、促进众多初创企业

研发新产品、打造新业态，进而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把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
文·本报记者 尹传红

文化的进步离不开科技的发展，科技已成为当代文化的脊梁。然而，

在我们的文化中科学并没有凸显出其应有的分量。我报在初创时期，就

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个问题。1986 年 1 月 8 日，《中国科技报》（我报原先的

名字）登出文化副刊发刊词《我们为什么办文化副刊》，鲜明地提出要“把

科学注入我们的文化”作为办刊要旨之一。

时任中国科协主席的钱学森先生读到这个发刊词，对它提出的办刊

宗旨深表赞同，给我报来信说：文化副刊要讲科学技术对社会文化的贡

献，也要讲社会文化对科学技术的贡献，并建议：说科学技术是文化，特别

要指出基础科学。

1995年，我报牵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李政道教授，举办了科学与艺

术研讨会，产生深远影响。

在那个时期，围绕我报副刊这一为数不多的科学文化阵地，聚集了一

大批有学问、有思想并且文采飞扬的专家、学者和科普作家。他们的创作

实践和成果，有力地促进了科文交融，同时也极大地提升了我报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我本人正是在大学时代注意到这张报纸的副刊，还有其经常

刊载的美国科普巨匠阿西莫夫撰写的科学随笔，深受熏陶激励，才下决心

大学毕业后改行投奔此地，并在 1991 年荣幸地成为其中一员。后来我才

知道，那些阿西莫夫文章的译者，乃是《科技日报》首任社长兼总编辑林自

新前辈。如今他已耄耋之年，而我与之相伴相知 24载的《科技日报》，今天

也已“三十而立”！

拨开转基因“雾霾”
文·本报记者 马爱平

诸多传说似乎让“转基因”蒙上了一层魔鬼的面纱，如同让人视线模

糊，却又令人同呼吸共命运的“雾霾”。“挺转派”和“反转派”在舆论界喋喋

不休，而大众却不知所措。

2013年 1月，反转基因运动标志性人物马克·林纳斯转变态度，为曾经

的反对转基因行为道歉。我三年来的采访、走访、积累，这个时候被这个

导火索一触而发。

《马克·林纳斯为什么改变了态度？》《转基因和传统杂交是否“同根

生”？》《转基因和有机农业哪个更“务实”？》《转基因食品安全究竟有无定

论？》《中国转基因食品标识严在哪里？》《转基因发展不应徘徊》六篇文章

一气呵成，2013年 2月下旬的一周内，见诸于报端。本系列报道获得 2013

年度中国新闻奖文字系列二等奖。

转基因的是非，如同雾霾，让人云里雾里。或许，廓清这迷雾，更需要

权威声音、科学精神和理性思维。

初生牛犊力反伪科学
文·本报记者 曹丙利

科学精神最根本的就是要去伪存真，实事求是。自创刊伊始，《科技

日报》就旗帜鲜明地反对伪科学。

1988年，科技日报社邀请由科学家和魔术师组成的美国“异常现象科

学调查委员会”一行 6 人，于 3 月 21 日至 4 月 3 日，在北京、西安、上海进行

访问和学术交流，戳穿“伪科学”。代表团成员、魔术师詹姆斯·兰迪拿出 1

万美金“悬赏”，只要有人能当他们面表演特异功能，就直接把奖金拿走。

结果，无人应战。

相信有很多读者对这件事还会有所印象。那个时期，许多伪科学瞒

天过海，喧嚣一时。《科技日报》初生牛犊不怕虎，毅然决然挺身而出，与伪

科学针锋相对，捍卫科学，捍卫真理。

上世纪90年代，“水变油”骗局“声势”很大，不少人上当受骗，造成很大

损失。对“水变油”骗局，本报从科学角度揭穿其谬误，并旗帜鲜明给予批

驳。1995年本报刊发《“用水变油”与经济诈骗》，文中说：“关注‘水变油’的

‘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我们披露的是王洪成用他那永远无法推广的

‘真’来毫无节制地进行经济诈骗，他的经济诈骗以及所造成的损失已到

了祸国殃民的地步。”

2001 年 2 月 9 日，本报刊发清华大学王蒲生教授《伪科学的基本特

征》，对伪科学特点、错误和危害进行比较系统的批

判，指出“伪科学, 就是不具备科学品质却自我标榜

为科学的非科学。它往往假科学之名, 行危害社会

之实”。

还需要强调的是，本报在新闻采编和广

告审核中，严防有夹杂伪科学的内

容，不断重申“筑牢防线”，《科技日

报》绝不为伪科学提供传播

空间。

①上世纪80年代的中关村。
②现在的中关村。挣脱原来体制束缚后，科技显示出巨大威

力。中关村的新旧对比就很有说服力。
③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博士绘画作品。
④著名画家李可染的作品《超弦生万象》，表达自己对理论物理

“弦理论”的理解。
⑤首位退休院士秦伯益酷爱旅行，退休后遍览名胜古迹，“我很

庆幸当年坚持退休”。
⑥应本报邀请来华的魔术师詹姆斯·兰迪，他悬赏1万美元征集

“特异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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