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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夏的北戴河，气蒸霞蔚，万木竞秀。

8月 1日至 7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58位来自

自然科学、工程技术、哲学社科、文化艺术等领域的优

秀专家代表齐聚渤海之滨。

在新中国成立 75周年之际，今年的暑期休假活动

以“爱国奋斗”为主题，激励专家们爱党报国、埋头苦

干，再攀高峰、再创佳绩。

人才蔚起，国运方兴。

向着民族复兴的光辉彼岸，专家们搏浪击涛、一

往无前，壮志豪情与金沙白浪汇聚成雄浑澎湃的和

鸣，在碧海青天久久回荡。

山海为证——
“在大有可为的新时代，不负

党和人民重托”

繁花簇簇，蝉声悠悠。沿着蜿蜒小道，专家们三

三两两，闲庭信步。

“能够参与这次休假，我感到非常荣幸。这是党中

央对我们专家人才的关怀和信任，更是厚望和重托。”

接到休假通知的那一刻，贵州省地矿局首席科学

家周琦正奋战在找矿勘查项目一线。深耕矿产资源

领域逾 40 年，周琦带领团队艰苦攻关，多次实现技术

突破，为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办好中国的事，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关键在人才。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站在实现民族复兴、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高度，

把人才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大局的突出位置，高瞻远

瞩、守正创新，广开进贤之路、广纳天下英才，推动新

时代人才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尊重人才、信任人才、支持人才、关爱人才。

8 月 3 日，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

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看望慰问暑期休假专家，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

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强调要弘扬科学家精神，

勇担历史重任，为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

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

伟业再立新功。

专家们第一时间将党中央的关心关怀传递给身

边的同事和同行，鼓舞带动大家心怀“国之大者”，锐

意开拓进取，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

的业绩。

“回国任教 20 年来，有机会能够在自己的国家进

行科学研究和培养人才，是我这一生感到最幸运、也

最有意义的一件事。”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表示，看

到国家对于人才的重视和中国科技发展的光明前景，

越来越多的海外人才选择回国工作、回馈家乡。今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姚期智院士回信，勉励他坚守初

心使命，发挥自身优势，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作出新的贡献。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

专家住地宾馆的大堂墙面上，悬挂着一幅幅“国

之重器”“国之利器”的照片，彰显出近年来我国科技

工作者坚持自主创新所取得的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

上天、入地、下海，志之所趋，无远弗届。

英雄航天员王亚平驻足观看照片，深有感触。“我

们身处在一个呼唤人才也造就人才的光辉时代，推进

着一项需要人才也孕育人才的伟大事业。中国航天人

要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融为一体，把航天事业作为

报效祖国的舞台，坚信拼搏奋斗才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海风习习，海浪滔滔。专家们将爱国之情化为报

国之行，勇做投身时代洪流的奋斗者和弄潮儿。

潮起东方——
“迎难而上、蹄疾步稳，激荡改革

创新源头活水”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改革春潮涌，气势如虹。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部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

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统筹推进教育

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健全新型举国体制，提

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连日来，聚焦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专家们

碰撞思想、激扬智慧、增进共识，不断汇聚前行的力量。

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

院院士薛其坤认为，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

一体改革，就要在教育、科技、人才的结合上做文章。

“要充分认识和把握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

才强国的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把三者结合起来

统筹谋划，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对高校

来说，就是要紧扣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不断调整优化

学科设置，培养更多国家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才，全

面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薛其坤说。 （下转第三版）

爱 国 奋 斗 逐 梦 复 兴
——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人才代表北戴河休假侧记

