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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的人民大会堂，又一次忙碌
起来。

这座人民的殿堂铭记了一个个
历史时刻，见证了中国人民当家作主
的光辉历程。

3 月 13 日上午，全国政协十三届
二次会议闭幕会在这里举行。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关键之年，
人民政协也将迎来 70 华诞。

方位决定使命，使命呼唤担当。
这是一次海纳百川、凝聚共识的

盛会———
会议期间，委员们围绕党和国家

工作大局建言资政，聚焦决胜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打好三大攻坚战等重点
任务提出大量真知灼见……一次次
小组会，一场场大会发言，传递“政协
好声音”，生动体现“众人的事情由众
人商量”。

这是一次“有呼有应”、求真务实
的盛会———

来自工商联界别的叶青委员，对
几天前的一段经历很是感慨。他和另
外一名委员在小组会议上提出增值
税抵扣项目能否扩展的建议，很快被
转到了财政部。“部委专人来驻地解
释相关政策，并说明下一步工作安
排。这种对政协委员建议的重视和务
实的作风，让我信心倍增，更加觉得
履职责任重大。”

这是一次意气风发、开放自信的
盛会———

人民大会堂里，群芳吐艳，生机
盎然。大厅北侧，第三场“委员通道”
采访正在进行。“聚集实业、聚焦自主
创新，就一定能够实现我们的梦想”

“加大对环保特别是垃圾发电产业的
投入，共同建设美丽家园”……直面
社会热点、百姓关切，精彩的回答让

现场记者收获满满。
会议期间，从“委员通道”到记者

会，从界别协商会议到数十名委员作
大会发言……一个个开放的“窗口”
让世界看到了中国的开放进步，感受
到中国人民豪情满怀追逐梦想的精
气神。

上午 9 时 30 分许，闭幕会开始。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

万人大礼堂内灯光璀璨，气氛庄
严。会议通过了关于政协常委会工作
报告的决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
大会政治决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人民政协的舞台更加宽广，责任
更加重大”；

“努力使专门协商机构‘专’出特
色、‘专’出质量、‘专’出水平”；

“把智慧和力量汇聚到共筑中国
梦上来，努力画出最大同心圆”……

全国政协主席汪洋的讲话，在会
场激起一次次热烈的掌声。

思想引领时代，奋斗成就梦想。
走出会场，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

迪安委员心潮澎湃：“我们一定要以
浓墨重彩的丹青华章讴歌祖国、讴歌
人民、讴歌英雄，描绘时代风云，塑造
时代典型，弘扬时代精神。”

从春天出发，满怀坚定信心。
从春天出发，携手再创辉煌。

“要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学深、悟透、落实”；

“调研要更接地气，把老百姓最
关心、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反映出来”；

“履职尽责不仅是开好政协大
会，更要贯穿于日常”……

既是挥手话别，更是相互勉励。
人民大会堂外，红旗猎猎如画，春风
阵阵拂面……

（新华社记者 黄小希 姜琳 胡浩）

从春天出发 向梦想前进
———全国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侧记

释放“三创”动能重在环境
姻陈欢欢

光环不再，工程师未来何往
姻本报记者陆琦

两会时评

政协十三届二次会议闭幕

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并
掌握核心技术的国际化领
军人才和团队，特别是储备
一批能参与国际科技竞争、
攀登未来科技制高点的人
才，对提升国家科技创新能
力尤为重要。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
程院院士曹雪涛指出，在人
才培养中，国际交流合作的
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随着科
研人员出国留学进修规模
不断扩大，出现了许多值得
深思的问题。

“留学进修人员层次不一，学习系统
性、目标性不强，国外机构选择的随机性
较大。这样的交流与合作对国家人才培养
体系的发展而言是不积极的。”曹雪涛说。

曹雪涛建议，应以国家为主导，在美
英等国的一流大学及研究机构成立高端
国际科技合作中心，打造人才培养与技术
储备高地。

“我们需要有目的、有方向地构建科

技人才培养体系。”曹雪涛告
诉《中国科学报》。这样才能
集合多方“高精尖”人才，建
立人才联合培养体系，为下
一代创新奠定基础。

“起步阶段，可以先从互
惠双赢及人类命运共同体角
度出发，建立健康医疗、环境
综合治理等双方均感兴趣且
利益一致的联合研究中心。
体系布局建设成熟之后，可
以针对关键性核心技术进行
联合研发与攻关，如通信、材

