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学与中国”20周年大会暨
“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启动仪式在京举行

本报讯 9月 2日，“科学与中国”20周年
大会暨“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启动仪式
在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
出席活动并作“科学与中国”20周年总结与
展望报告。中国工程院院长、党组书记李晓
红，科技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吴朝晖出席活动
并致辞。教育部党组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
驻教育部纪检监察组组长王承文，中国科协
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王进展，中宣部相关司
局负责人出席活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
成员汪克强出席活动，副院长、党组成员常进
主持大会和启动仪式。

侯建国在报告中对发起“科学与中国”活
动的各位院士专家、各主办单位以及社会各
界一直以来的共同努力和关心支持表示感
谢。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与中国”院
士专家代表的重要回信，为进一步做好科学
普及和科学教育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
遵循。20多年来，“科学与中国”始终坚持胸
怀祖国、服务国家之所需，关注民生福祉、响
应社会之所盼，心系公众科学素养、扩大科学
之所及，在推进科普事业发展和提升公民科
学素质方面发挥了引领示范作用。中国科学
院将与各主办部门一道，通过发起和实施“千
名院士·千场科普”行动，引导两院院士专家
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科学与中国”打造
成弘扬科学家精神的旗帜、青少年科学梦的
摇篮和推动创新发展的引擎，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李晓红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工程院深入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普工作的重要
论述，以青少年群体为重点，广泛组织院士开
展“青少年走进工程院”“院士进校园”“院士
传记赠书”等科普活动和科学教育，促进院士
在科学普及工作中发挥积极作用。他表示，做
好院士科普工作既是落实深化院士制度改革
的光荣政治任务，也是充分发挥院士作用应
尽的社会责任。中国工程院将与大家一道协
同推进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加强院士科普
工作的支撑保障，充分发挥院士群体在科普
工作中的引领带动作用。

吴朝晖在致辞中表示，党的十八大以
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
领导下，我国科普事业蓬勃发展，一大批院
士专家深入基层一线，为提升公民科学素
质、推动创新型国家建设作出重要贡献。他
希望广大院士专家继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提出的“四个表率”要求，更加自觉
地以推动科普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己任，聚
焦国家重大战略，聚焦青少年等重点人群，
聚焦社会公众关切的科学热点，争做新时
代科普事业的先行者、推动者，带动引导广
大科技工作者和社会各界关心科普、支持
科普、参与科普，以高质量科学普及助推高
水平科技创新。
会上，“科学与中国”组委会主任、中国科

学院院士杨玉良宣读了《“千名院士·千场科
普”倡议书》，号召两院院士进一步发挥“四个

表率”作用，以每年千名以上两院院士参与千
场以上科普活动为目标，勇担新时代使命、树
立大科普理念、坚持人民需求导向、讲好中国
创新故事，做国家科普事业的引领者、社会精
神文明的创建者、高质量科普的示范者和国
际交流合作的带动者，吸引更多科技工作者
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大会向“科学与中国”
活动发起人代表韩启德、赵忠贤、许智宏、沈
保根，以及突出贡献者代表欧阳自远、金涌、
郭光灿、叶培建颁发了荣誉奖章。

启动仪式后，“千名院士·千场科普”首场
报告会同步在线直播。武向平、丁奎岭、邵峰、
姚檀栋、梅宏、高德利、金涌、孙凝晖等 8位院
士带来了精彩的科普报告，与社会公众共襄
科普盛会。

两院院士和青年科学家代表，主办单位
有关司局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属单位代表
以及大学生、中学生代表等 200余人参加主
会场活动，40 余家媒体平台同步直播了活
动，观看量超过 800万、微博话题参与量近
1500万。

今年起，“科学与中国”将以习近平总书
记重要回信精神和关于科普工作的系列重要
论述为指导，开展“千名院士·千场科普”行
动，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
神传播到更广袤的祖国大地，以高质量的科
学普及为科技创新培植沃土，以高水平的科
技创新为科学普及提供源泉，为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和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贡献
更大力量。 （柯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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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 12.93%
本报讯（记者高雅丽）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协

获悉，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
显示，2022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达 12.
93%，较 2020 年的 10.56%提高了 2.37 个百分
点，比 2018年的 8.47%提高了 4.46个百分点。我
国公民科学素质水平保持快速提升的良好势头，
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奠定了坚实的人才
支撑和人力资源基础。

