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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本报记者 陆琦
过去的一年里，“为什么我们的

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句
震聋发聩的疑问一直是教育界、知识
界、学术界的热点话题。

2009年 10月 31日，钱学森在北
京逝世。随着大师的远去，著名的“钱
学森之问”引起了上至国务院总理下
至普通民众的深思。

10月 30日，由美籍华裔物理学
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先
生为论坛主席，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
心、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
科学时报社共同主办的首届“创新中
国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数十
位专家学者围绕“求答钱学森之问：
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的论坛主
题，针对创新与人才培养领域的有关
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未来 5～10年，对于中国到底

能不能培养真正的创新人才，是一个
最大的机遇期和挑战期。”全国政协
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所
研究员王志珍在致辞中指出：“如果
我们现在不是动真格地从根本上来
考虑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又将失去最
好的人才辈出的时光。”

“要创新，需学问”

“培养创造科学和发明技术的人
才，需要如钱学森先生和他求学时代
的老师冯·卡门教授‘一对一’的精英
教育经历。”李政道先生在主旨报告
中如此给出“钱学森之问”的破解良
方。

李政道从钱学森的求学之路讲
到自己的求学经历。他认为，精英教
育指精英的学生由精英的老师作“一
对一”教导。执行精英教育的学院可
以有多种不同的模式，也可以一位老
师辅导三四位学生，但必须抽出时间
“一对一”辅导。“钱学森和他的导师
冯·卡门是如此，我和我的导师费米
教授也如此。”

回忆起西南联大时的经历，李
政道十分感慨：“抗战时期，浙江大
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环境艰苦，物质
条件很差，但培养了很多杰出的科
学技术创新人才。这段历史值得研
究。”

84岁的李政道还特别向青年学
子们提出建议：“要创新，需学问；只
学答，非学问。要创新，需学问；问愈
透，创更新。”

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张杰对这一点很有感触，他认
为，尤其对中国学生来讲，提出问题
和发现问题的能力其实是创新能力
最重要的基础。“解决问题的能力应
该是解决问题的系统方法，而不是题
海战术，不是要求学生把一切问题都
在课堂上解决。”张杰强调。
张杰表示：“大学的使命是培养

人才，大学的灵魂是学术追求，大学
的本质是创新。研究型大学的本质在
于，把一群极具创新思维的教师和一
群极具创新思维的学生聚集在一起，
让他们的创造力互相激励，产生使学
生受益终身的创造力、创新力和智
慧。” （下转 A3版）

新华社电由中国科学院举办的
钱学森科学与教育思想研讨座谈会
10月 30日在京举行。

我国航天事业的先驱和杰出代
表、近代力学科学与技术领域的奠基
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钱学
森，于 2009年 10月 31日逝世。

座谈会上，钱学森生前的同事和
学生、他创办的研究与教育机构代表以
及亲属等，共同缅怀追思他为国家发展
和科技进步作出的杰出贡献，学习他解
放思想、开拓创新、拼搏奉献、提携后进
等治学品德，研究他深邃的科学和教育
思想，表达对他的深切思念。

中国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白春礼
指出，钱学森是一位热爱祖国、甘于
奉献的人民科学家，也是一位科学民
主、不拘一格的杰出教育家。他的一
生为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财
富，要深入思考和探求他深邃的科学
思想和教育理念，从而更好地指导我
们的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
“当前我国正处在建设创新型国

家的关键时期，科技界肩负着支撑我
国可持续发展、实现创新跨越的历史
重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历史机
遇，今天我们学习和弘扬钱学森的科
学和教育思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
义。”白春礼说。

中科院院士郑哲敏表示，我们怀
念钱学森，就是要学习他爱国奉献的
精神，终生不断关心新生事物、坚持
科学研究的思想。他的技术科学思想
是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财富，应该很好
地加以总结。
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谈庆明指

出，应当遵循和发扬钱学森的思想，
结合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需
求，重点开展工程科学研究，为我国
尽早实现经济转型、实现持续发展贡
献力量。

