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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日，观众在 中国（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上参观珠海一家科技公
司研发的海上搜救无人艇模型。

当日， 中国（青岛）国际海洋科技展览会在山东青岛国际博览中心开幕。展会
共分为海洋科技新成果和新技术、海洋工程装备和仪器设备、海洋服务和咨询、海水
综合利用、海洋生物科技五大主题展区，参展单位 余家。 梁孝鹏摄（新华社供图）

日前，由国内企业家、
科学家共同发起的民间科
学奖项———未来科学大奖
的 2017 年度颁奖典礼在京
举行，中科院院士施一公、
潘建伟和北京大学教授许
晨阳分别获得“生命科学
奖”“物质科学奖”和“数学
与计算机科学奖”，每人奖
金为 680 万元。 一时间，科
学家获得巨奖的新闻引发
了大众关注。

其实，这个未来科学大
奖从去年诞生之际就引发了
众多关注。因为这一奖项不
但有马化腾、李彦宏等知名
企业家赞助，而且其奖金数
额也远超此前的各类奖项。
部分网民甚至认为金额过
高，因为“这些科学家都没
听说过”。

事实上，部分网民对未
来科学奖的态度，也折射出
当前中国社会的一些弊端。
在当下的中国，科学家是一
个长期被公众、被舆论忽视
的群体。一条明星结婚的新
闻在网络的搜索量可以破
亿，而科学家重大成果发布
的新闻往往只有数千的浏
览量。可以说，对于大部分

中国人来说，大批默默前行、潜心科研的优
秀科学家其实都非常陌生。这不能不说是
一种悲哀。

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离不开科学
技术的进展，离不开大批科学家的贡献。不
管这些科学家是从事物理、化学等基础研
究，还是从事航空航天、生命科学、互联网技
术开发，在今天社会的每一个领域，都离不
开科学家的努力。但是，因为科学家的工作
过于专业，和大众往往有一定距离。同时，大
众对于金钱、财富和“成功学”的盲目追捧，
自动忽视了科研工作者，导致今天的科学家
乃至科学研究事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冷遇。也
只有像潘建伟、施一公等人获得数百万元大
奖的新闻，才会引发普通民众的关注———尽
管很多人的关注点仅仅在于奖金数额上。

在当前国家加大对科研投入、科研人
员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我们也应当进一
步加大对科研工作者的宣传力度，加大科
学普及工作的力度，让更多的普通人进一
步了解科学家群体，让科学流行起来，让
科学家拥有更多的美誉度并获得更多的
支持。科学家不仅需要获得来自政府部门
的支持，也需要来自大众的认可和关注。
毕竟，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的发表曾
经让陈景润激励了一代年轻人投身科学事
业，今天的中国，也同样需要有更多后备力
量加入科学家的队伍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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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甘晓）近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我
国开展的首次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圆满结束。此次
评估活动应用国际核安保新理念，以最高标准，结合
各国的成功实践，分析、评估我国的核安保管理与实
践情况，形成了《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报告（中国）》。
评估高度赞扬了我国政府持续加强核安保的努力，
充分肯定了我国加强核安保工作、保障核工业可持
续发展、强化核安保责任担当、参与构建全球核安保
治理体系取得的成就。

报告指出，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在核安保监管队
伍建设、核安保人才培养等方面采取了有力的举措，值
得称赞。此外，国家核安保技术中心及其负责运行的核
安保示范中心，在加强国家核安保能力、支持地区及国
际核安保合作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国际社会及国
际原子能机构广泛认同核安保示范中心取得的成功。

报告认为，目前，中国发布了核能和核工业发展
规划，核能及配套的核燃料循环体系将获得快速发

展，这对中国的核安保制度、管理等都提出了挑战。
建议中国尽快完善核安保法规体系，加快有关立法
进程，夯实核安保工作法律法规基础。

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材料与核设施安保项目官员
穆罕默德·哈利克表示：“任何一个正在利用核能发
电或计划发展核电的国家，都应对核安保作出坚定
承诺。中国广泛采用机构核安保相关技术导则，并积
极接受机构国际核安保专项评估，充分展示了中国
对加强本国乃至全球核安保的庄严承诺。”