料和能源等领域。”曹雪涛说，联合研究中
心不仅要有奠定下一代创新跨越的体系
基础，也要有破解技术瓶颈、瞄准高技术
前沿的能力，这样才能为国家培养新生代
高新技术战略储备人才。

曹雪涛还建议，国家应以多种形式为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提供经费支持；建立海
外高新技术合作发展咨询委员会，规划发
展方向；以互惠双赢的发展模式，持续推
进双方合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曹雪涛：

化零为整强化高端人才国际合作
姻本报见习记者辛雨

曹雪涛

近日，一项探讨量子加密技术的研究
引起关注。上海交通大学光子集成与量子
信息实验室金贤敏团队找到了量子密钥分
发实际系统中的一项物理漏洞，并提出了
解决办法。相关文章近日在论文预印本平
台 arXiv 上发表。据透露，该研究成果目前
正接受某顶级期刊的同行评审。

在一些外行看来，找出加密通信的破
绽，就等同于宣告这种加密方式并不靠
谱。金贤敏对《中国科学报》表示，这一理
解并不准确。量子密钥分发的安全性在理
论上毋庸置疑，而找出因系统器件不完美
产生的物理漏洞并提出解决方案，是量子
加密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

找物理漏洞，关掉它

量子密钥分发基于量子叠加和不可
克隆的机械性质，结合一次一密的随机密
钥，窃听者无法测出量子的准确状态，也
无从下手复制，在原理上保证了无条件安
全的信息传输。

但在实际系统中，由于器件设备的不
完美，还会有一些潜在的物理漏洞，这就
为窃听者提供了可乘之机。

人们掌握的物理规律成百上千，这之
中会不会产生针对实体系统的攻击方法？
金贤敏告诉《中国科学报》，目前探测到的
物理漏洞多来自源端和探测端，且大多数
漏洞已被关闭。比如目前广泛应用的量子
密钥分发协议（MDI-QKD），已经从原理
上关闭了来自探测端的漏洞。

过去数十年中，物理学家不断找出问
题，并想方设法关闭这些物理漏洞。这些
努力让量子密码传输的绝对安全性日臻
完美。

击败强大窃听者

在金贤敏等人的研究中，找到的漏洞
基于源端。他们制造的“窃听者”是一束强
激光，将其反向打入量子密钥分发的光源
中，可以控制光源输出光束的光谱特性。
这一现象被称为注入锁定，在上世纪 60
年代就已被科学家发现。

之后通过滤波器，让与“窃听者”波长
一致的信号光通过信道，再将信号光的波
长恢复原样，从而完成“神不知鬼不觉”的
窃听。

如何弥补这一漏洞？在源端增加更高
对比度的光隔离器即可。

一位在国内某量子信息实验室工作
的科研人员告诉记者，光隔离器是激光光
源中不可缺少的元件，它只允许单向光通
过，从而起到保护光路的作用。

不过，隔离器体积大、部件多，在实际
应用中存在集成化难题。因此对比度越
高，隔离器的成本也会增加，这也导致一些

实际系统中尚未采用高
对比度隔离器。

实验中，金贤敏等人
在 30dB 隔离度基础上，
进一步增加更高对比度
的光隔离器，从而将窃听
成功率从 60%降到 36%。

“随着隔离度进一
步提高，窃听成功率还
会降得更低。”金贤敏告
诉《中国科学报》。

但倘若利用这一漏
洞发动攻击，激光功率要
非常强。而在实际生活中，
激光功率可能达不到相
应的攻击标准。

“基于现有技术，光隔
离反窃听手段已经能把窃
听成功率压缩到接近于
零。我们的假设很宽松，相
当于把窃听者的能力放
大。如果极端条件下的漏
洞我们也能应对，反而进
一步证明了量子密钥分发
的安全性，这正是我们所
追求的。”金贤敏表示。