与会代表纷纷表示，要大力弘扬
钱学森爱国奉献、淡泊名利的崇高品
德，以科教兴国为己任，以创新为民
为宗旨，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切实履行党和国家赋予
的历史使命；要大力弘扬钱学森严谨
求实、科学民主的优良作风，坚持实
事求是、求真务实，勇于面对并积极
探索解决实践中的深层次问题；要大
力弘扬钱学森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不迷信权威，敢
于理性质疑，勇于提出新的概念，开
辟新的领域，创立新的方法，构建新
的理论；要大力弘扬钱学森培养人
才、甘为人梯的思想，大力提携青年
人才，不拘一格使用人才，在创新实
践中培养领军人才。 （吴晶晶）

今日导读
美军斥巨资研究军人自杀现象A3版

近些年来，军事人员中的自杀率已经向官方敲响了警钟。在
2005年至 2009年之间，超过 1100名美国军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美国军方日前宣布，它向一家新的研究联盟提供了 1700万美元，用
于研究如何在军人以及普通民众中防止自杀。

生物产业将在 2020年成为我国支柱产业B1版
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我

国计划用 10年左右的时间，使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
端装备制造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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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会闭幕
创多项纪录
□本报记者 黄辛

高峰论坛促生《上海宣言》

10月 31日，上海世博会闭幕前，本次世博会级
别最高的论坛———世博会高峰论坛如期举行。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出席开幕
式并发表题为《让世博精神发扬光大》的主旨
演讲。他指出，上海世博会不仅荟萃了人类创
造的物质文明，开阔了人们的眼界，而且为人
类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启迪了人们的心
智，这是世博会的灵魂之所在。他盛赞上海世
博会“创造了多项世博会的新纪录，谱写了世
界博览史的辉煌篇章”。

论坛开幕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
市委书记、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一副主任委员
俞正声主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国际展览
局秘书长洛塞泰斯在高峰论坛上致辞。

在全体大会上，芬兰总理玛丽·基维涅米，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莱索托王国首相
帕卡利塔·莫西西利，波兰众议院议长格日高
什·斯赫蒂纳，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
科学院院长路甬祥，英国社会科学院院士尼古
拉斯·斯特恩，200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戴
维·格罗斯等分别发表演讲。

本次论坛主题为“城市创新与可持续发
展”。可持续发展是世界各国共同关注的热点
问题，城市创新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
力，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也是实现“城
市，让生活更美好”的重要途径。此次高峰论坛
不仅将对上海世博会系列论坛的思想成果进
行总结，也将对展览展示和文化活动的思想成
果进行回顾和梳理。

高峰论坛闭幕大会上，还发布了《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青年倡议》和《上海宣言》。
《上海宣言》是建立在上海世博会各参展方对
全球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共识基础上的一份重要
文献。

兑现中国之诺

从创意无限的场馆展示到精彩纷呈的文艺演
出，从琳琅满目的科技结晶到思想荟萃的各个论
坛，在这个全球性的文明盛会上，“世界智慧”和“中
国之光”交相辉映。246个参展国家和国际组织、超
过 7300万人次的中外参观者……在经历 180多个
日日夜夜后，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办的注册类世
界博览会———中国 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大幕已经
落下帷幕，刷新了多项世博会历史纪录，中国兑现
了“办一届成功、精彩、难忘的世博会”之诺。
上海世博会鲜明弘扬了绿色、环保、低碳等

发展的新理念。上海世博园本身就是一个低碳
的典范，园内太阳能发电系统总装机容量高达
4.6亿兆瓦，各类新能源汽车的运用超过千辆，
象征工业文明的 165米高的大烟囱被改装为气
象信号塔，用最新低碳的材料和节能技术建造
的各国展馆比比皆是。

世博展馆馆内陈列的低碳产品不计其数。上海
世博会首度将“城市”作为展品，城市最佳实践区和
网上世博会堪称世博会历史上两大创举。“人类面临
共同挑战，中国邀请世界各国参加世博会，是以实际
行动实现全球沟通互信的最好表现。”智利总统米歇
尔·巴切莱特的话颇具代表性：“首次设立的城市最
佳实践区用一个个生动的案例、逼真的模型，展示了
世界各国在城市建设和管理方面的智慧，描述了未
来城市生活的新模式。这些新理念反映出人类对发
展含义的理解更加科学，在谋求发展的道路上更加
理性、成熟，必将对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
和消费方式产生深远的影响。”
上海世博会展示了人类最新科技成就，如新一

