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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连续的暴风雪中，中科院天山积雪
与雪崩研究站（以下简称积雪站）迎来了
2019 年春节，这也是积雪站工作人员王海
存一家在这里过的第 19 个春节。

国道 217 线和 218 线是连接新疆天
山南北的交通命脉，在两条道路的交汇地
段，正是积雪站所在区域。这里尚未通电，
没有手机信号。“年货是我媳妇的哥哥开
车送来的，有些蔬菜和鱼。”王海存说。

由于山上只有这一家人，年味也不如
其他地方那么浓重。对王海存一家来说，更
重要的事情是每天将观测数据准确地传输
到科研人员手中。大年初二一大早，与往常
一样，王海存起床到院落中，观测气象站的
11 个气象要素，这样的气象观测每天进行
3 次。虽然积雪站精准的仪器逐年增加，可
以代替部分人力，但是雪深、雪层温度、密
度等数据只能依靠人工测量。

积雪站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位于
海拔 1776 米的天山深处，这里冬季降雪
频繁，雪期大于 150 天，附近共有 64 个
雪崩频发点。为了方便现场工作，站址选
在了雪崩最频繁的地方。在这里待的时
间久了，王海存也可以根据温度、雪的厚
度等要素，判断何时会发生雪崩。

除夕当天，这里发生了一次雪崩。王
海存说：“这次雪崩离积雪站大约 100

米，造成了将近一个小时的堵车。路上没
有手机信号，我们帮司机联系了推车，最
终让大家都安全通过了这个路段。”

积雪站是我国目前唯一的积雪雪崩
研究站，中科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
研究员李兰海的团队常年参与和主导雪
害防治研究，为雪崩易灾区提供了技术
保障和科研基础。

“今年年底就能通电了，以后的科
研、生活应该会更加方便，我们也会继续
坚守在这里。”王海存一家对未来的生活
充满希望。

坚守天山雪崩谷
姻本报见习记者高雅丽

大年初二一早，王海存在雪中记录
气象数据

科研人员给铁路测试地温

科学家们的“野外”新年
今年的冬天有些许寒冷，曾为

中国科学院作出过重要贡献的部
分老领导、老红军、老专家、老同志
以及在岗工作的院士、专家、统战
人士、困难职工等，感受到了来自
中科院党组的关心和温暖。

2019 年新春到来前夕，中科
院院长、党组书记、学部主席团执
行主席白春礼代表中科院党组和
学部主席团，看望了部分中科院的
老领导、老专家和老同志，并为他
们送上新春的问候与祝福。

白春礼看望了中科院老领导
周光召、路甬祥、王佛松，“时代楷
模”FAST 原总工程师兼首席科学
家南仁东夫人郭家珍，并与老一辈
科学家赵忠贤、唐有祺、张存浩等
同志亲切交谈，共话科技前沿。

1 月 27 日，白春礼出席了
2019 年中科院机关和京区离退休
干部新春团拜会。白春礼代表院党
组，向离退休老同志拜年，并通过
他们向全院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和
离退休干部工作者，致以新春的问
候和美好的祝福。

院工作会议期间，白春礼等院
领导还慰问了刘伟平、余志华、胡
启恒、郭传杰、杨柏龄、王庭大、詹
文龙、李志刚等老领导，与他们共
叙工作情谊，畅谈改革发展。

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党组副
书记、副院长侯建国，副院长、党组
成员张亚平，副院长、党组成员相
里斌，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涛，中央
纪委国家监委驻院纪检监察组组
长、党组成员孙也刚，副院长、党组
成员李树深，党组成员、秘书长邓
麦村，党组成员、副秘书长何岩等
也分别走访慰问了有关同志。春节
前夕，院领导共走访看望了 115 名
老领导、老红军、老专家、老同志以
及院士、统战人士、困难职工等。

按照院党组工作部署，院机关
和院属单位分别走访慰问了广大
老领导、老红军、老专家、老党员和
老同志，元旦春节期间 95 个院属
单位共计看望慰问 8800 余人，表
达了院党组对全院老同志的关心
关爱和新春祝福。