在 2014 年海牙全球核安全峰会上，习近平主席
宣布，中国将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我国开展国际
核安保专项评估。此次评估是落实习近平主席海牙
核安全峰会承诺的重要举措。评估期间，国际专家组
认真查阅了我国的核安保相关法规文件，与中国国
家原子能机构、国务院法制办等有关政府部门代表
进行了深入访谈交流，赴秦山核电基地方家山核电
站实地考察了核安保管理及技术措施。

■本报记者 陆琦

只见一张小小的工作台前，焊花四溅，穿着
工作服的王多明如同做针线活一样正在焊接。

焊工这个行当，王多明已经干了 30 多年了。
从操作工一步步成长为中核四○四有限公司首
席高级技师、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动模范、党
的十九大代表，他始终牢记党的宗旨，坚守党的
信念，时时处处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不断
在实践中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将自己的感情
与汗水融入我国的核工业发展。

勤学苦练做“专家”

“对于只有高中文化的我来说，要掌握焊工
技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王多明接受《中国
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坦言。

但 1985 年被分配到中核四○四有限公司
第一分公司后，他就暗下决心，一定要像师傅那
样，成为“顶呱呱”的技术工人。

从焊接的姿势、焊丝的选择、焊缝的成型等基
础知识入手，王多明开始苦练硬功，“打磨”技术。
别的同事休息时，他却拿着焊枪、焊丝，找来废料，
一遍遍焊接，一遍遍钻研……为尽快掌握操作本
领，他几乎把业余时间都花在了学习上，硬是凭着
刻苦的学习精神，练就了扎实的焊工技能。

“虽然基本功扎实，可遇到一些难度大的活
儿，还是会感到棘手。”为此，他利用业余时间，自
学《焊工基本技能》《焊接方法》《焊工操作技术要
领图解》等书籍，并在实际操作中积极实践。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凭着不懈的钻研以及
师傅、同事们的指点，王多明终于成长为一名理
论知识丰富、动手能力强的知识型人才，成为全
公司人人皆知的“能工巧匠”。

攻坚克难做“尖兵”

同事们都说，在王多明身上有着新时期共产
党员善于不断创新、敢于向困难挑战的精神。

钎焊技术一度是公司某生产线关键设备的

瓶颈。该设备钎焊使用的材料非常特殊，且设备
壁厚为 0.1 毫米，直径为 2 毫米，钎焊难度特别
大。为了克服这一技术难题，那段日子王多明常
常试验至凌晨两三点。功夫不负有心人，凭着不
服输的劲头，他自行设计、制作出了钎焊装置系
统，经过一次次的试验，最终摸索出了最佳的钎
焊工艺参数，解决这一技术难题，填补了中核集
团钎焊技术的空白。

在国内蒙乃尔焊材贫乏的情况下，王多明经
过 15 年的不断摸索、钻研，终于确定了满足设备
焊接技术要求的填充材料，保证了生产、科研的
顺利实施以及企业的快速发展。

胸怀宽广做“典范”

作为一名党员，王多明有着宽广的胸怀，他
从不把自己的焊接技术和经验当作“私有财
产”，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身边的年轻员工。

在接近万吨级铀纯化转化的生产线上，王
多明的“导师带徒”是出了名的。每年都有一些

新进厂大学生跟随他实习，在他的精心培养下，
这些年轻人都成了焊接行业的后起之秀。

一位刚进厂的实习生告诉记者：“他经常启
发引导我们分析问题，理清思路，找出解决问题
的办法，让我们学到技术、快速成长。”

王多明不仅无私地传授自己技术和经验，更
注重培养年轻人的职业道德、爱岗敬业的精神，
培养了一批以李文强为代表的优秀人才。在甘肃
矿区、公司组织的技能运动会上，王多明所带领
的团队两次获得焊工组团体第一名，4 次获得第
二名；一人蝉联四届焊工个人第一名。

同时，他为中核集团培养出高级技师 4 名、
技师 6 名、高级工 12 名。他所负责的焊工岗位，
被中核四○四有限公司多次授予“党员先进示范
岗”和“青年安全示范岗”等称号。

谈到这些成绩，王多明淡淡地说：“这都是一
名党员应该做的。”