代移动通信、人工智能、新材料、生态节能建筑等，
彰显了人类无尽的智慧和创造力。（下转 A3版）

本报讯 10月 30日，由中国农
业科学院主办的“邱式邦院士学术
思想研讨暨百岁寿辰庆祝会”在京
举行。农业部、中国农业科学院、中
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上海理工大
学、中国植物保护学会、中国昆虫学
会等有关单位领导，卢良恕、郭予
元、陈旭、刘旭等院士及邱式邦夫人
段醒男先生等约 150人出席活动。

庆祝会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党组

书记薛亮主持。农业部科教司副司长
刘艳宣读了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发
来的贺信，贺信高度评价了邱式邦在
7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秉持报国之
志，满怀为民之心，潜心学术、辛勤耕
耘，勇于创新、注重实践取得的开创
性植物保护成就，称赞他的卓越贡
献、治学态度、敬业精神和高尚情操
堪称农业科技工作者的楷模，服务
“三农”工作者的榜样。

会上还宣读了中国科学院学部
主席团执行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
路甬祥等人发来的贺信。中国农业
科学院副院长王韧代表邱式邦的学
生，表达了感恩和崇敬之情。中国植
物保护学会理事长吴孔明，专程赶
到会场宣读 10月 29日该学会《关
于授予邱式邦院士植物保护终身成
就奖的决定》，颁发中国植物保护学
会成立 48年来第一次设立的植物

保护终身成就荣誉证书。中国昆虫
学会副理事长张钟宁等嘉宾也到会
致贺。北京昆虫学会、北京植病学
会、广东省昆虫学会、广东省昆虫研
究所、重庆出版集团等单位均以各
种形式表达祝贺。

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翟虎渠从
先进科学思想文化的角度发言，全面
回顾了邱式邦院士的科学贡献和学
术思想。 （柯讯）

本报讯 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
中，城市生态福祉的不可持续发展必
须得到足够重视，这是 10月 30日于
上海闭幕的联合国“城市未来与人类
和生态系统的福祉国际研讨会”与会
专家的一致看法。

在这次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中国科学院和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
学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研讨会上，来自
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城市规划者、城
市管理者和决策者会聚一堂，发表了
《城市未来与人类和生态系统的福祉
上海宣言》。在《宣言》中，他们高度肯
定了城市作为经济财富引擎所发挥

的作用，同时强调，城市在未来具有
很大潜力来生产和推动清洁能源的
发展，推进对自然资源、生物多样性
和生态福祉的良好管理。

要做到这一点，国家和城市的管
理者、城市和区域的规划专家、环境
和生态的科研工作者以及方方面面
的利益攸关者就必须坐在一起进行
联合研究，共同探讨城市面临的问题
及解决方案。《宣言》指出，中国科学
院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
圈计划”以及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
委员会已经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为城市未来的发展奠定了科学认识

的基础。
这次会议于 10月 27日开幕。研

讨会围绕如何建设具有生态意识、充
满经济活力和富有社会创造力的城
市生态系统进行了探讨。中科院副院
长江绵恒和上海市副市长沈晓明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

江绵恒在讲话中指出，根据联合
国的统计，到 2008年全球已经有一
半人口居住在城市，而且这一数字还
在不断增长。但是，现在城市生态系
统已经处于重压之下，城市造成的碳
排放也在不断增加。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寻求

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然，以及自然
界与社会的和谐共存。”江绵恒说，作
为国家科研旗舰，中科院已经在生态
环境科技方面进行了全面研究，启动
了全国和国际性的环境科技合作研
究项目，并为政府的生态和环境规划
提供了大量基础数据。中科院将与各
国各界的专家一起努力，促进城市实
现更美好的未来。
本次会议的一项重要使命，是重

新启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
生物圈计划”（MAB）构建城市生态系
统的任务。 （下转 A3版）

人与生物圈计划将重启城市生态系统构建任务
《城市未来与人类和生态系统的福祉上海宣言》发布

邱式邦学术思想研讨暨百岁寿辰庆祝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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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科学与教育思想
研讨会在京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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