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院士专家献策陕西发展建设
万钢与大学生畅谈希望与困惑

做最该做的事，
学最值得学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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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彭丽）9 月 23 日，中央政治局委员、
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在重庆会见了中国科学院院
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双方围绕院市科技合作、科技
成果转移转化、创新人才培养等议题进行了会商。重
庆市委副书记、市长黄奇帆参加会见。

孙政才对中科院长期以来对重庆经济社会发展
给予的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重庆市委出台了一系列

“含金量”高的政策举措，将以改革的办法、开放的思
维，坚持面向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加快推进以科技创

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进一步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推动全方位开放式创新、集聚创新资源、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营造良好创新生态，不断增强重庆发展的动力和
后劲，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孙政才说，中科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成
立以来，在合作各方的共同推动下，保持着良好的
发展势头，希望重庆研究院进一步解放思想、拓宽
思路，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和科技发展方向，充分利
用中科院的科技资源、人才资源等优势，集聚市域

内外创新资源，在科研项目合作、科技成果转化、支
撑产业发展、培养创新人才等方面取得突破，推动
重庆创新发展。

白春礼在发言中对重庆市委、市政府对中科院的
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科技创新是创新驱动发展
的第一动力，中科院将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中科
院提出的“三个面向”“四个率先”要求，充分发挥、科
技国家队的引领带动作用，以开放的心态、开放的环
境，集聚更多创新资源支持重庆创新驱动发展。

白春礼希望双方建立起定期会商机制，落实好院
市科技合作协议。通过进一步创新体制机制，协同科
研院所和高校，以重庆市重大科技需求为牵引，做好
科技支撑服务，助力重庆市创新创业，服务重庆市经
济社会发展。

中科院重庆市强化科技合作

本报讯（记者彭丽）9 月 22 日至 23 日，中国科学
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一行先后赴中科院成都分院、
重庆研究院调研。调研中，白春礼强调，创新体制机制，
以开放的心态和环境，集聚优秀人才，实现重大原创成
果、重大战略性技术与产品、重大示范转化工程“三重
大”产出，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好支撑服务。

22 日，白春礼来到成都有机化学公司和高海拔宇
宙线观测站展厅，听取了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
LHAASO 项目副总经理何会海关于高海拔宇宙线观测

站选址、科学目标、技术优势、项目进展等情况汇报。在
随后召开的座谈上，院属成都地区各单位负责人重点
汇报了贯彻落实中科院工作会议及夏季党组扩大会议
精神、“一三五”战略规划落实情况、全面贯彻实施“率先
行动”计划的进展。

白春礼高度肯定了各单位“十二五”取得的成绩。
他指出，成都分院一定要抓住新园区建设和搬迁机
遇，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优化学科布局，集中研发
力量突出重点，打破边界与围墙，聚集优势资源，让资

金、项目、人才活起来，依靠中科院整体创新力，面向
国民经济主战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白春礼希望成都分院在新园区和高海拔宇宙线
建设中发挥好组织协调作用。希望院属成都地区各
单位在“十三五”规划中结合中科院整体布局和自身
发展，做好定位、明确目标、发挥优势特色，做到不可
替代。同时，希望转制单位转变观念，发挥科研与人
才积累优势，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承担更多国家任
务，引领经济社会发展。

在成都调研期间，白春礼与成都市委书记唐良智
进行了院市会商。双方就院地合作、成都分院新园区建
设、成都西部科学中心等工作进行了沟通交流。双方将
进一步加强合作，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有力的科技支撑。（下转第 2版）

白春礼调研中科院成都分院

姻本报见习记者李晨阳记者陆琦

“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为己
任，积极投身科普事业，面向社会，面向青少年，传播
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为夯实科技强国社会基础
贡献力量。”9 月 24 日上午，在西安举行的第十八届
中国科协年会开幕式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
副主席李源潮如是说。

围绕本届年会的主题“创新发展·科技引领”，全
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致

辞中强调，迈向创新型国家，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不但
要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也要具备坚实的社
会基础和良好的创新氛围。

“只有厚植创新土壤，引导公众深入理解创新、参
与创新、支持创新，才能更好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智
慧和创造活力，才能让创新发展真正成为全社会的共
同行动。”他说。

8 月，我国第一颗量子通讯卫星“墨子号”成功发
射。高冷的学术用语经过新闻媒体的解读和传播，成
为网络热词，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什么是量子，也理解

和感悟了科学家探索无尽前沿的志气与追求。“是科
学普及，让高大上的创新成果更加接地气。”万钢说。

不仅如此，科学普及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
是相辅相成的。万钢指出，科学普及是“双创”的重要
社会基础，而“双创”本身是非常有效的科学普及途
径。“树立正确的价值导向，科学理性地看待成功与失
利，开展必要的创新创业教育，这些都是打造创新创
业栖息地所必需的空气、阳光和土壤。”

作为年会重要组成部分的“全国科技工作者创新
创业大赛”，是这一理念的具体实践。（下转第 2版）

厚植创新土壤 激发创新活力
———中国科协年会聚焦“创新发展·科技引领”

月 日，位于贵州黔
南州平塘县大窝凼的世界最
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 ）宣告落成启用，开始
探索宇宙深处的奥秘。

新华社记者欧东衢摄

本报贵州平塘 9月 25日讯（记者王超）今天，
世界最大单口径射电望远镜———500 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FAST）在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正式
落成启用。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
近平发来贺信，向参加研制和建设的广大科技工
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建设者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
挚的问候。

习近平在贺信中指出，天文学是孕育重大原
创发现的前沿科学，也是推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
战略制高点。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

