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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
在京举行
通过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综合公告

本报讯 8月 11日，由中科院中国现代化研究
中心发起并主办的“首届世界现代化论坛”在京闭
幕。闭幕式上，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中国现代
化研究中心理事长方新指出，首届世界现代化论
坛的成功举行，为国际学者和管理人员提供了一
个很好的交流平台，它将促进现代化研究的发展
和国际交流。

2012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复兴的伟大
梦想”。中国实现“复兴梦”的过程，就是中国实现
现代化的过程。加强现代化研究，服务现代化建
设，也是中国科学家的一个历史使命。当今世界处
于巨大变革之中，新科技革命即将来临，世界经济
和人类社会在转型，世界现代化和发展模式在转
型，如何抓住历史机遇引领时代潮流，成为许多国
家和学者关注的重大课题。

本次论坛以现代化与全球变化为主题，涉及
经济发展、社会变迁、环境变化、区域发展和城市
化五个议题。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和俄罗斯等
14个国家的学者参与论坛。论坛由中国科学院原
党组副书记郭传杰主持。

本次论坛还通过了《现代化论坛宣言：首届世
界现代化论坛的综合公告》，内容涉及现代化涵
义、现代化过程、现代化模式、现代化水平、现代化
研究、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政策、现代化动力和现
代化建议。《宣言》倡议，成立世界现代化学会，定
期举办世界现代化论坛，建立开放获取的现代化
科学刊物等。 （李存富）

○主持：张明伟邱锐○邮箱：rqiu@stimes.cn

“俄航天领域取得的科
技成就不久后将被耗尽，可
能失去世界航天大国地
位。”这是 8月 5 日俄罗斯
副总理罗戈津在“质子 -M”
运载火箭事故调查委员会
会议上，对航天署领导人及
航天企业提出的批评。

今年 7 月 2日，俄罗斯
一枚“质子 -M”火箭从哈
萨克斯坦拜科努尔航天发
射场点火升空后不久即爆
炸解体。这是自 2010 年以
来俄罗斯航天系统的第 8
次发射失败。这一连串事故
不仅使俄罗斯航天业损失
巨大，也使其在国际航天界
的信誉进一步受损。
俄专家认为，发射失败

的主因是人才青黄不接。
而在笔者看来，俄罗斯

人才青黄不接的深层次原
因是其原本强大的工科教
育体系的崩溃，以及各界不
重视科技人才培养。

正如俄罗斯宇宙研究
院研究员罗金所说，最近
20年来，该国热衷于研发
高新科学技术的年轻人越
来越少。虽然政府最近几年
在航空航天产业投入了大

量资金支持其发展，但这些费用大都投给
了新的研发项目，而投入到人才培养上的
资金相对不足，造成了目前俄罗斯大部分
掌握尖端技术的科学家都是年过半百的老
科学家，年轻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比例越来
越低。罗金认为，这种人才断档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从而导致了目前航天发射成功率
大大降低。罗金还认为，目前俄罗斯的科技
氛围也没有以前那么浓厚，年轻人对于最
新科学技术的热情也大不如前。

苏联时期是个崇尚技术与知识的时
代，科学家、工程师社会地位很高。科学家、
工程师自然是俄罗斯人最向往的职业之
一。因此，俄罗斯各大学的理工科专业可以
招收到最优秀的学生，进而培养世界一流
水平的科学家、工程师。这是苏联成为科
技、工业强国的人才基础。

然而，目前的情况是，该国 42%的民众
认为国家公务员是“最具吸引力的职业”。
俄罗斯当前愈演愈烈的“公务员热”直接导
致一些高等院校“国家管理”和“公共事务管
理”等与公务员相关文科专业的火爆。有统
计显示，俄许多地区高等院校中与公务员有
关联的文科专业报考比例高达 1160，足见
俄罗斯青年青睐可能在毕业后更容易成为
公务员的文科专业。

只要稍加对比和思考就可发现，中国
的公务员热丝毫不逊色，甚至有过之而无
不及。而此前国内研究者所作的各种调研
也显示，全社会对科研人员的向往程度已
经大不如前，学生们报考志愿时也不再将
科技类专业作为首选。如果我们不重视类
似的苗头并采取措施，前车之鉴就在身边。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经济学院制

