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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转星移，时空流转，昔日的“西域”成为如今的“新疆”，随着“丝绸
之路经济带”战略规划的推出，古老的丝绸之路日益焕发出新的生机与
活力，而新疆也因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和向西开放的重要窗口，成为丝绸
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

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院长张小雷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自上世纪
50 年代成立以来，新疆分院已经成长为我国科技事业立足边疆，推动地
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科技力量。“面对新疆发展稳定新常态，新
疆分院将不断汇集全院科技创新力量，积极谋划，主动作为，为‘一带一
路’战略建设好科技创新‘前沿阵地’，以高度的责任感肩负起科技创新
‘开路先锋’的历史使命。”

▲2014 年 11 月 8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贤（右）听取新疆理化所副所长阿吉艾克
拜尔·艾萨对于民族药工程中心的介绍。

新疆属于典型的干旱和半干旱地区，独特
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环境孕育了多元的维吾尔
医药、哈药和蒙药等民族医药，野生药用植物
达 1800 余种。新疆民族药在各族人民长期的
防病治病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并创制了许多
疗效独特的单方和验方。新疆民族药既不同于
有完整理化体系和广泛应用基础的中药，又不
同于只凭用药经验的民间药，具有鲜明的地域
性和民族用药传统习惯特点。新疆民族药已收
入国家级药典的药品就有 202 种，其中药材
115 种，成方制剂 87 种。

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以下简称新
疆理化所）阿吉艾克拜尔·艾萨研究员，自 1999
年从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毕业回到家
乡新疆后，开展对新疆特色药食兼用植物鹰嘴
豆的功能因子提取、生物活性评价、功能产品
制备工艺和产品开发、种质资源库等方面系统
研究。目前，研发了 12 种鹰嘴豆功能食品，已
有 8 种产业化，已在“中国鹰嘴豆之乡”木垒建

立 15 万亩鹰嘴豆种植示范基地，近三年带动
当地农民增收 11567 万元。

小小鹰嘴豆实现规模化和产业化，既帮助
当地农牧民们脱贫致富，也让木垒摘掉了“国
家级贫困县”的帽子，木垒鹰嘴豆成功申报“中
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阿吉艾克
拜尔·艾萨也被木垒县鹰嘴豆种植农户们亲切
地称为“鹰嘴豆博士”。

2014 年 6 月 19 日，对于新疆理化所民族
药团队而言又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阿
吉艾克拜尔的带领下，棉花花总黄酮、棉花花
总黄酮片获得了新疆首个国家中药五类新药
临床试验批件。随后，新疆理化所与新疆维吾
尔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举行自治区首个国家五
类新药棉花花总黄酮片、棉花花总黄酮药物
临床试验批件的成果转让签约仪式。这将对
推动新疆现代民族药产业的快速发展，推进
新疆生物医药现代化和产业化进程都具有里
程碑意义。

张小雷指出，中国科学院提出“走出去”的战
略规划后，民族药团队利用新疆与周边国家人文
相通的优势，抓住机遇、主动担当，聚焦“中亚”，
打开新疆民族药国际科技合作新局面，在乌兹别
克斯坦成立了中科院中亚药物研发中心。

“我们将以区域特色天然产物药物研究为
核心，依托新疆理化所干旱区植物资源化学重
点实验室，联合中科院相关研究所，以乌兹别
克斯坦为重点，集成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
坦、哈萨克斯坦的特色与需求，通过总中心与
分中心相结合的布局，建成中科院在中亚的天
然药物研究与人才培养的核心平台。”阿吉艾
克拜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据张小雷介绍，未来，中科院中亚药物研
发中心将为中亚可食植物资源“研究单位—种
植基地—生产企业”间产业链的逐步形成，进
而为中亚各国高水平食品加工业和制药业的
发展、预防医学水平的提升、中西亚各国科研
合作交流作出贡献。

“民族药”的守望者

中国的十大沙漠中，新疆占了三个，它们
分别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古尔班通古特沙漠、
库姆塔格沙漠。新疆沙漠面积约 43 万平方公
里，占中国沙漠面积近 60%。