从区域来看，我国超 2/3省份的公民科学素
质水平超过 10%的门槛值，标志着我国公民科学
素质整体跃升，科技创新人力资源基础进一步夯
实扩大；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区域科学
素质水平呈现领跑态势，其中北京、上海、广州已
接近发达国家水平；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
区公民科学素质水平呈梯次递减，中西部地区公
民科学素质发展不平衡情况有所缓解。

调查显示，农村居民的科学素质增速高于
城镇居民。2022 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达到了 15.94%和 7.96%，
公民科学素质的城乡发展不平衡状况进一步
缓解。

从不同人群看，男性科学素质水平相对较
高，女性科学素质提升相对较快，男女性别差首
次缩小；公民的科学素质水平呈现随年龄段的增
加而降低的态势，公民科学素质水平随受教育程
度的提高呈陡升式阶梯分布。

此外，调查还显示我国公民对科技发展信息
的感兴趣程度较高，了解相关科技发展信息的最
主要原因是家庭和工作需要，互联网已成为信息
时代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首要渠道，其中，
微信、QQ、微博等社交平台是获取网络科技信
息的首要渠道。

印度发射探测器探索太阳奥秘

本报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ISRO）9月 2
日表示，当天，该国首个太阳探测器“日地 L1
点太阳”号（Aditya-L1）搭乘 PSLV-XL运载火
箭在萨蒂什·达万航天中心发射升空。

Aditya-L1旨在扩大人类对太阳及其天气
对地球影响的了解。它将被放置在太阳和地球
之间，为世界各地的科学家提供持续的观测数
据。前不久 ISRO研发的月球探测器“月船 3
号”成功在月球南极附近地区着陆，其上搭载
的“普拉吉安”探月车成功驶出着陆器，开始在
月球南极进行探索。

Aditya-L1是基于印度太阳神和地球与太阳
之间的拉格朗日点 L1命名的。Aditya-L1将被放
置在 L1周围的轨道上，它可以在没有阻碍的情
况下连续观察太阳。受益于引力平衡，Aditya-L1
还可以在不使用太多燃料的情况下停留在原位。
由于太阳的质量比地球大得多，L1距离地球和太
阳的距离只有地球到太阳距离的 1%，而地球和
太阳之间的距离平均为 1.5亿公里。

英国剑桥大学的 Helen Mason 说，A-
ditya-L1任务将“使印度走在太阳空间观测的
前沿”，并为全球科学家提供前所未有的数据。
“这些数据将是独一无二的，因为 A-

ditya-L1携带了其他卫星没有的仪器。”Mason
说，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很高兴能得到这些数
据，但这要等到发射后 109 天，因为到那时探
测器才能到达最终位置并开始观测。

ISRO 的一名官员表示，Aditya-L1 在 L1

可以避免日食等的干扰，对太阳进行持续观
测。Aditya-L1上携带的 7种科学仪器将帮助
研究人员进一步了解太阳耀斑和日冕物质抛
射等太阳活动的成因。 （李木子）

Aditya-L1。 图片来源：ISRO

“科学与中国”20年：旧的回忆与新的起点
■本报记者倪思洁

下了飞机坐火车，下了火车坐汽车，几番
折腾之后，中国工程院院士金涌终于来到云
南一座偏僻县城的中学。此时，操场上挤着近
千名学生，他在掌声中走上讲台……

这件事发生在 10多年前，金涌已经想不
起那座县城的名字，却怎么都忘不掉学生们
眼里的光。当时，他的报告主题是“创新思维
的养成”，学生们听得专注，他讲得起劲。报告
结束后，等待签名合影的学生排起长队，金涌
一边惊叹学生们的求知热情，一边揉着签名
签到发酸的手腕想“这大概就是当明星的感
觉吧”。

9月 2日，“科学与中国”20 周年大会期
间，金涌向《中国科学报》分享了这段经历。
“我意识到越是偏远的地方，越需要我们。在
满足人们对知识的渴求方面，我们责无旁贷，
应该尽己所能做一些事。”
“科学与中国”20 周年大会上，“科学与

中国”组委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杨玉良宣
读了《“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倡议书》，号召两
院院士“每年至少参加一次面向社会公众的
科学普及活动”，实现“每年有千名以上两院
院士参与千场以上科普活动”的目标。

