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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称号
本报讯（记者丁佳）11 月 17 日，中央宣传部向全

社会公开发布南仁东的先进事迹，追授他“时代楷
模”荣誉称号。

近一段时间以来，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中国天眼”500 米口径球面
射电望远镜工程（简称 FAST）的发起者和奠基人南仁
东的先进事迹宣传报道后，在全社会引起热烈反响。干
部群众特别是科技工作者认为，南仁东是勇担民族复
兴大任的“天眼”巨匠，他为科学事业奋斗到生命的最
后一刻，用无私奉献的精神谱写了精彩的科学人生，鲜
明体现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情怀，敢为人先、
坚毅执着的科学精神，淡泊名利、忘我奉献的高尚情
操，真诚质朴、精益求精的杰出品格。他不愧为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不愧为全社会学习的榜样。

广大科技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全面贯彻党的十
九大精神，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服务党和国家战略目标，勇攀世界科技高峰，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新征程中作出新的贡献。

“时代楷模”发布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的中国
梦”为主题，现场发布了南仁东的先进事迹，宣读了

《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追授南仁东“时代楷模”荣誉称
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宣部负
责同志为南仁东的亲属颁发了“时代楷模”奖章和荣
誉证书。科技部、中国科协、中国科学院、贵州省委有
关负责同志，“时代楷模”的亲友、同事及社会各界代
表等参加发布仪式。

据了解，南仁东主导提出利用我国贵州省喀斯
特洼地作为望远镜台址，从论证立项到选址建设历时
22 年，主持攻克了一系列技术难题，为 FAST 重大科学
工程的顺利落成发挥了关键作用，作出了重要贡献。今
年 9 月，南仁东因病逝世。

■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11 月 17 日，“天眼”
之父南仁东被追授“时代
楷模”荣誉称号。

“美丽的宇宙太空 /
以它的神秘和绚丽 / 召唤
我们踏过平庸 / 进入到无
垠的广袤”，在探寻星空奥
秘的路上，南仁东如同自
己所写的这首诗一样，24
年如一日，在贵州的崇山
峻岭间负任蒙劳，为“中国
天眼”呕心沥血，燃烧到生
命最后一瞬。

FAST 是南仁东人生
当中最后一次拼搏，虽然
没能亲眼看到它产出科学
成果的那一天，但遥望“天
眼”，他应该知道，倾注一
生的事业已经成功了。

敢为人先筑造中国“天眼”

10 月 10 日，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发布了 500 米口
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取得的首批成果，FAST 望
远镜探测到数十个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十九大报告
中，“天眼”与“蛟龙”“墨子”“悟空”等科技成果一起，
共同被列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丰硕成果。

俯瞰大地，老百姓习惯将 FAST 比喻成一口“大
锅”，这口锅很大，直径 500 米，有 30 个足球场那么大；
这口锅很难造，历时 22 年，南仁东从 391 个备选的洼地
中选中了条件最适宜、独一无二的大窝凼。

在“天眼”设计之初，曾有人认为这是一个不可
能完成的任务。但是南仁东敢为人先，用二十余载的
时光筑成了这个奇迹。

时间回到 1993 年，在日本东京国际无线电科学
联盟大会上，科学家们提出应该在地球的无线电波
环境恶化之前，建造新一代射电望远镜，接收更多来
自外太空的信息。

听到消息的南仁东难掩激动，他从那时就下定决
心，要让中国成为新一代射电望远镜的领跑者。当时中
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 30 米，从 30 米到 500
米，从壮年到暮年，南仁东为此付出了一生的心血。

为了给“天眼”找到独一无二的台址，南仁东无
数次往返于北京和贵州之间，带着 300 多幅卫星遥

感图，用双脚丈量了贵州大山的每个角落。有一次他
下窝凼时，瓢泼大雨从天而降，眼看山洪就要冲下来
了，他往嘴里塞了救心丸，连滚带爬回到垭口，全身
都湿透了。最终贵州天然喀斯特巨型洼地成为望远
镜台址，使得望远镜建设得以突破百米极限。