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以下简称新
疆生地所）有这样一批与“沙”结缘的科学家。为
了得到第一手沙漠资料，摸清风沙的“脾气与秉
性”，他们常年奔走在沙漠腹地，穿梭于沙丘之
间，有的甚至把家都搬到了沙漠边上，把试验站
都扎进了沙漠之中，开始了科技防沙治沙事业，
演绎了一篇又一篇的感人故事，讲述了一幕接一
幕的动人事迹，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新疆生地所策勒沙漠研究站坐落于塔克
拉玛干沙漠南缘的策勒县，于 1983 年建站，距
乌鲁木齐市 1400 公里，是我国最遥远的野外
观测站之一。以张鹤年、雷家强等为代表的科

学家，用 30 年如一日对治沙事业的执着精神
成功地换来了让策勒流沙前沿后退 2～5 公里
的伟大成就，有效地保护了风沙前沿的 38 个
自然村，解除了沙埋策勒县城的威胁，成功地
实现了由“沙逼人退”向“沙退人进”的转变，为
策勒县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策勒站
也因此同时获得 2 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颁发
的“全球土地退化和荒漠化控制成功业绩奖”，
占了当年获奖成果数的 1/4。

2014 年在调研策勒站时，不禁让中科院院
长白春礼为之感叹：“科学家的妙手，能让沙漠
变绿洲。”策勒站的防沙治沙技术不但在新疆
示范推广，而且成功地走出国门，得到毛里塔
尼亚、利比亚等国家的充分肯定。

新疆生地所研究员刘铭庭，世界著名治沙专
家，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专家组称为“刘红柳”。

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他就潜心于红柳的育苗
和造林研究，随后又对寄生在红柳根部的肉苁蓉
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建立了曾经是世界上规模最
大的人工肉苁蓉种植示范区并得到示范推广，获
得了显著的经济收益。他们建成了 3000 亩荒漠
肉苁蓉高产稳产规模化种植示范基地以及良种
繁育基地，使肉苁蓉亩产达到 260～440 公斤（干
重），亩产价值达 3100～5300 元的经济效益，为
自治区沙区开展生态建设，发展规模化种植提供
了技术支撑和示范样板。

张小雷指出，如今，新疆正处于发展稳定新
常态的关键时期，如何实现南疆农民脱贫致富是
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结合南疆嵌入式发展的契
机，新疆生地所新一代青年科学家带领农户，以
肉苁蓉专业合作社的形式，建立荒漠肉苁蓉试验
示范基地，迈向了新的沙产业征程。

与“沙”结缘的故事

在张小雷看来，自从第一次中央新疆工作座
谈会以来，新疆的经济社会、民生建设等方面发生
了很大变化，这与中科院长期对新疆经济社会发
展、维护社会稳定、生态环境治理、科技进步等方
面的全面支持是分不开的；中科院“科技支新”工
程和“创新 2020”的实施，对抢占新疆科技发展制
高点、大幅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能
力，起到了推动和强大的科技支撑作用；中科院在
新疆的人才培养工作中也发挥了引领、主力军的
作用，已成为一个招牌、品牌；近年来中科院与新
疆全面科技合作进展顺利———“确确实实将中科
院的科技成果写在了大地上”。这些工作在新疆取
得了很好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得到
广大干部群众的认可。

展望未来，张小雷表示，国家将新疆确定为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为新疆各项

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千载难逢的重大历史机遇，
中科院新疆分院要主动参与“一带一路”建设，
充分发挥新疆的区位、平台优势，汇集中科院优
势科技资源，加快推进新疆地质矿产应用基础
研究和共性关键技术创新，为新疆丝绸之路经
济带核心区建设提供科技支撑。要利用好新疆
向西开放的窗口作用，加强与中亚及俄罗斯的
国际科技合作，为中国—中亚—西亚国际经济
合作走廊和中巴经济合作走廊的建设提供科技
引领。

“作为中科院在新疆的重要科研力量，作为新
疆自治区最强大的科研机构，未来，中科院新疆分
院将在注重保护新疆及‘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生
态环境的同时，力争通过多方面的科技合作，为促
进新疆的腾飞和丝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发挥更加
重要的作用。”张小雷说。

汇集科技资源

荫

声音

人的思维能力是一个变化的过程，从
婴儿的毫无能力到伟人的强大思考能力，
中间的空间非常大。作为一个普通人能够
做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让自己的思维能力
能够不断提高，但是提高不是简单朴素的
行为就可以做到，一个最起码的行动就是
要不断的给思维一个评价，筛选出好的结
果，尽量摒弃不好的结果，给思维一个反

