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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
代表第十八
届中央委员
会向大会作
报告。
新华社记者

鞠鹏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18 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18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了题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胜利》的报告。

习近平指出，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伟大胜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不懈奋斗。

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成员在主席台前排
就座。

大会由李克强主持。上午 9 时，会议开始。全场
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全体同志
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已
故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先烈默哀。

李克强宣布，党的十九大应出席代表 2280
人，特邀代表 74 人，共 2354 人，今天实到 2338
人。他对列席大会的党外朋友和有关方面负责

同志表示热烈的欢迎。
习近平代表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作

的报告分 13 个部分：一、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历
史性变革；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
三、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基本方略；
四、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五、贯彻新发展理念，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六、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
度体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七、坚定文化
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八、提高保
障和改善民生水平，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九、
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十、坚
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
现代化；十一、坚持“一国两制”，推进祖国统一；
十二、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
同体；十三、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
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报告过程中，全场一次次响起热烈的掌声。
3000 多名中外记者采访报道了开幕会盛况。

10 月 1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这是开幕会前，赵宏博、景
海鹏、唐嘉陵代表（自左至右）接受采访。 新华社记者殷刚摄

■本报记者 陆琦 黄辛 见习记者 高雅丽

10 月 18 日上午 9 时，中国共产党第十
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习
近平总书记代表十八届中央委员会向大会
作报告。报告在两院院士和广大科技工作
者群体中引发热烈反响。

新时代赋予科技界光荣使命

中科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主任高福是党的十九大代表，在开幕会现
场聆听十九大报告令他印象深刻：“每当总
书记讲到重要的地方，大家都会自发鼓掌，
这说明十九大报告与人民心心相连，与大
家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一致。”

报告开宗明义就提出，十九大“是在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会”。

列席开幕会的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姜斯宪表示，中
国社会已经全面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建设
的新时代，这意味着高等教育工作者的责
任更重。

同样作为列席代表的北京理工大学校
党委书记赵长禄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现场聆听总书记作报告，很受感染、倍感振
奋。要勇敢地肩负起时代赋予中国教育事
业前所未有的光荣使命，扎根中国大地，建
设好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对于这个“新时代”，中科院心理研究

所学位委员会主任韩布新研究员感受颇
深：“个人收入提高了，生活质量提升了，国
家为每个公民提供的发展机会越来越全
面，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正面期望是主
流，对于中国同行的参与和贡献也有较高
的预期。”

其实，“新时代”包括的内容非常丰富，
其中的关键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共同富裕、民族复兴、世界舞台。这
五个关键词，回答了这样五个问题：我们要
走什么样的道路？我们要建设什么样的国
家？我们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我们要达到
什么样的目标？我们要做出什么样的贡献？

正如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有机化
学研究所所长丁奎岭所说，习总书记的报
告为我们党和全国人民指明了中国发展的
历史方位和努力方向。

用创新引领解决新矛盾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院
长张伯礼上午赶着去出差，在单位看了开
幕会的上半部分，又在车上用手机接着看。

他深切感到报告中“为民”的情结非常
浓厚，“强调让老百姓有获得感，强调社会
重大需求，强调用科技创新驱动来推动整
个国家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
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
变化。在凝心聚力共谋伟大事业的征途中，
广大科技工作者肩负着神圣使命。

“‘美好生活’不仅是吃饱穿暖，还有更
高的需求。”张伯礼感觉自己肩上的担子更
重了，“中医药应为人人享有健康幸福的生
活作贡献，要用科技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推
动健康中国的建设。”

丁奎岭表示，发展是推动人类社会进
步的永恒主题，创新始终是引领发展的第
一动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
要，科技界责无旁贷。

报告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摆在改善和
保障民生的首要位置，并提出要加快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
式发展。

对此，中科院院士、北京理工大学校长
胡海岩表示，高等教育工作者应更加明确
自身肩负的重大使命与责任。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中科院院士、
复旦大学校长许宁生对《中国科学报》记者
说，“生逢这一伟大的时代，能够为推进‘双
一流’建设、提高我国教育水平贡献自己的
力量，是当代高等教育工作者的光荣和使
命。”

让新目标注入时代新内涵

“在国外听取十九大报告，我真正感觉
到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
来’的三次伟大飞跃。”在美国巴尔的摩观
看十九大开幕会的中科院苏州生物医学工
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董文飞非常兴奋。

十八大以来，我们提出的是要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现在，
这一目标变得更加深刻，我们要建成的是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一目标也变得
更加丰富，在“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之外又
增加了“美丽”。

“科技是国之利器，国家赖之以强，人
民生活赖之以好。”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
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院长李林认为，进入新
阶段、面对新使命、实现新目标，科技界的