整个“天眼”工程划分成五大系统，每个系统的工
作都是千头万绪，南仁东作为首席科学家，承担的任务
更是繁重异常。然而，工程的每一张设计图纸他几乎都
会详细审核，并且提出指导意见。他曾说：“国家投了那
么多钱，我必须要负责，如果 FAST 有一点瑕疵，我对
不起国家，对不起贵州人民。”

如今，“天眼”已成为当之无愧的国之重器，未
来还将开展巡视宇宙中的中性氢、研究宇宙大尺度
物理学、主导国际低频甚长基线干涉测量网、获得
天体超精细结构、探测星际分子、搜索可能的星际
通信信号等工作。

坚毅执着不服输的“巨匠”

在中科院国家天文台 FAST 工程馈源支撑系统
子系统负责人、高级工程师杨清阁的心中，“南老师
凡事都要争第一，永不服输”。

2010 年，FAST 经历了一次“有惊无险”的困难，
即索网结构问题。

FAST 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完全利用变形反射面
工作的射电望远镜，它由 4000 多块镜片拼接而成，
控制镜片的，就是在镜面下方的 2200 多根下拉索组
成的钢索网。

每一根下拉索至少要反复拉伸几十万次，而当时
国内没有合适的产品达到使用要求。台址挖掘工程已
经开始，如果索网做不出来，整个工程就面临搁浅的风
险。据 FAST 工程工作人员回忆，“南老师很焦虑，每天
都在念叨钢索，烟抽得特别厉害”。

在辗转反侧中，南仁东下定决心，要靠自主创新
解决索网问题。他带着团队成员，设计了无数个方案，
推翻，再重来，咨询遍国内每一个索网结构专家，每天
与技术人员沟通……接近两年的研制工作后，南仁东
带领科研人员采用光机电一体化技术，自主研制出了
轻型钢索拖动机制，让 FAST 渡过了难关。

建设“天眼”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工程，在这段曲
折的道路上，南仁东顶着压力，风雨兼程。为了保证工
程扎实，他亲自确认每个细节，不轻易放过任何瑕疵；
为了精益求精，他自学岩土工程知识，发现了施工方设
计图纸的错误；为了这个毕生的梦想，他在 100 多米高
的塔架爬上爬下，把“天眼”当成自己的孩子，为科研事
业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下转第 2版）

中科院北京分院、京区事业单位党委举行十九大精神视频报告会

把十九大精神作为科技创新工作行动指南
本报讯（记者甘晓）11 月 16 日，中科院

北京分院、京区事业单位党委学习十九大精
神视频报告会在北京召开。京区事业单位党
委书记马扬主持报告会。

马扬表示：“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关键
在于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作为推进科技创新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
动指南。”他要求，北京分院分党组、京区事
业单位组织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要准确

把握十九大对基层党建工作提出的新要
求，准确把握新时代干部队伍建设的新标
准，努力在科技创新中发挥好党支部战斗
堡垒作用。要按照十九大和新修订党章的
要求，扎实做好京区事业单位基层党支部
工作，努力做到有职能、有组织、有活动、有
规范、有激励、有实效。

十九大代表、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
员、龙芯中科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胡伟武，十九

大代表、中科院遥感与数字地球所研究员邵芸
在会上作了报告。

此外，根据《中国科学院党支部书记集
中轮训工作方案》，本次报告会亦作为分院
层面党支部第二专题第一次集中培训。除
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的主会场外，报告会
还在京区、天津、山西等地共设置了 50 个分
会场，覆盖北京分院所属的全部 46 家单位
和分院机关。

中科院与湖北省举行合作会谈
白春礼调研武汉分院系统时表示，加快打造“率先行动”升级版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11 月 15 日，中国科
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与湖北省委书记蒋
超良、省长王晓东，就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精神，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务
实推进中科院与湖北省科技创新合作进行会
谈。11 月 14 日 ~15 日，白春礼还调研了中科院
武汉分院系统 8 家相关单位，并结合十九大报
告精神提出，希望研究所紧密围绕国家战略
需求进行战略布局，深入实施“率先行动”计
划，加快打造“率先行动”计划升级版。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以来，中科院在
湖北省转移转化科技项目 254 项，使地方企
业新增销售收入 435.8 亿元，新增利税 68.16
亿元，院省合作在诸多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