谈发展：
担负起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使命

1 月 31 日上午，白春礼陪同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
书记王沪宁来到中国科学院院士、
凝聚态物理专家赵忠贤家中。王沪
宁向赵忠贤致以诚挚问候和新春
祝福，并听取了他关于加强核心技
术攻关和科研成果转化的建议。

2 月 2 日上午，白春礼轻车简
从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
长，中科院原院长、原党组书记路
甬祥家中。“您的身体恢复得怎么
样？”一落座，白春礼就关心着路甬
祥的健康状况，并介绍了中科院近
期的科研成果。

虽然正在术后休养，但路甬祥
依然十分牵挂中科院的发展。“习
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对科技十分
重视，中科院要担负起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的历史使命，进一步发挥好
自己的作用。尤其是在大科学工程
方面，我希望能多建一些多学科的
公共平台。”

聊科研：
成果离不开所有人的奋斗

2 月 2 日一大早，白春礼来到
中科院原副院长王佛松家中。与往
年一样，王佛松精心准备了茶盏。
就着一盏热茶，白春礼向他细数了
中科院近来的工作进展。

“看到科学院取得这么多的成
果，我感到十分骄傲。”王佛松感慨
道，“前几天‘墨子号’量子科学实
验卫星科研团队被授予 2018 年度
克利夫兰奖，很了不起。中科院
1994 年实施‘百人计划’时，科研
经费不足 40 亿元，现在科研经费
大幅增长，这些成绩都是你们奋斗
的结果。”

白春礼表示，老领导为中科院
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中科院的学
风一直保持得很好，这与老领导作
出的巨大贡献密不可分。

叙情谊：
回忆那些年的经历与梦想

1 月 30 日下午，冒着严寒，白
春礼看望了“时代楷模”南仁东遗

孀郭家珍。南仁东是 FAST 工程的
发起者和奠基人，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 2019 年新年贺词中专门提到了

“南仁东星”。
“总书记对 FAST 工程特别关

心，南老师多年如一日，一直奋斗
在科研一线。他全身心做科研，不
为名、不为利的精神，是最好的典
型，需要中科院年轻一代学习。”白
春礼说。

临别之际，白春礼一再叮嘱郭
家珍：“您有什么需求一定和院里
说。”

1 月 31 日上午，白春礼一行
来到中科院院士唐有祺家中。一进
门，白春礼询问起唐有祺的病情。

“父亲前年手术后，生活质量改善
很多。白院长看重老一辈科学工作
者，工作繁忙，依然每年都来。”唐
有祺的儿子说。

坐在恩师旁边，白春礼回忆起
过去求学时与恩师相处的点滴时
光，并汇报着如今忙碌而充实的工
作和生活。今年 99 岁的唐有祺卧
病在床，已经记不得许多事情了，
但当旁人指向白春礼问这是谁的
时候，唐有祺脱口而出“白春礼”三
个字。

白春礼说：“时间过得太快了，
但只要回忆起来，我们在各自岗
位，都努力认认真真做事、没有虚
度光阴，就值了。”

2 月 2 日上午，白春礼来到医
院，看望了中科院原院长、党组书记
周光召，并与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涛
一起看望了中科院院士、国家最高
科技奖得主张存浩。

由于刚刚接受了雾化治疗，周
光召还在休息。白春礼握着周光召
的手说：“周老，我来给您拜年
了。”白春礼向家属详细地询问了
老人的身体情况，并叮嘱工作人员
和家人要照顾好老人，有问题及时
提出。

“早上听说白院长要来，我父
亲笑了笑。等老人醒来后，我把慰
问信念给他听。”周光召家属说。

在张存浩病榻前，白春礼和张
涛询问着老人的身体情况和治疗
情况，并向他送上了新春祝福：“一
定要照顾好身体，有什么需要尽管
开口。”握着白春礼的手，张存浩脸
上露出了笑容。