◎新华社记者 丁小溪

◎本报记者 都 芃

不久前，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

院士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匡

廷云牵头的“真核生物光合膜蛋白结构与功能研究”项目获

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已经是匡廷云第三次

获得该奖项。

匡廷云的一生是“追光”的一生。大学毕业不久，她被

国家选派，赴苏联国立莫斯科大学生物系攻读副博士学

位。1962 年回国时，匡廷云带回 10 多箱科研资料。当时，

匡廷云得知，第二年将要召开全国植物生理学大会，并成立

全国植物生理学会。正是这个消息，将她引向了“追光”的

道路。

参加成立大会和学术年会是每个年轻科学家的愿望，

但参加大会有一个要求，必须提交科研论文。这在年轻的

科学家中掀起了一阵科研热潮，匡廷云也不例外。

但时间紧迫，加之到了冬天，野外实验已经来不及，匡

廷云只能在室内做些科研工作。为了寻找科研方向，她拿

出从苏联带回的第五届国际生物化学大会论文集，其中一

章是“光合作用”，这吸引了她的注意。

当时探求光合作用的奥秘，需要用冰冻离心机来制备

叶绿体。彼时，中国科学院植物所实验条件较为简陋，匡廷

云所在的研究小组没有高速冰冻离心机。团队想了个“土

办法”：他们将原有的高速离心机直接搬到了冷库中，由于

分离叶绿体离心时间短、转速低，因此基本可以实现与冰冻

离心机同等的实验效果。

室外数九寒天，冷库中更是冰凉彻骨。匡廷云穿着厚

厚的棉衣棉裤，在冷库里度过了几乎一整个冬天。

但匡廷云说，最怕的不是冷，而是“吵”。当时，中国科学院植物所设在北

京动物园内，实验室供电线路老化，电压不稳。尤其是白天，当频繁往来的电

车从动物园外叮叮当当驶过时，实验仪表指针便无序跳动，严重干扰生化材料

活性测定。

实验室条件一时半会儿无法改善，匡廷云只能另想办法。她发现，当电车停

运时，实验数据最为稳定。匡廷云和团队便从午夜电车停运后开始实验，一干就

是一整晚，直到清晨 6时电车重新运行后才暂停实验。

就这样，借参加第一届植物生理学大会的契机，匡廷云正式走上了光合作用

研究道路，并在此后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不断向光合作用的微观系统发起

挑战。她也成为我国光合作用光合膜色素蛋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2004年，匡廷云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合作，获得高度纯化的菠菜捕光光

合膜蛋白复合物及结晶，并采用 X 射线晶体学方法进行了解析。这是国际上第

一个绿色植物捕光复合物高分辨率空间结构，标志着中国光合作用机理与膜蛋

白三维结构研究进入国际领先水平。

相关成果登上《自然》杂志封面。匡廷云自豪地说：“这是中国的结晶、中国

的结构。”

2015年，匡廷云再获突破，她带领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的青年科学家团队

率先攻克了高等植物光系统Ⅰ-捕光天线 2.80 埃米的结构，相关成果登上《科

学》杂志封面。

人物简介 匡廷云，1934 年 12 月生，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

所研究员。我国光合作用光合膜色素蛋白研究领域的开拓者，研究成果被《自

然》《科学》作为封面文章发表。3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并荣获国际光

合作用及氢能研究可持续发展大会“杰出成就奖”、亚洲—大洋洲光生物学学会

“杰出贡献奖”、中国植物生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学会“终身贡献奖”和中国植物

学会“卓越功勋奖”。 （图片由本报记者王小龙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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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上海8月8日电（实习生