蒋超良指出，党的十九大对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建设创新型国家等作出重要部
署，湖北省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希望在科研人
才队伍建设、科技能力建设、科研成果转化等
方面进一步加强省院合作，不断优化科技创

新环境，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更好地发挥科技
支撑作用。

白春礼表示，中科院作为科技国家队，是
中国科技创新的“火车头”，在国家科技创新
布局中发挥着示范引领作用。中科院认真学
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要求，立足“三个面向”，落实

“四个率先”，努力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建设创新型国家作贡献。

在调研中科院武汉分院期间，白春礼同
样强调，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是全
院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全院上下
要仔细分析十九大报告对新时代提出的新要
求，尤其是对科技创新提出的新任务、新要
求，做好顶层规划、聚焦战略研究方向，充分
发挥战略科技力量的主力军作用，为实现“两
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不断作出重大创新贡献。

据悉，“十二五”以来，中科院武汉分院承担

了一大批国家、部委和中科院重大科技项目，在
高水平论文稳步增长的同时，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开展技术转移转化，多项科技成果服务于国
民经济主战场。如参加的“北斗二号卫星工程”
获 2016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牵头的西湖
水专项工程使湖区水体透明度创历史新高；“中
科 3 号”鲫鱼新品种成功推广，产生经济效益
581 亿元等。

白春礼一行考察了磁共振实验平台、氙极
化肺成像仪、星载铷原子钟等实验平台，与科研
人员进行了深入交谈，鼓励广大科研人员紧密
围绕国家战略需求，加强关键技术集成攻关，早
日将产业做大做强。白春礼强调，十九大报告聚
焦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提出了建设“健
康中国”和“美丽中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等
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希望各研究所和单位强
化以需求为导向的科研项目组织，推动产出更
多“三重大”创新成果，为人民生活幸福、社会经
济可持续发展作出贡献。

全民“健康”奔小康
李红良

党的十九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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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明了前进方
向、描绘了宏伟蓝图。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没有全
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当中国距离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的目标越近，全民健康这一课题也就越重要
和越紧迫。

“十二五”期间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2015 年我国人
均预期寿命已达 76.34 岁，婴儿死亡率、5 岁以下儿
童死亡率、孕产妇死亡率分别下降到 8.1‰、10.7‰
和 20.1/10 万，提前实现了“十二五”规划和联合国
千年发展目标；医保覆盖 95%以上人口，看病难、看
病贵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此外，重大疾病防控工作
取得了较大进展，5 岁以下儿童慢性乙型肝炎病毒

（HBV）感染率降至 1%以下，艾滋病疫情总体控制
在低流行水平；慢性病防治工作取得显著成绩，建
成的 265 个示范区管理着高血压患者 8600 多万
人、糖尿病患者 2400 多万人；医疗卫生应急工作更
加有效，成功应对了食品安全、SARS、禽流感等各
类卫生应急事件；科技创新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
这些成就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重要基础。

但是，医疗卫生与健康事业的发展仍然不平
衡不充分，与人民的期待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目前，
冠心病等重大慢性疾病依然高发多发，癌症、艾滋

病等世界医学难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埃博拉、禽
流感等公共卫生安全事件依然存在较大隐患。如我
国心血管病现患人数约 2.9 亿，占城乡居民总死亡
原因的首位。以非酒精性脂肪肝病为代表，其发生
发展将大大增加肝硬化、肝癌以及心脑血管疾病的
患病风险，但这一问题长期以来却被忽视。因此，坚
持“防慢病”“治未病”，重视并加强我国心血管疾
病、代谢性疾病的防治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和紧
迫。同时，工业化、人口老龄化、生态环境以及人民
生活方式的变化等，也给维护和促进健康带来一系
列新的挑战，健康服务供给总体不足与需求不断增
长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健康领域发展与经济社会
发展的协调性有待增强，需要从国家战略层面统筹
解决关系健康的重大和长远问题。