“现在父亲恢复得还不错，每
天上午起来两个小时，还能做一些
简单的锻炼。”张存浩的家属说。

岁寒时节，带着对老一辈中科
院人的祝福和关怀，白春礼一行又
赶往下一位老同志的家中。

除夕，青海。窗外闲庭信步的藏野
驴、欢愉追逐的藏羚羊和憨态可掬的野
牦牛，中科院青藏高原北麓河冻土工程
与环境综合观测研究站科研助理王亮用
相机记录下这一特别瞬间，发给了远在
千里外的亲朋好友。这已经是他第三次
没有回家过年了。

北麓河站，是中科院条件最艰苦的
野外观测站之一，空气含氧量约为海平
面的七八成。由于高原反应，科研人员经
常得靠供氧机维持呼吸。

2 月 4 日除夕，一大早，像往常一样，
王亮和另一位值班同事照例对青藏铁路
和青藏公路的一些日常数据进行提取，
监测地温的变化与影响。

“铁路和公路都建设在常年冻土地
区，地温的升高和降低都影响铁路所处

地段的路基沉降与变形。”王亮告诉《中
国科学报》，他们的工作主要是为铁路和
公路单位提供一些科学数据，为提前预
判和改造提供依据。

他还介绍，2016 年，北麓河台站把冻
土施工的一些方案和技术也用在工民建
方面，对青藏高原上的房屋进行了创新
翻建。

“三年来，我们一直观测房屋的沉降
变形。就目前来看，楼房没有出现任何变
化，地温也没有发生变化，这说明我们的
技术措施起到了关键作用。现在地方政
府部门和公路单位对我们采取的措施很
感兴趣，准备下一步把这方面技术作一
个工民建方面的规范。”他说。

今年的除夕只有王亮和同事两人度
过，简单的涮羊肉火锅是他们的年夜饭。
他戏谑自己站在海拔 4000 多米的青藏
高原上，宛如在空中漫步的“天蓬元帅”，
遥看人间的一派欢腾。

目前，青藏铁路和青藏公路所在的冻
土地区地温变化尚不明显，没有较大的地
形变化。“尽管我们没有回家过年，但我们
一直在为铁路、公路安全畅通保驾护航，
让更多人可以平安回家。”王亮说。

中
科
院
领
导
慰
问

老
领
导
老
红
军
老
专
家
老
同
志

姻
本
报
见
习
记
者
高
雅
丽
韩
扬
眉

记
者
陈
欢
欢

“太阳在衰老，地球要流浪。”2019 年春节
贺岁档电影，不同以往喜剧片当道，一部国产
科幻电影———《流浪地球》引起大众热议，6 天
的标房已突破 19 亿元。

携带 30 万吨燃料的超大型“领航者号”
空间站、工业机械化运作的地下城、威猛“炫
酷”的行星发动机及其喷射的蓝色强光柱、
被冰封的地表，以及洛希极限、重元素核聚
变等科学名词……该影片被一些影迷称为
我国首部“硬科幻片”。

据了解，影片还未在影院正式上映，就已
成为了中国科技馆首个收为馆藏的电影作品。

影片上映后，观众评价说电影对科技感和未来
感的呈现以及特效制作非常成功，《纽约时报》
称其“标志着中国电影制作新时代的到来”。

然而，“叫好”声中也伴有质疑与“吐槽”，
有观众表示煽情太生硬、剧情逻辑不够清晰，
也有专家认为科学上存在漏洞。

这部号称硬科幻片到底够不够“硬”？“硬
科幻”与“软科幻”的区别几何？影片情节基于
科学幻想，还是无稽之谈？科幻电影有何社会
价值？《中国科学报》采访了多位专家，带你穿
越影片亮点、槽点、泪点外的科学迷雾。

（详细报道见第 4版）

中国“硬科幻”影片呼之欲出

编者按：

云南西双版纳的热带雨林、新疆伊犁河谷巩乃斯河畔的天山积雪、青藏高原
北麓河的冻土、三亚最南端的珊瑚礁……在中国广袤无垠的海陆国土上，有着一
些特殊的地区，这里风光迤逦也艰苦险恶，同时蕴含着科学资源的“富矿”。农历
己亥猪年，当万家灯火、阖家欢乐时，这里的科研工作者们此刻正在录数据、查设
备、作研究，坚守在平凡又特殊的工作岗位上，守护着这片“野外”家园。