冯妍 记者王春）记者 8 日从中国科学

院 上 海 微 系 统 与 信 息 技 术 研 究 所 获

悉，该所狄增峰研究员团队研发出面

向二维集成电路的单晶氧化铝栅介质

材料——人造蓝宝石。这种材料具有

卓越的绝缘性能，未来可用于开发低功

耗芯片。相关成果 7 日发表在国际学

术期刊《自然》上。

二维集成电路采用厚度仅为 1个或

几个原子层的二维半导体材料构建，是

下一代集成电路芯片的理想沟道材料。

但由于缺少高质量的栅介质材料，其实

际性能与理论相比尚存在较大差距。

“传统的栅介质材料在厚度减小到

纳米级别时，其与二维半导体沟道材料

间的界面特性，会导致电流泄漏，增加

芯片的能耗和发热量。单晶栅介质材

料能形成完美界面，但通常需要较高的

工艺温度，易对二维半导体材料造成损

伤，也难以达成理想的绝缘效果。”狄增

峰说。而他们开发的单晶氧化铝栅介

质材料，即使在厚度仅为 1 纳米时，也

能有效阻止电流泄漏。

氧 化 铝 为 蓝 宝 石 的 主 要 构 成 材

料。传统氧化铝材料通常呈无序结构，

在极薄层面上的绝缘性能不佳。团队

采用单晶金属插层氧化技术，在室温下

精准控制氧原子一层一层地有序嵌入

金属元素的晶格中，最终得到稳定、化

学计量比准确、原子级厚度均匀的氧化

铝薄膜晶圆。

团队以单晶氧化铝为栅介质材料，成

功制备出了低功耗的晶体管阵列。该晶

体管阵列不仅具有良好的性能一致性，且

晶体管的击穿场强、栅漏电流、界面态密

度等指标均满足国际器件与系统路线图

对未来低功耗芯片的要求，有望为业界发

展新一代栅介质材料提供借鉴。

我科学家开发出面向低功耗芯片的绝缘材料

科技日报北京8月 8日电 （记者

陆成宽）记者 8 日获悉，来自中国科学

院国家天文台等单位的科研人员基于

郭守敬望远镜（LAMOST）中分辨率

光谱数据，开展了搜寻快中子俘获过

程元素增丰恒星的研究，在银河系中

发现了一颗目前已知铕元素含量最高

的恒星。该恒星的铕元素含量是太阳

铕元素含量的 6 倍。相关研究成果在

线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

“经过后随高分辨率光谱观测，我

们发现，这颗铕元素含量最高的恒星

还是一颗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增丰的

薄盘恒星。这是天文学家首次在银河

系薄盘中发现此类特殊天体。”论文通

讯作者、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

员施建荣说。

快中子俘获过程是核素快速捕获

中子的一类核反应过程。这一过程产

生的元素被称为快中子俘获过程元

素。快中子俘获过程是恒星演化过程

中形成比铁重的重金属元素的基本途

径之一。“尽管双中子星并合事件已被

认证可以产生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

但宇宙中快中子俘获过程元素的诞生

场所是否唯一，还存在争议。”施建荣

告诉记者。

施建荣表示，这项研究不仅丰富

了我们对银河系化学演化的认识，也为

解决上述争议提供了最新的观测证据。

郭守敬望远镜发现迄今铕元素含量最高恒星

科技日报合肥8月8日电（记者吴
长锋）记者 8 日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

悉，该校物理系中国科学院强耦合量子材

料物理重点实验室曾长淦教授等与国内

外同行合作，利用精心设计的人工笼目超

晶格势场，成功实现了石墨烯中不同色散

类型能带的选择性调控。相关研究结果

于6日发表在美国《物理评论快报》上，文

章入选编辑推荐，并被美国物理学会旗下

在线新闻网站“物理”选为精选报道。

能带结构是决定固体材料电子特

性的基础，如何实现能带结构的按需设

计与调控，一直是凝聚态领域不懈追求

的目标。二维材料具有灵活的栅压可

调性以及易于构筑异质结的属性。利

用微纳加工方式对二维材料施加周期

型栅压，可以构筑人工电子超晶格，从

而实现类似于摩尔势场的能带调控作

用。而且，相较于摩尔超晶格，人工电

子超晶格的晶格图案、对称性以及势场

强度均具有更灵活的可调性，这为实现

新型能带调控及物态设计提供了一个

新的、更具可控性的研究平台。

此次，研究人员精心设计了一种具

有笼目晶格形式的人工电子超晶格。

实验及理论研究表明，在人工笼目势场

作用下，石墨烯能带中出现了线性色散

能带和无色散平带等不同类型的能带

分量。平带分量的电子态局域在超晶

格格点处，而线性色散能带分量的电子

态更加弥散，因此平带分量更容易被人

工超晶格结构中的局域栅压调控。当

增强人工势场强度时，平带分量的移动

速度明显高于线性色散能带分量，从而

导致了实验上观测到的本征狄拉克能

带的抑制以及卫星狄拉克能带的增

强。另一方面，在垂直磁场的作用下，

由于磁场势与超晶格势的竞争，本征狄

拉克能带重新占据主导作用。

研究人员表示，该研究成果提供了

一种全新的原位能带调控手段，并深入

理解了人工超晶格势场作用下能带演

化的动力学过程。新闻网站“物理”精

选报道中，评价该工作“为能带结构的

按需设计奠定了基础”。

石墨烯中不同色散类型能带实现选择性调控

图① 8月 7日，在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女子49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
侯志慧夺得冠军。图为侯志慧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图② 8月 7日，巴黎奥运会花样游泳集体项目的最后一项比赛集体技巧
自选在巴黎奥林匹克水上运动中心举行。中国队夺得花样游泳集体项目冠
军。图为中国队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夏一方摄

图③ 8月8日，在巴黎奥运会跳水项目男子3米板决赛中，中国选手谢思埸
获得金牌、王宗源获得银牌。图为谢思埸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图④ 8月 8日，在巴黎奥运会举重项目女子59公斤级比赛中，中国选手
罗诗芳夺得冠军。图为罗诗芳在比赛中。 新华社记者 杨磊摄

图⑤ 8月 8日，在巴黎奥运会皮划艇静水男子双人划艇 500米决赛中，
中国选手刘浩、季博文夺得金牌。图为刘浩（左）、季博文在比赛后庆祝。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⑤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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