新时代开启新征程、提出新战略。为进一步推
动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更好地服务和保障人民健
康，党和国家从实际出发，做出了一系列重大部
署：2015 年 10 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
推进健康中国建设；2016 年 10 月，中共中央、国务
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对健康中国
建设作出全面部署；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提
出实施健康中国战略。这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为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新战略明确新任务、呼唤新使命。十九大报
告指出，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医学基础研究和科
技创新是提升医疗水平、推动健康事业的重要

支撑和源头活水。未来 5-10 年，我国将加快医
学研究及生物产业创新步伐，围绕心血管代谢
性疾病等重大慢性疾病，加强疾病预防管理及
智慧医疗发展等。同时，大力推进生物样本资
源、健康医疗大数据等资源平台建设。发展组
学技术，促进医疗向精准医疗和个性化医疗发
展。开发新型疫苗，提升应对突发传染病的防
控能力。推进再生医学、新型药物制剂及高端
医疗器械的发展。

在科学技术飞速发展、医疗水平快速提升、
“健康中国”全面推进的新时代，广大医学科技
工作者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矢志献身科学研
究和健康事业。既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努力实
现前瞻性基础研究重大突破，把论文发表在国
际高水平杂志上；又要心系人民群众健康，致力
于研究成果的临床应用和转化，切实解决人民
群众的健康问题，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实现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作者系武汉大学基础医学院院长、模式动
物研究所所长）

白春礼在鄂调研中科院科技扶贫项目时强调

落实十九大精神 真扶贫扶真贫
本报讯（记者陈欢欢）11 月 16 日，中国科

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来到湖北省恩施市
调研了中科院武汉分院科技扶贫项目。他强调，
要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充分发挥中科院
科技资源优势，坚持科技引领，强化智力支撑，
做到真扶贫、扶真贫。

湖北省恩施市龙凤镇地处武陵山连片特
困区，是全国综合扶贫改革试点核心区。2015
年以来，中科院武汉分院结对帮扶龙马村，并将
扶贫范围辐射至龙凤镇，通过生态养殖、花卉苗
木基地建设、生态景观园建设等项目的实施，探
索“地方企业（合作社）+ 中科院科技资源支撑
+ 贫困户”的科技精准扶贫模式，取得良好成
效，重点帮扶的龙马村纸厂河组 28 户贫困户人

均收入由 2015 年的 2900 元增加至 2016 年的
6500 元，龙马村集体收入达 5 万元。

在驻村帮扶工作中，武汉分院的多项科技
成果得到应用。例如，在当地投放零投饵的异育
银鲫“中科 3 号”等优良品种约 15 万尾鱼苗，预
计 2017 年可带来经济收入 20 万元以上；引入
武汉植物园软枣猕猴桃等优质种苗及培育技
术，帮扶当地合作社建设成为苗木产业的龙头
企业，2016 年实现产值近 1000 万元。

白春礼在实地调研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扎实的驻村帮扶工作
带领人民群众致富奔小康，为全国脱贫攻坚提
供示范样板，同时充分发挥中科院科技资源优
势，综合运用不同领域科技知识，为当地产业发

展和脱贫攻坚提供坚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把扶贫工作摆在国家全局工作的
突出位置。中国科学院也在全国多地开展了形
式多样的精准扶贫工作，其中多项科技成果的
应用助力当地贫困户快速脱贫。白春礼指出，科
技扶贫是中科院的责任和义务，各下属单位在
扶贫过程中应根据当地条件应用新技术、开发
新模式，在打牢脱贫攻坚基础的同时学习借鉴
其他单位的先进技术和经验，推动精准扶贫工
作再上新台阶。

中科院副秘书长汪克强和中科院办公厅、
科技促进发展局、中科院武汉分院相关负责人
以及恩施市党政主要负责人陪同调研。

第十九届高交会上，中科创客学院旗下创客教育团队展出其物联网课程的学生获奖作品。
本报记者姜天海摄（相关报道详见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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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仁东（左二）在大窝凼施工现场指导反射面单元拼装工作。

新华社发（中科院国家天文台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