度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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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11日凌晨 1点 46分，大熊猫“公主”在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雅安基地的半野化场中顺利诞下一仔。
据悉，大熊猫“公主”在 3月 21日与成年雄性大熊猫进行自然交配。8月 10日 14点左右出现烦躁、活动量增大、舔阴等产前

行为，工作人员也随即对其进行密切关注。由于是在半野化环境中，工作人员只能通过监控摄像头或者现场较远观察记录。10日
22点 29分，“公主”羊水破出，于 11日凌晨 1点 46分顺利产下一仔。

截至目前，中国保护大熊猫研究中心今年已经繁育大熊猫 9胎 12仔，幼仔们生长状况均正常良好。 新华社发（邱宇摄）

我国脉冲强磁场强度突破 90特斯拉
本报讯（记者鲁伟 通讯员程远）8 月 12 日，记者从华中

科技大学获悉，依托该校建设的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
（筹）取得重大突破，中心自行研制的脉冲磁体成功实现了
90.6特斯拉的峰值磁场，再一次刷新我国脉冲磁场的最高强
度纪录，使我国成为继美国、德国后世界上第三个突破 90特
斯拉大关的国家。

据了解，产生 90.6特斯拉磁场强度的磁体、电源、控制系
统等全套装置均为该中心自主开发研制。该脉冲磁体有效磁
场孔径为 12毫米、外径 480毫米、高 500毫米，采用双线圈结
构。与美国、德国 90特斯拉级脉冲磁体采用的昂贵高强高导
材料相比，本次脉冲磁体内线圈采用该中心与西北有色金属
研究院联合开发的高强高导铜铌合金导线，外线圈采用的只
是常规的软铜导线，磁体的制造成本还不到美国和德国同类

磁体十分之一。
为缩小与欧美国家脉冲磁场水平的差距，经中国工程院

院士潘垣提议，该中心主任李亮教授将装置最高磁场强度的
建设目标从 80 特斯拉提高到了 90 特斯拉。2011 年和 2012
年，中心先后超越 75特斯拉的国家验收指标，实现了 83和
86特斯拉的磁场强度。为实现 90特斯拉的建设目标，研究人
员反复对磁体结构和系统进行优化，终于让我国脉冲强磁场
一举迈入 90特斯拉级磁场水平。

据悉，为实现 90特斯拉以上的磁场强度，美国洛斯 - 阿
拉莫斯强磁场实验室用了 20年，德国德累斯顿强磁场实验室
用了 10年，而我国仅用 5年时间就实现了这一水平。如今，国
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筹）已成为世界四大脉冲强磁场科学
中心之一。

把科研成果写在沙漠上
———中科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见闻

姻本报见习记者 孙爱民
8月初，《中国的霍金：高士其传》出版上市，

这部介绍我国著名科普作家、“科普泰斗”的著作
甫一上市就备受好评。然而，这本书书名的确定
却费了一番周折。
“这本书我本来准备叫《高士其传》或者《中

国的保尔：高士其》，可出版社怕销量不好，所以
就加了一个时髦的元素。”该书作者、我国著名科
普文艺作家叶永烈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
示，“用霍金来比喻不是很恰当，可在现在的社会
环境下也是一种无奈，现在人们大部分都不知道
高士其是谁了。”
叶永烈的无奈，恰恰反映了我国当下科普创

作的尴尬。

“单薄”的社会氛围

近年来，随着我国对科普事业重视程度的提
升，政策扶持与资金支持也不断为科普注入新鲜
血液。然而，作为科学普及传统形式的科普作品
创作却持续呈现不景气的状况。科普著作总量
多、精品少，引进多、原创少，重复多、创新少的局
面不容乐观。

曾是《十万个为什么》系列丛书主要作者的

叶永烈感叹：“从社会氛围看，人们对科学与科普
的重视程度还是很单薄。”

这种脱节同样引起了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
普及研究中心教授刘兵的关注。
“国家从政策与投入上给予的重视程度和支