攻守皆常事

对“量子加密惊现破
绽”这一说法，金贤敏表
示：“确实有些耸人听闻，
其实我们的研究是非常
严谨的。只要源端高对比
度的光隔离足够大，这种
攻击方式就不会成功。”

看到有观点质疑量
子加密的安全性后，金
贤敏和团队博士生、论
文第一作者庞晓玲第一
时间撰写澄清声明，在
微信公众号“墨子沙龙”
上发布。

在声明中，他们这样
写道：“我们的工作并不
否认量子密钥分发理论
上的绝对安全性，相反正
因为量子加密提供了理
论上的绝对安全，使得人
类追寻了几千年的绝对安全通信几近最
终实现。而我们针对实际系统的物理安全
漏洞不断进行研究，正是为了这个绝对安
全性变得更加可靠。”

对目前已经投入使用的量子加密系
统，金贤敏表示，团队的研究更像是一个
提醒，“加大光源隔离器的对比度，更能确
保通信的安全性。在加密通信领域，攻击
和防守都很有意义，不应过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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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1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福建代表团审议时指
出，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最大限度释放全
社会创新创业创造动能，通过全面深化改革
开放，给创新创业创造以更好的环境，着力
解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体制机制问
题，营造鼓励创新创业创造的社会氛围。这
一重要论述引发热烈反响。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 年全年国
内生产总值总量突破 90 万亿元，比上年增
长 6.6%。这一数据显示出中国经济的韧性，
也为创新创业创造提供了充足底气。尤其
是云计算、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
发展，让创新创业创造有了更大发展空间。
全球创业报告显示，中国创业指数达 79%，
远高于全球（51%）和亚洲（64%）水平。全社
会创新创业创造热情高涨。

活力就是生命力，更是竞争力。创新创
业创造活力有多大，取决于环境和氛围。

全国政协委员、福建盼盼食品集团总
裁蔡金钗认为，只有营造有利于创新创业创
造的良好发展环境，才能让企业的创新源泉
充分涌流，让创业热情持续高涨，创造活力
竞相迸发。

但是，我国还存在一些影响创新创业

创造的体制机制问题。
例如，科技领域还须制定更科学的评

价体系，营造良好环境，激发更多积极性和
创造性。人才是第一资源。全国人大代表、天
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光认为，
要进一步破除人才发展体制机制障碍，让更
多人才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

对中小企业，要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消
除市场准入方面的体制性、政策性障碍，给
予均等发展机会。

同时，还应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政策法规体系。全国人大
代表、华中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院长冯丹认为，如果辛苦创造的成果轻而易
举地被抄袭，就会大大挫伤整个社会的创造
积极性。

目前，我国的创新创业创造已经形成
加速发展的大气候。在这一关键时刻，习近
平总书记提出要向改革开放要动力，为进一
步深化改革指明方向。当务之急是切实解
决影响创新创业创造的突出体制机制问题，
给中小企业、年轻人提供有利条件，推动高
技术企业成长，为民营经济发展提供公平、
透明的发展环境，最大限度释放创新创业创
造动能，让创新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

中国拥有 4200 多万的工程科技人
才队伍，他们书写了“天堑变通途，高峡
出平湖”式的历史答卷，描绘出“可上九
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时代画卷。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工程科
技大会上所说，“这是中国开创未来最
宝贵的资源”。

不过，一些参加全国两会的代表、
委员开始担忧———工程师头衔的光环
减弱、青少年向往成为工程师的热情难
再，在青年中甚至出现“逃离工科”“挣
脱工程师”等现象。

强实业吸引年轻人才

在不到 70 年的时间里，中国走完
了西方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工业化之路，
这离不开大批工程科技人才的努力。

“改革开放初期，听说谁是工程师，
大家都竖起大拇指。”全国人大代表、中
国工程院院士丁烈云为自己选择工科
而感到自豪。

但现在很多学工科的毕业生找不
到合适工作，现实跟期待存在差距。工
科生常常自嘲：“吃不饱但也饿不死，工
作好找但工资不高。”

中国科协调查显示，在 14 个可选
职业中，希望子女未来成为工程师的比
例仅有 17.7%。

“人们对职业生涯的规划都是趋利
避害的，哪条路有利于自己的发展，有
利于自己过上好的生活，就走哪条路，
这是很自然的。”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船舶重工集团公司首席技术专家张
锦岚说。