“中国天眼”，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
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的落成启用，对
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
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希望参与项目的科技工作者、工程技
术人员和建设者再接再厉，发扬开拓进取、勇攀高峰
的精神，弘扬团结奋进、协同攻关的作风，高水平管
理和运行好这一重大科学基础设施，早出成果、多出
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

在启用仪式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并致辞。她表
示，要落实科技创新大会精神和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依托我国 500 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先进技
术条件，瞄准科学前沿，加强国际合作，聚集拔尖
人才，打造高端科研平台，努力取得重大原创性成
果，为我国天文学跻身世界一流水平和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表示，习总
书记的贺信和刘延东副总理的重要讲话内涵深
刻，发人深省。习总书记要求我们“早出成果、多出
成果，出好成果、出大成果，努力为建设创新型国

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体现了对
包括 FAST 建设人员在内的科研人员的殷切希
望。中科院全体科研人员将认真学习领会，不辜负
党中央的殷切希望。

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FAST 工程由主
动反射面系统、馈源支撑系统、测量与控制系统、
接收机与终端及观测基地等几大部分构成，并由
中国科学家创新设计、研发制造、组织施工，是
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大科学装置，被形象
地称为“中国天眼”。它的启用标志着 FAST 正式
进入试运行和早期科学观测阶段，对于帮助人们
揭开宇宙初始混沌、暗物质分布及星系演化等谜
团具有重要意义。

白春礼在启动仪式上说，我们将借鉴国际大
科学装置的运行经验，充分发挥 FAST 等大科学
装置的公益性作用，与国外高水平科研机构开展
高水平合作，凝聚培养一批优秀创新人才，不断推
动 FAST 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平台，并
为其提供新的经济增长点。

据介绍，从 1994 年选址开始，FAST 的建设
历经 22 年。工程于 2007 年正式立项，2011 年开
工建设。在设计和建造中，FAST 共实现了三项自
主创新。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严俊告诉《中国
科学报》记者，“一是利用贵州天然的喀斯特洼坑
作为台址；二是在洼坑内铺设的数千块单元组成
500 米球冠状主动反射面，球冠状反射面在射电
源方向形成 300 米口径瞬时抛物面；三是采用轻
型索拖动机构和并联机器人，实现馈源仓的高精
度定位。”

根据国际射电望远镜的建设及运行经验，
FAST 竣工后将进入紧张的调试———试运行观测
阶段。FAST 工程总工艺师王启明表示：“FAST 的
启用仅仅是个开始，我们希望在未来两年内完成
FAST 的调试，并通过观测已经发现的天体目标，
持续调试验证 FAST 的性能直到最优。”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射电脉冲双星发现
者约瑟夫·胡顿·泰勒则表示，FAST 是世界一流的
低频射电望远镜，它的建成标志着一个新阶段的
开始，全世界的目光都聚焦于此。“中国在天文学
领域已经作出了很多贡献，但科学没有边界，我相
信全世界天文科学家都会热情地参与其中。”

本报讯（记者黄辛 通讯员毛朝梁）9
月 24 日上午，上海龙华殡仪馆大厅庄严
肃穆。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材料科
学家，中国科学院原党组书记、副院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严东生同
志遗体送别仪式在这里举行。

“学贯中西报家国 振学术科研交流
树大家风范 荣辱不惊历乱世 守亲情良缘
美誉享四世同堂”，吊唁厅悬挂的黑色挽
联，概括了严东生同志辉煌的一生。

上午 10 时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
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等领导缓
步来到严东生同志的遗体前肃立默哀，向
遗体三鞠躬，并与家属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当天早晨，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陈
至立也到殡仪馆为严东生同志送别。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党组
副书记、副院长刘伟平，上海市委副书记、
市长杨雄等，以及严东生同志的亲友、同
事、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参加了送别仪
式。大家拿着纪念册，表情肃穆地步入灵
堂，送别这位伟大的科学家。

严东生同志因病于 2016 年 9 月 18
日 5 时 56 分在上海逝世，享年 98 岁。在
严东生同志病重期间和去世后，党和国家
领导人习近平、李克强、张德江、俞正声、
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和江泽民、胡锦涛
同志等以各种方式表示了关心、慰问和深
切哀悼。

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统战部、
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上海市政府、中
国科学技术协会、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等部门、单位、高
等院校、研究机构和欧美同学会等社会团
体及各界人士、第三世界科学院等国际学
术组织纷纷以致电、送花圈等方式，对严
东生同志的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严东生同志是我国先进无机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科的奠基人，被国际无机材料
科学界誉为最有影响的学术领导人之一。
1950 年，他排除万难回到祖国，把毕生精
力献给了祖国的科技事业。严东生同志致
力于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在高温结构陶
瓷、陶瓷基复合材料、人工晶体、特种无机
涂层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严东生遗体送别
仪式在沪举行

中国科学院 中国工程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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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眼”FAST“睁眼”看宇宙
习近平为 FAST 落成启用发来贺信

值此 500 米口径
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
启用之际，我向参加研
制和建设的广大科技
工作者、工程技术人
员、建设者，表示热烈
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浩瀚星空，广袤
苍穹，自古以来寄托着
人类的科学憧憬。天文
学是孕育重大原创发
现的前沿科学，也是推
动科技进步和创新的
战略制高点。500 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
誉为“中国天眼”，是具
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
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
敏的射电望远镜。它的
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
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
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
展具有重要意义。

希望你们再接再
厉，发扬开拓进取、勇
攀高峰的精神，弘扬
团结奋进、协同攻关
的作风，高水平管理
和运行好这一重大科
学基础设施，早出成
果、多出成果，出好成
果、出大成果，努力为
建设创新型国家、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作出
新的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
2016年9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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