馈，告诉它有些东西可以保留，有些东西必
须放弃，这样思维就好比一个成长的孩子
才能得到正确的方向。

如果我们对自己思维结果的判断不能很
确定，甚至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陷入了自我否
定甚至自卑的状态，思维活动将停止。对于那
些只用集体意识对自己评判的人来说，思维的
最终倾向就是集体意识，而失去自己的特色。

彭思龙（中科院自动化所研究员）：

评定思维的绩效

本报讯 2015 年 6 月 24 日，中国科学院
上海分院青年科技创新发展论坛暨中科院上
海高等研究院“青稞”协会 2015 第四期《技术
创新与资本融合》主题分享活动（上海市欧美
同学会青委会专场）在高研院举行。中科院上
海高等研究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王茂华，
中科院上海分院团委书记陈丰伟，上海市欧
美同学会会员部副部长徐丽娜、上海国际集
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资本市场总部总经理助
理李林杰、TED 中国授权大使顾雯琼（美国
现场连线）作为嘉宾参加了本次活动。

延华智能科技集团执行总裁于兵博士作
为主讲嘉宾作了名为《技术创新与资本融合》
的精彩报告。青年交流互动环节中，“青稞之
星”刘炯，高等研究院交叉学科青年创新基金
项目负责人曾冬冬，上海浦东科技园科教协
同—交叉人才联培项目年度资助黄景林、杨
炜炜等先后作了发言，场内外嘉宾及现场观
众对他们的分享表示出浓厚的兴趣并先后作
了点评与交流。

参加本次活动的有中科院上海各研究院
所的科技青年、欧美同学会青年委员会成员，
以及部分企业及创业人士。现场活动气氛热
烈，嘉宾和观众积极参与讨论。通过本次活动
交流，科技青年们在科学研究与创新、创业、市
场、资本等方面的结合上有所收获。 （科讯）

青年科技创新发展论坛在高研院举行

现场

创新，看来并不是离我们非常遥远的高大
上行为，应该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和工作中。
作为一名科研人员，如果在自己的研究中，总
是能打破常规，想到一些别人想不到的思路，
还愁做不出好的科研，写不出好的文章吗？

如果一味地考虑如何临摹一个前人的工
作，总是用新数据验证一个老结论，这样的工
作只能算一个简单重复的数据积累活动，自
己也会觉得这些工作非常无聊。

现在，许多科研人员并不觉得自己所做
的工作多么有趣，主要还是因为缺乏创新的
能力。

同样，一名教师，在课堂上总是讲那些
在教科书已经固化或者网上随意能找到的

东西，用枯燥、严肃和乏味的方式授课，这
样缺乏创新的玩深沉，又怎么可能让学生
激情四射？如果平时就对自己的事儿感觉
很无趣的这帮人进入创业大军，真的能产
生创新的成果？

一个无趣的人，其实本身也就是缺乏创
新能力的人，进入创业大军，大多也许只能做

“分母”吧。而对日常工作充满热情的有趣之
人，也许能在创业中体现更多的创新乐趣。创
新，就掌握在那些能从单调的日常工作中发
现趣味的人手里。要想具备创新能力，还是先
将自己培养成有趣的人吧。希望我们大家都
是有趣的人，也都能最终成为具有创新能力
的开拓者！

赵斌（复旦大学教授）：

创新，从做一个有趣的人开始

新疆分院 隗

隗上海分院

兴趣和自信是坚持科研的基础。有兴趣
是科研成功的开始，有自信是走上成功科研
的基础。而坚持是科研的唯一模式。

现在学科发展越来越专一化、门类很多。
即便是做大地学也有几百上千个方向和重要
领域。不像过去那些善于思维的大家都会成
为博物学家，像达尔文、亚里士多德、沈括等。

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职业和称呼了。哪一样
发现和规律的背后都是包含着大量的辛勤工
作。坚持是一种生活的节奏，坚持是一种高贵
的品质，坚持也是科研标签。科研需要持之以
恒地进行调研与观察，并适时调整自己的思
路与方法，在不断的调整和改进中一步步达
到成功的高地。

李建国（南京大学博士生）：

科研需要兴趣和自信

张小雷：做“新丝路”的开路先锋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通讯员 鹿娟娟

▲于兵博士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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荨活动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