这个春节，请跟随《中国科学报》的笔触和镜头，一起走进野外台站里了解
科学守望者“不一样”的新年。

守护回家的“天路”
姻本报见习记者程唯珈

2 月 4 日，除夕，万家灯火。云南西双
版纳森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
站（以下简称版纳生态站）高级工程师陈辉
独自值守在野外工作站中。

鸟语蝉鸣、万木葱茏，位于云南省西双
版纳自治州勐腊县的版纳生态站补蚌工作
站，距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仅 200 米。自从
上世纪 70 年代，植物学家、中科院版纳植
物园创始人兼首任园长蔡希陶在补蚌村考
察时，发现了热带雨林的代表性树种———
龙脑香科的望天树，这里便成了中国首个
被世界公认的热带雨林，也是地球北纬 21
度最为珍贵的一片绿洲。

今年是陈辉第一次在站上过春节，大
年三十，他通过视频与家人一起“跨年”。

“这里网络很好，打开视频就可以与家人通
话；这里距离哈尼族村寨很近，我也入乡随
俗，没有吃饺子，跟大家吃米饭。”陈辉笑着
说，“在勐仑片区，版纳站的张文富、黄继梅
两位同事也没有回家，坚守站里的综合气
象场并且维护自动监测设备。”

目前，版纳生态站的水文、土壤、气
象和二氧化碳通量等数据信息观测基本

实现自动化。除了常规的数据记录、设备
巡视等工作外，陈辉趁着这一难得“清
净”的机会，为研究收集数据。他告诉《中
国科学报》，从中国云南至越南湄公河一
带的热带雨林山区，长期存在着一种特
殊又普遍的“刀耕火种”生产活动。“事实
上，人类可能很早之前就开始大规模塑
造着大地，而非从现在才开始，只是近几
十年来速度越来越快了。由于过去一些
少数民族没留下文字，我们对很多信息
不了解。像‘刀耕火种’这种生产活动，对
于森林生态系统到底有怎样的影响，是
我们想要研究的。”

新的一年，陈辉希望把这项研究系
统地做下去，同时将正在进行的研究工
作持续下去，取得下一个“完美收官”。

“春节期间，我们一般会安排值班表，
由专人值班，今年我刚好在站上，就让大家
都回家过年，不需要在这里值班了。”这个
春节，海南三亚海洋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
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海南三亚站）研究
员黄晖第一次与家人在工作岗位上过年。

依托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海南三
亚站位于海南省三亚市最南端的鹿回头半
岛，承担着热带海湾生态系统基本要素和
基础数据的长期定位观测、研究及其资源
可持续利用示范三大功能。

其中，我国唯一的热带海洋临海生
物实验站———中科院海南热带海洋生物
实验站设在濒临珊瑚礁的红树林海区。
担任站长一职的黄晖表示，“我们做珊瑚
研究的，真正的一线科学研究都在三亚

和南海岛礁进行。”
海南三亚站野外实验观测仪器设备

精良，已经部分实现自动化。“春节期间
的工作一如既往，我们需要时不时地巡
视检查设备运转情况，确保不出现故障；
实验室里养的很多珊瑚、砗磲和海龟等
海洋动物，需要人工定时换水。”黄晖告
诉《中国科学报》。

除夕，黄晖完成了一系列巡视的“规
定动作”，确保珊瑚“宝宝”们以及仪器设
备一切正常后，与家人一起包饺子、看春
晚，迎接己亥猪年的到来。

黄晖及其团队 20 年来致力于珊瑚生
物学与珊瑚礁生态学研究。“扎扎实实地把
想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谈及新年愿望，
黄晖如是说。

热带雨林过春节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这个春节，我来陪珊瑚“宝宝”
姻本报见习记者韩扬眉