持力度已经很大，但是这种支持与老百姓对信息
的需求还是有一定的脱节。”刘兵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表示，国家的支持与投入方向要作
一些调整以便适应百姓的需求。

在叶永烈看来，科普创作曾经有过春天。
“1978年科学大会召开之后，科学的春天来了，
科普创作的春天也来了，当时科普作品备受欢
迎。”也是在那个“春天”里，《十万个为什么》创下
了销量 1亿本的神话。
“现在的科普作家几乎沦为了‘三流作家’。”

叶永烈告诉记者，纪实文学创作的发行量比科普
类创作多 10倍，“科普创作的春天什么时候能再
次到来？”

求新求变是生存之本

最近，由中国科协科普部主办的“公众喜爱
的科普作品”评选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此
次活动由专家评委遴选一批优秀科普图书、科普
影视作品和科普期刊，并由公众网上票选出各类

作品的前十名。
作为科普期刊类评审专家之一的刘兵告诉

记者，从期刊来看：“很多（作品）在科普概念、形
式上相对传统、过于保守，没有体现出当下时代
对科普的要求。”

科普内容停留在介绍基础知识层面上、可读
性不强，这也是多位专家接受采访时的共识。

一位科普网站的文案策划主管告诉记者，互
联网时代，视频本应该是科普的最有效形式，可
是“大部分科普网站上的科普视频只是将书本知
识简单处理成影像，毫无创意与吸引力可言，一
些所谓的科普影片科学性不敢恭维，我们根本不
敢推介”。

尽管如此，在刘兵看来，在入选的科普期刊
中仍有佼佼者。
“《中国国家地理》在入选的科普期刊中还是

比较突出的，它虽是纸质期刊的形式，但在内容
创意设计、选题设计上都很优秀，订阅量也很可
观。”刘兵表示，“这也说明了传统的传播媒介如
果按照受众的需求进行适当的调整，主动求新求
变，还是会挽回并保留大批受众的。”

科学性不可或缺

今年年初，一本名叫《变成石头的动植

物———化石》的科普书籍激起了科普创作的波
澜，这本被业内人士认为“变质变味”、错误百
出的科普图书的创作过程引起了人们对于科普
创作人才的讨论。

长期以来，“剪刀加浆糊”的写作形式横行科
普作品创作领域，作品的科学性令人忧虑。

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王春法曾指出，科学
性是科普出版的生命线，科普出版所产出的文
章、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出版物等，如果不能
确保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就不应该贴上“科
普”这个标签，否则就是对科学的歪曲，对公众
的误导。

专家们认为，科普作品科学性的缺失源于创
作队伍的专业化水平不高。

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认为，科普创作事
业的希望应该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但我国现在
科普创作队伍严重老化，“不能老是让爷爷奶奶
辈的写科普作品教育孙子孙女，不应该总是隔
代教育”。
“创作者不懂科学，很容易催生‘山寨’科普

作品，这些作品是没有未来的。”叶永烈告诉记
者，“包括科普期刊、图书、影像在内的创作是
一个‘技术活’，我们要重视有理工科背景的科
普创作人才的培养，否则这个行业将继续后继
乏人。”

科普创作呼唤第二个春天

我国将加快
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到 2015年产值年均增长 15%以上

本报讯（见习记者倪思洁）记者从中国政府网
获悉，经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国务院日前印
发了《关于加快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
《意见》提出了近 3年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加快

发展的目标：到 2015 年，节能环保产业总产值要
达到 4.5万亿元，产值年均增速保持 15％以上，产
业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为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奠定
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技术保障。
《意见》明确了当前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加快发

展的四项重点任务。
一是围绕重点领域，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发展

水平全面提升。加快发展节能、环保、资源循环利
用技术装备，提高技术水平；创新发展模式，壮大
节能环保服务业。

二是发挥政府带动作用，引领社会资金投入
节能环保工程建设。加强节能技术改造，实施污染
治理重点工程，推进园区循环化改造，加快城镇环
境基础设施建设，开展绿色建筑、交通行动。

三是推广节能环保产品，扩大市场消费需求。
继续实施并调整节能产品惠民政策，实施能效“领
跑者”行动计划，完善环保产品认证制度，开展再
制造“以旧换再”，拉动节能环保产品消费。