王多明：在平凡中闪光

国际原子能机构高度评价我国核安保工作

科技奖励制度改革：

不断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近几年我每年都参加自然科学奖评审。”中
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饶子和开门见山地对《中
国科学报》记者说，“我认为国家对科技奖励制度
改革是非常积极、非常认真的。”

对科研人员和科研单位而言，科技奖励制度
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促进科学成果研究方面有
十分积极的作用。十八大以来，科技奖励制度不断
完善，“提高质量、减少数量、优化结构、规范程序”
已成为科技奖励改革的新思路。

奖励制度需适应时代要求

今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科技奖
励制度改革的方案》（以下简称《方案》），这是十八
大以来我国深化科技体制改革的重要举措。在《方
案》中，明确提出完善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引导省
部级科学技术奖发展、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立奖等
重点任务。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理工大学
教授钱七虎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我们提出建
设创新型国家，需要原创的科技成果，深化科技奖
励制度改革适应了建设科技强国的需求。”

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在 1999 年有过一次改
革，调整奖项设置、奖励力度、奖励结构、评价标
准和评审办法，其间多次对《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条例》进行修订，有效促进了科技奖励工作逐步
走上科学化、制度化和法制化的轨道。

数据显示，近 5 年来，自然、发明、进步三大奖
的平均数为 307 项，与上个 5 年平均数 355 项相
比，减少了 48 项。特别是 2015 年和 2016 年，三大
奖总数都已控制在 300 项以下。

本次改革方案把国家三大科技奖的数量从不
超过 400 项减少到不超过 300 项，饶子和表示：

“科技奖励瘦身是一件好事，自然科学奖取消三等
奖后，导致评出的二等奖项目中排名靠前和排名
最后的学术水平落差较大。”

过去，三大奖一直采用混合评审的方式，未能
评上一等奖的项目可以顺延参与二等奖的评审，
引发了报奖投机等问题。本次改革提出建立定标
定额的评审机制，一、二等奖项目实行按等级标准
提名、独立评审表决的机制，没评上一等奖的项目
不能再参与二等奖的评审。

中国气象局干旱气候变化与减灾重点实验
室主任张强认为，“科技奖励有分量才能激励科
研工作者”，限制数量才能让得奖项目经得起历
史检验。

科学奖励要去除功利化导向

奖励制度是科技评价体系的组成部分，客观
地分析科技奖励所起的作用和效果，可以进一步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使科技奖励起到导向作用。

在本次改革方案中，实行由专家学者、组织机
构、相关部门提名的提名制，改变了以往的推荐
制，引导科技工作者潜心研究，遏制“跑指标”等浮
躁的学术风气。

同时改革提出健全科技奖励诚信制度，为
各奖励活动主体建立科技奖励诚信档案，严惩
学术不端，对重复报奖、拼凑“包装”、请托游说
评委、跑奖要奖等行为实行一票否决。对违规的
责任人和单位，记入科技奖励诚信档案。

从 2017 年国家科技奖励初评结果来看，今
年国家科技奖对论文数量的要求大大降低，饶
子和明显感受到了变化：“今年论文比例确实降
低了，这是一个好的趋势，提名制也可以让专家
更慎重、更负责。”

在张强看来，保持专家库的“高水平”是必
须重视的工作，要让有真知灼见、有科学判断力
的专家开展评审，这也是国家科技奖励“含金
量”的重要保证。

2017 年国家设立“全国创新争先奖”。这是
继“三大奖”之后，国家批准设立的又一重大奖
项，是仅次于国家最高科技奖的人才大奖。

作为“全国创新争先奖”和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二等奖的获得者，张强感慨道：“科技奖励
制度每年都有变化，奖励越来越面向一线科技
创新人员，评奖方式也越来越公平。”

钱七虎从 20 世纪末就开始参加科技奖励
评审工作，至今将近 20 年，目前仍担任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评审委员会委员。他在《科学的春天从
国家科技奖励恢复开始》一文中提到，专家参加评
审工作，没什么利益要求，对学术问题的评价非常
尖锐，“只讲学风、作风”。

这番话在饶子和的评审经历中也得到了印
证：“每次评审工作非常紧张，很多专家车马劳顿
赶过来，评完就走。我们希望科技奖励制度淡化功
利色彩，坚守公平公正的道德底线。”