金涌觉得，这个倡议“利在千秋”。

对谁有利？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

及法》颁布实施，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教
育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共同启
动了“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活动。

跟着“科学与中国”活动的脚步，金涌走
遍全国各地，参加过许许多多科普活动，也因
此获得了“科学与中国”突出贡献者荣誉奖
章。“科普对于提升全民素质是必要的，对于
科学发展来说也是件好事。”金涌说。

和金涌一起获得荣誉奖章的，还有从
事量子物理研究的中国科学院院士郭光
灿。对于科普的意义，郭光灿有着与金涌相
似的理解，“科普工作对公众有利，对科学
事业也有利”。
这些年，量子力学一度沦为商业噱头，层

出不穷的“量子鞋垫”“量子眼镜”让郭光灿哭
笑不得。他频繁出现在媒体上，用最直白的话
跟大家说“量子产品还没有走进大众社会，凡
是市场上的量子产品都是假的”。
“量子信息技术是新兴交叉学科，对未来

影响很大。原来只有研究者才需要学习量子
物理，但现在量子技术要进入社会了，公众也
需要学习量子知识。”郭光灿说。

与此同时，科普被郭光灿视为推动科学事
业持续向前的动力。他的很多研究生就是在听
了他的科普报告后燃起了对量子物理的热情。
“量子事业不是一代人就能完成的，我希

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国家量子计算发展
事业中，也希望通过科普激励年轻人投身科

学事业。”郭光灿说。

要通俗也要准确

20年来，“科学与中国”活动组织了一大
批两院院士专家深入大中小学、工矿企业、党
政机关、乡镇农村、部队军营，开展了 2000多
场科普活动，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受众覆
盖百万余人。

今年 7月初，在“科学与中国”20周年之
际，路甬祥、王志珍、赵忠贤、杜祥琬等 20位两
院院士致信习近平总书记，汇报巡讲活动得到
的成绩和体会。7月 20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科
学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对科技工作者支
持和参与科普事业提出殷切期望。

面对国家的期望，两院院士们也给自己
提出了新的要求。《“千名院士·千场科普”倡
议书》发布后，“科学与中国”将从过去 20 年
2000多场，变成今后 1年 1000场。

科普场次的增多，对科学家科普能力提
出了更高要求。如何使科普内容既通俗又准
确，是很多科学家面临的科普难题。

近年来，郭光灿等不少科学家发现，科普
中时常出现错误的知识。“搞量子科普的人，
一定要把科普与科幻、玄学区分开，一方面要
准确理解科学知识，另一方面要用通俗的语
言将听众带进正确的量子世界。”郭光灿说。

（下转第 2版）

2023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 9月 2日至 6日在北京举行。今
年服贸会以“开放引领发展 合作共赢未来”为主题，吸引 80余个国家
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2400余家企业线下参展。服贸会将持续发挥扩
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作用，为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
易的发展凝聚共识、增强信心、汇聚合力。

图为服贸会国家会议中心综合展区内在剥蛋壳的单孔腔镜手术机
器人。 新华社记者张玉薇 /摄

原创引领 挑战未知
13位科学家获颁 2022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青年科学奖
■本报记者韩扬眉 见习记者李子锋闫文艺

“心怀国之大者，要从国家需求角度做研究，
还要做到全球领先。”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梅宏
和北京大学教授黄罡的获奖感言，也是他们的科
研理念。

9月 2日，2022年度陈嘉庚科学奖和陈嘉庚
青年科学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国科学院院
长、党组书记侯建国为获奖人颁奖，中国银行副
行长林景臻宣读获奖名单，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党组成员常进主持颁奖仪式。

陈嘉庚科学奖基金会是 2003年在民政部注
册成立的慈善组织，由中国科学院和中国银行共
同出资。基金会成立之初，设立陈嘉庚科学奖，后
于 2010年增设陈嘉庚青年科学奖。这两个奖项
旨在奖励近期在中国做出重大原创性科学技术
成果的科学家和青年科技人才。2022年，共有 6
个项目、7位科学家共同获得陈嘉庚科学奖，6位
青年科技人才获得陈嘉庚青年科学奖。

原创：做别人不敢做的

“创新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因为创新可能会
失败，所以不敢创新。”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生
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邵峰是陈嘉庚科学奖生命
科学奖得主。