他认为，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的
实体经济没有做大做强。“工科大多
跟实体经济挂钩。从我国这几年的经
济发展形势来看，实体经济比较吃
力。而金融等非实体经济行业虽有泡
沫，但个人和行业都得到了实惠。”

“工程科技人才面向工程，只有
在实体经济中才能更好发挥作用。”
张锦岚说。

多实践弥补认识不足

当前，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规模已居
世界第一。但从质量水平看，我国工程
教育培养的人才远不能适应实际需求。
不少企业反映，工科生重论文、轻设
计、缺实践，存在着到工程实践岗位
上不适用、不能用的问题。

如果说科学是发现，技术是发
明，那么工程主要是集成。

丁烈云表示，工程科技人才首先
须有很强的基础理论功底，不能知其
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完全依靠经

验做工程。
更重要的是，工程毕竟姓“工”，工

程科技人才一定要到第一线实践，弥补
对工程规律认识的不足。“学好数理化
不等于能走遍天下。”丁烈云说。

“在学校的学习是一个基础，到了
单位后，还要有一个适应过程。”张锦岚
表示，这就需要各个单位针对自己的特
点和需求进行专业培训。

在与年轻人的交流中，张锦岚获
知，其实他们都非常想适应新的工作，
但是常找不到抓手和切入点。

张锦岚的做法是，给刚毕业的年轻
人提供一些更有针对性的参考书，让他
们结合工程要求深入研究。在此基础
上，联系工程具体问题和领域前沿，对
其提出系统要求。

“隐性知识、工作技巧和工程经
验，书本上是学不到的，需要及时总
结并传承下去。这就是工科的特点。”
张锦岚说。

建机制拓展成长空间

无论是衣、食、住、行等民生工程，
还是航天航母、修桥铺路、建港造岛等
国家战略工程，哪一样也离不开工程科
技人员的拼搏和奉献。

然而，在全国政协委员、中交天津

航道局有限公司总工程师顾明看来，工
程科技人才队伍并未得到应有重视。

这一现象突出表现在职称评定上。
当前主要基于年资而非能力的评价制
度，没有对工程科技人员的职业发展起
到很好的引导作用。

据了解，我国工程科技人员现行
职务序列设置于 1986 年，包含助理工
程师、工程师、高级工程师 3 个等级。
按现行制度，一名大学毕业生工作 10
年左右、30 岁出头，职业发展就“到头
了”，而硕士、博士获得高级职称的时
间更早。

“这致使工程科技人员不能从职
业发展中获得内在激励，择业时受外
部因素影响较大。有的跳槽，有的转
走行政晋升路线，造成工程领域的损
失。”张锦岚直言。

可喜的是，今年 2 月，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关于深化工程技术人才职称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聚焦工程科技人才
评价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了有针
对性的改革举措。

“提高工程师的获得感，鼓励更
多年轻人加入到工程科技人才队伍
中，对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
国至关重要。”全国人大代表、中核四
○四有限公司总经理朱纪说。

两会访谈

3 月 13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闭幕。这是习近平、李克强、栗战
书、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华社记者黄敬文摄

据新华社电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在圆满完成
各项议程后，3 月 13 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闭
幕。会议号召，人民政协各级组织、各参加单
位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高举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继续奋斗，切实把
中共中央的决策部署和对人民政协工作的
要求落实下去，把海内外中华儿女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和力量凝聚起
来，以优异成绩庆祝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为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
主席汪洋主持。全国政协副主席张庆黎、刘
奇葆、帕巴拉·格列朗杰、董建华、万钢、何厚
铧、卢展工、王正伟、马飚、陈晓光、梁振英、夏
宝龙、杨传堂、李斌、巴特尔、汪永清、何立峰、
苏辉、郑建邦、辜胜阻、刘新成、何维、邵鸿、高
云龙在主席台前排就座。

习近平、李克强、栗战书、王沪宁、赵乐
际、韩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会议通过了政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
二次会议关于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政
协第十三届全国委员会提案委员会关于政协
十三届二次会议提案审查情况的报告、政协第
十三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政治决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