四是加强技术创新，提高节能环保产业市场
竞争力。重点支持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加快掌
握重大关键核心技术，促进科技成果产业化转化，
推动国际合作和人才队伍建设。

姻本报记者 甘晓

不到吐鲁番，不知新疆之热。连日 40多度
的高温，将记者脸上皮肤烤得生疼。8月 9日，
记者来到中科院吐鲁番沙漠植物园。这是世界
上唯一的亚洲荒漠植物亚区类型植物园，也是
海拔最低的植物园。
“火洲”吐鲁番就算到了晚上 9点，高温也

没有退去。趁着夕阳的余光，中科院新疆生地
所研究员、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副主任张道远向
记者介绍：“这是骆驼刺，这是沙拐枣，这是柽
柳，这是梭梭，都是荒漠里很常见的干旱植物，
我们植物园里还能看见 700多种露地栽培的荒
漠植物。”
“我们已经在植物园里了吗？”记者惊讶地

问。在记者看来，这里的植物外形普通，和印象中
植物外形优美、生长茂盛的植物园完全不同。
“沙漠植物的观赏性不强，但你会发现它

的美。”张道远笑道。说着，她随手捡起一个类
似干枯苍耳一样的东西，用手一摁，便粘在记

者衣服上，“这是沙拐枣的种子，像蒲公英一
样，随风飘荡，落在哪儿，哪儿就能长出新的沙
拐枣”。

沙拐枣的枝桠上没有树叶，只看见干枯的
浅色树干；低矮的骆驼刺躲在沙拐枣下面，很不
起眼；只有梭梭依稀带着些绿色，在沙地上任意
生长，枝桠间还经常有枯死的部分。

正是这样外形普通的植物，经过吐鲁番植
物园科研人员在极端气候条件下的保育，发挥
了极大的作用。

每年春季的大风及沙尘暴给吐鲁番当地的
工农业生产带来巨大的损失。1972年，中国科学
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原中国科学院新疆生
物土壤沙漠研究所）与新疆吐鲁番地区林业工作
站的科技人员一起，成立了吐鲁番治沙站。

如今，吐鲁番沙漠植物园已经引入优良沙
旱生植物 17科 36属 80余种，研制出引种驯化
与生物保育技术体系，也建成了中国国内最完
整的优良固沙植物种质资源基地。

据中科院新疆生地所研究员、沙漠植物园
主任管开云介绍，这项成果曾应用于著名的塔
里木石油公路，并获得两项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EP）“拯救地球”环境大奖。

不仅如此，植物园还为“三北”防护林工程、

防沙治沙工程、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沙漠公路防
护林工程以及干旱区城市防护绿地建设工程
提供荒漠植物苗木上百万株、种子 50多吨，将
科研成果广泛推广应用于我国西部干旱地区。
对此，作为吐鲁番治沙站成员的中科院新疆生
地所研究员潘伯荣颇感自豪：“我们的科研成
果都写在了广袤的沙漠上！”

近年来，植物园还对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
坦、俄罗斯、蒙古等四国荒漠植物 150余种进行引
种。目前，研究人员正在进行引种后的驯化工作。

为了进一步掌握荒漠植物的生长规律，植
物园也开展了多项基础研究，包括荒漠植物生
理生态适应、荒漠植物抗逆与适应、荒漠植物

分子学基础、生物入侵与防治等。管开云告诉记
者：“未来，植物地理学、分子地理学及遗传多样
性将是植物园的重点研究方向。”

除了科研成果，让潘伯荣感到欣慰的还有植
物园的示范效应。他告诉记者，从上世纪 70年代
前后建园起，植物园附近的几十户维吾尔族农户
就鼓励孩子上学，让他们“向科学家学习”。
“这源于他们看到了科研人员兢兢业业的

工作态度和科研成果发挥的现实作用。”潘伯荣
说，几十年来，从这里走出去的维吾尔族人才遍
布全疆。
“这也算植物园的另一成果吧！”潘伯荣爽

朗的笑声回荡在安静的吐鲁番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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