样地植物调查，陈辉（右一）

春节的禹城站，比起平日“冷清”不
少。新落成的食堂窗明几净，偌大的空间，
只摆了一张四人的小餐桌。“过年啦，大部
分同事都回家了，我们只留了四个人在站
上值守。”中科院山东禹城综合试验站高
级工程师王吉顺对《中国科学报》说，“不
过，大年夜里，我们贴对子、放鞭炮、吃水
饺，跟家人视频聊天，也挺热闹。”

王吉顺已经在禹城站工作 35 年了，
多数节假日都要在站上值班。早些年，大
家除夕都需要出门夜巡。“倒不是怕丢东
西，就怕有人破坏了站上的仪器设备。”
王吉顺说：“没办法，谁让禹城站的观测

设备长年运转，数据积累不能间断呢？”
禹城站位于山东省禹城市的黄河冲

积平原上，原本是片旱涝、盐碱、风沙频发
的贫瘠土地。中科院在此建站，就是为了
变薄田为沃野，进一步保卫国家的粮食安
全。而禹城站的一大任务，是开展农业生
态系统结构功能变化的长期观测，实现高
质量、长时序的数据积累。“如果工作人员
春节都放假，这几天的数据没记录下来，
那就没法满足科研需求啦。”另一位值守
在此的高级工程师田振荣说。

常常没法回家过年，家里人不抱怨
吗？王吉顺淡淡地说了一句：“他们习惯
了。”他知道自己这份工作的意义，近几
年，他们在滨海盐碱地发展的配套种植
技术方面成果显著，“渤海粮仓”科技示
范工程备受关注和肯定，千家万户的年
夜饭和大饺子里，藏着他们的心血结晶。

走出禹城站崭新的工作大楼，迎面
是 200 亩试验田静静蔓延，王吉顺蹲下
身去，用手抚过那些还带着一点翠色的，
正在沉睡的越冬麦苗。60 米边界层微气
象观测铁塔高耸入云，俯瞰着每一个辛
勤值守的工作人员。

新春已至，丰年可期。

加班，为了千家万户的年夜饭
姻本报记者李晨阳

王吉顺检查田间小气候监测仪器

工作人员给刚出生不久的小猴喂奶

大年初二是家家户户串门上街的日
子，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灵长类研究
平台（苏州）的兽医主管陆勇却把精力都
放在平台的一千多只猴子上。在接到拜
年电话前，陆勇还在为调皮打架的猴子
处理伤口。

2018 年 1 月，世界首例体细胞克隆猴
“中中”和“华华”诞生。一年后，“中中”和
“华华”又有了 5 个“兄弟”，这意味着国际
上首次由科学家构建了一批具有一致遗传
背景的生物节律紊乱的猕猴模型。这对人
类的脑认知功能研究和一些重大疾病的治
疗来说意义非凡。

为了照顾好这些小猴，陆勇与同事
在春节期间也要在平台值守，负责每日
的喂食、检查等工作。

平台的分子实验室主管王占洋也是
春节期间值守成员之一。他告诉《中国科
学报》，筛选及培养符合实验要求的体细
胞耗时长且数量有限，因此必须用不同
的方法，鉴定用于克隆的体细胞是否符
合预期的基因型，这才能确保克隆工作
的顺利进行。

“鉴定细胞是否符合标准需要建立
一个稳定的实验方法。”王占洋表示，虽
然是过年，但还要以研究工作为重。“做
动物模型研究，过年期间完全休息的可
能性不大，我们平台值班的同事还要做

饭、打扫卫生。”
今年过节，值守苏州的十余人就在平

台的宿舍吃上了年夜饭。“每人炒两个拿手
菜，很丰盛的。”陆勇笑着表示，“吃饭时，有
值班任务的同事还要一边端着饭碗，一边
盯紧手机，时刻监控猴群状况。”

小猴子们也因为过年享受了一波“福
利”：平台的工作人员为猴子们买来了它们
平日不常吃到的坚果，还为瘦弱的、年纪较
小的猴子们特别蒸制了一些春节糕点。

“希望未来能把猴子们养得更好、更
健康，实验也进行得更顺利。”在平台工作
三年有余的陆勇表达了自己的新年愿望。

与一千只猴子一起过年
姻本报见习记者任芳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