“奋发有为”也需要注入时代新内涵。
李林表示，要坚定创新自信，瞄准世界

科技前沿，加强原始创新，在从“跟踪并行”
向“领跑转变”的过程中不断提升科技创新
能力，把握战略机遇，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主
力军作用。

报告将“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
目标，又分解成“两个十五年”，即从 2020 年
到 2035 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

“国家强大，乃吾辈之责。”丁奎岭表
示，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一历史性时
刻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深感责任重大、使命
光荣。他表示，将秉承老一辈科学家的爱国
奉献精神，在科技强国的道路上不忘初心，
行稳致远，不断作出应有的贡献。

“每一步目标都非常清楚，未来蓝图描
绘得非常清晰。”张伯礼相信，中华民族必
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我们这代人的
手上能够实现，让我们的后人能够享受到，
真是太美了”。

金秋十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
代表大会隆重开幕。

“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矢志不渝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前的认
识、对未来的憧憬再次以全新面貌、崭新
内涵清晰呈现———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如是
说：“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
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
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
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
伟大飞跃。

中国新时期发展的历史坐标就此定格。
纵观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历经

了落后挨打的艰难困苦。其中一个重要原
因便是，中国与历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从而导致积贫积弱、备受屈辱。

创新强则国运昌，创新弱则国运殆。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真
正用好科学技术这个最有力的杠杆。

“两弹一星”“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杂交
水稻”“青蒿素治疟疾”等科技成果让世界的
目光屡次投向东方———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改革开放后，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极大激发了人民群众的创造性，激活了
社会发展的活力———中国人民富起来了。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创新驱动发展为
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
成就。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是世界水平
的近 3 倍，对世界经济增长的年均贡献率
超过欧美发达国家。这些成果的取得，离
不开科技创新提供的巨大动力。

站在新时代的起点，“强起来”成为我
们最迫切的目标。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必须强
起来！

科技水平彰显综合国力。新时代要强
起来，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实现跨越赶超。近五年来，我国创
新型国家建设成果丰硕，“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
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
酝酿，我们面对的将是更加激烈的科技竞争。科学家们要继续
发扬甘于奉献、敢于攻关的无畏精神，攻克更多“卡脖子”问题，
真正实现由“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的华丽转身。

转方式调结构的根本动力在创新。新时代要强起来，就要依
靠科技创新改变发展方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以市场换技
术”“以利润换资本”的发展模式已难以为继，创新生产要素和条
件的组合方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以第三次科技革命为
特征的技术变革已在中国徐徐展开。电子产品从山寨到高端，华
为、中兴、大疆等一批企业享誉全球，越来越多的机器人出现在组
装线上，互联网信息技术不断“再造”传统产业……依靠创新驱动
打造发展新引擎，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中国正在从“世界工厂”
变成科技创新的新热土。

新时代要强起来，就要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无现
金支付、无人便利店、共享经济……创新给予中国人生活的改
变以及对于未来的描绘充满了想象力。创新这个“牛鼻子”，让
科技与经济不断融合，让一切生产要素充满活力，让最广泛的
社会潜能极大激发。创新所凝聚的澎湃动力，正在推动中国稳
步迈向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稳步迈向夺取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的康庄大道！

钟
科
平

■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他 5 岁上学，11 岁休学 1
年在家放牛，15 岁高中毕业后
回村当农民 3 年；18 岁考上湘
潭大学，22 岁考上中国科学院
计算中心研究生，师从冯康教
授。他在北京只呆了 9 个月就
去英国留学，在剑桥大学应用
数学与理论物理系攻读博士，
师 从 M.J.D.POWELL 教 授 ，
1986 年获博士学位。

这是中科院院士、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袁亚湘的
求学经历，十余年间，他从山村走到国外，并与数学结下“不解之缘”。

数学已经成为“生命的一部分”

在非线性优化计算方法及其理论方面，袁亚湘取得了一系列重
要成果。他在信赖域法、拟牛顿法和共轭梯度法等方面的研究赢得
了学术界的认可，他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数学已成为我生命的
一部分，作为科研人员，能找到自己热爱的职业、从事感兴趣的研
究，是很幸福的一件事。”

今年 5 月，在西班牙召开的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联合会理事会
上，袁亚湘当选理事会主席（任期为 2019~2023 年），是中国科学家首
次在重要国际数学学术组织中担任主席。他说：“我的当选应归功于中
国数学研究水平的迅速上升，表明我国科技整体影响力的提高，这是
国际数学界对中国数学研究进步的高度认可。” （下转第 4版）

———科技界热议党的十九大报告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 新华社记者兰红光、金立旺摄

袁亚湘：
“在地下室宣誓”的党员

袁亚湘在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