邵峰及其团队通过多年研究，发现了多个
针对细菌的天然免疫受体，建立了细胞质抗细
菌天然免疫的基本理论框架，首次鉴定了这些
免疫受体触发细胞焦亡的关键蛋白 Gasder-
minD，并在此基础上将细胞焦亡的概念重新
定义为由 Gasdermin 家族蛋白介导的细胞程序
性死亡，揭示了焦亡是癌症化疗药物毒副作用
的一个重要原因。

这一原创性研究成果，刷新了天然免疫尤其
是细胞焦亡领域内的固有认知，得到国内外同行
的广泛认可，极大地推动了该领域的快速发展。

事实上，原创性研究风险重重。邵峰坦言，在
生物学领域，很难出现别人从来没想过的想法，
即便想出了也很少有人迈出第一步并坚持下去。
但他坚信：“只有去做前所未有的事情，发现前所
未有的东西，才有可能真正解决突破性的问题，
真正带动行业和研究领域发展。”

加强原始创新一直是我国几代科学家的心
愿，更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
“我们做原创性研究，不要迷信权威，要敢于

提问、敢于思考。从学科交叉的角度，往往可能诞
生一些新的原创性的增长点。”陈嘉庚科学奖技
术科学奖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西南交通大学
教授翟婉明表示。

翟婉明和团队突破传统的车辆动力学、轨道
动力学子系统理论框架，跨学科创立了车辆轨道
耦合动力学全新理论体系，并提出了车辆与线路
最佳匹配设计原理与方法，结束了长期以来将车
辆与轨道割裂开来研究的历史。他们提出的方法
目前已成为国内外轨道交通动力学研究的基本
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高速重载铁路工程领域，有
力地支撑了铁路现代化发展。

翟婉明寄语青年：“要把自己的研究紧贴

国家的需求，只有这样，你的研究才能够做得
更深、更好，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国家作出应
有的贡献。”

引领：抢占科技制高点

梅宏和黄罡共同获得陈嘉庚科学奖信息技
术科学奖，获奖项目是“面向网构软件的软件体
系结构建模理论、方法及应用”。

当前，打破信息孤岛是基础而紧迫的问题。
梅宏和黄罡及其团队提出全生命周期软件体系
结构建模理论与方法，将各阶段核心制品与活动
统一为软件体系结构模型及其迭代细化的转换，
提出运行时软件体系结构概念，为信息系统功能
和数据库操作发明黑盒式全新技术方案，将信息
孤岛互操作效率平均提升两个数量级，相关技术
被纳入多个国内外标准，服务国家大数据战略等
重大需求。

在国际上，这是率先从软件技术视角看互联
网计算的一个团队。“我们提出了一套全新的有
理念性改变的理论，在打破信息孤岛方面是领先
的。”黄罡说。

科技制高点关系科技自立自强，是我国经济
社会发展对科技创新的重大战略需求。抢占科技
制高点要围绕事关国家发展全局的重点领域科
技需求，着力解决相关技术“有没有”“行不行”的
问题。

陈嘉庚青年科学奖数理科学奖获得者、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魏微就在奋力解
决核心技术“有没有”的问题。他带领团队成功研
制出高精度硅像素 X射线探测器。

像素探测器以其良好的位置分辨和能量分
辨能力，成为大型高能物理实验、先进同步辐射
光源以及医学成像设备中的核心探测器。魏微在
国内率先开展半导体像素探测器研究，在关键技
术上取得重要突破，领导团队研发出国内首台硅
像素 X射线探测器样机，使得我国同步辐射高
端探测器实现零的突破，将我国 X射线像素探
测器技术带到国际前沿，初步解决了像素探测器
的“卡脖子”问题，实现多项关键技术从无到有的
突破和国产化。
“我们初步实现了从跟跑到并跑，在整机领

域基本上能够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魏微自豪地
说。但他也坦言，起初做探测器时备受质疑，但是
只要国家需求在，困难最终是要解决的，“前沿不
是无限远，它就在那儿，每天积累一点，最终就能
够达到这个领域的前沿”。

热爱：不畏挑战与艰险

科学的未来在青年人。陈嘉庚青年科学奖的
设立，正是为了激励青年科技工作者立志献身我
国科学技术创新事业。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
究员付巧妹凭借以古基因组揭秘东亚人类演化
历史的相关研究而获陈嘉庚青年科学奖生命科
学奖。 （下转第 2版）

http://weibo.com/kexuebao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