社会力量设奖要规范管理

近年来，社会力量设奖日趋活跃，各地政府
也把科技奖励作为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的重要
举措，各类科技奖励蓬勃发展。据统计，目前全
国影响较大的奖励有 70 种，仅省部级每年就奖
励 1.2 万项左右。

例如，依靠社会力量设立的“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奖”“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国青年
科技奖”等，极大地丰富了我国科技奖励体系。

张强说：“社会力量设奖体现了对科技事业
发展的关注和支持，但是奖项依然存在参差不
齐现象，需要规范管理。”

今年，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鼓励和规范
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的指导意见》，提出坚
持依法办奖、坚持公益为本、坚持诚实守信，为
社会科技奖励发展规划“蓝图”。

截至目前，国家共授予 27 位科学家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授予 47183 人（次）自然、发明、
进步三大奖。奖励科技成果 5280 项，其中自然
奖 563 项、发明奖 813 项、进步奖 3904 项，包括
杂交水稻、高温超导材料、人类基因组计划等重
大科技成果。

据新华社电（记者徐海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潘建伟及同事苑震生、陈宇翱等人近期在国际
上首次通过量子调控的方法，在超冷原子体系中发
现了拓扑量子物态中的准粒子———任意子，并证实
了任意子的分数统计特性，向实现拓扑量子计算迈
出了重要一步。相关研究在《自然—物理学》上发表。

1977 年，两位挪威科学家提出一个令人惊讶
的新理论：在二维空间中存在某种粒子，其行为服
从介于玻色统计和费米统计之间的新的分数统
计。由这类奇异粒子构成的物理系统，其波函数在
两粒子坐标交换的情况下不体现对称或反对称
性，而是获得一个任意的相位因子。美国物理学
家、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维尔泽克将该类准粒子
命名为“任意子”。

任意子的理论被提出后不久，物理学家就在
实验中捕捉到了它的踪迹。但如何直接实验观测
任意子交换时产生的拓扑相位，进而验证其分数
统计特性，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实验挑战。

10 多年前，潘建伟研究团队就开始了对拓
扑量子计算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近期，
他们创造性地搭建了新的实验系统并开发了独
特的量子调控技术，研发了自旋依赖的超晶格
系统来囚禁和操控超冷原子，成功操控光晶格
中约 800 个超冷原子同时产生了约 200 个四原
子自旋纠缠态。他们首次观测到了四体环交换
相互作用，并通过微波反转原子自旋的方法，实
现了任意子之间的编织交换过程，首次在光晶
格体系中直接观测到了任意子交换产生的分数
拓扑相位。

该研究成果的实现，为进一步研究任意子的拓
扑性质提供了新的实验平台和手段，将推动拓扑量
子计算和晶格规范场量子模拟领域的研究进展。

据新华社电（记者张旭东）9 月 12 日，国家海
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发布消息，正在执行我国首
次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的“向阳红 01”船近日在
印度洋完成了首次定点作业任务，成功布放了
7000 米级深海气候观测系统———白龙浮标。

亚洲夏季季风系统是影响我国汛期气候的重
要因素，印度洋是对亚洲夏季季风产生重要影响
的关键区域，在这一区域开展海气关键要素实时
监测对提高我国短期气候预测能力、保障汛期防
灾减灾至关重要。

此前，国家海洋局第一海洋研究所在印度洋
东南部区域布放了两套自主研发的白龙浮标，观
测海表气温、气压、风速风向、相对湿度等要素，并
实时采集海洋表层至深层海水温度、盐度、海流等
重要海洋参数。

布放第三套白龙浮标是“向阳红 01”船本航次
的第一个定点作业任务，在船舶到达印度洋第二
天即开始实施。

“向阳红 01”船于 8 月 28 日从青岛起航执行
我国首次环球海洋综合科学考察，这是我国首次
将大洋科考与极地科考整合在一起的环球海洋综
合科考，也是“向阳红 01”船首次执行中国大洋和
极地科考任务。“向阳红 01”船预计 2018 年 5 月 15
日返回青岛。

超冷原子体系中首次
观测到任意子激发

我国首次环球海洋
综合科考首战告捷

立足“三个面向”落实“四个率先”

王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