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两会报告解读

特 别 报 道

2022年3月10日 星期四
主编：谭永超编辑：蔡杨美编：黄景琳

投稿邮箱：306732878@qq.com

03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壮大，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
载人航天、火星探测、资源勘探、能
源工程等领域实现新突破……过
去一年，我国重大科技成果不断涌
现，创新能力进一步增强。

未来，科技人才如何用？如何
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怎样强化科
技创新的支撑引领作用？来自科
技领域的代表委员们围绕科技创
新热点话题接受了新华社记者的
专访。

科技人才如何用？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
新高地，完善人才发展体制机制，
加大对青年科研人员支持力度，让
各类人才潜心钻研、尽展其能。

对此，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科
学院院士袁亚湘深有感触：“一个
国家的科技竞争，关键在于人才的
培养，人才的竞争。”

“要敢于创新，敢于质疑，秉持
科学精神，大胆地去做自己想做的
事情。”袁亚湘呼吁，一定要营造好
环境，让科技工作者真正安心去做
研究。

如何进一步鼓励科研人员潜
心工作、大胆创新？全国人大代
表、中国航天科工集团航天三江科
技委副主任胡胜云建议，应建立客
观公正科学的，以科技创新质量、
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分类评价体
系。

“要正确评价科技创新成果的
科学价值、技术价值、经济价值、社
会价值和文化价值，将科技人员引
向为国家经济社会军事文化发展
作贡献的方向。”胡胜云说。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
教授钟章队认为，“要建立一套与
创新型国家、科技强国相适配的科
技管理体系”。

如何提升科技创新能力？

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

长期稳定支持。实施科技体制改
革三年攻坚方案，强化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发挥好国家实验室和全国
重点实验室作用，推进科研院所改
革，改进重大科技项目立项和管理
方式……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升科
技创新能力的布局更加明晰。

“创新是命运所系、大势所
趋。”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
集团二院25所特级专家董胜波认
为，实现科技创新要大力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努力实现更多“从0到
1”的突破。

近年来，全国人大代表、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
芳院士带领团队瞄准世界科技前
沿，在中微子研究、环形正负电子
对撞机的设计和关键技术预研等
领域发力，取得系列进展。

“有的科研人员在一定程度上
不太敢碰最困难、最前沿、最需要
创新的问题。”王贻芳认为，需要一
个稳定支持的机制，使稳定支持和
项目竞争达到合理的平衡。

全国政协委员、国家卫星气象
中心副主任张兴赢认为，国家在基
础科研领域的投入还要加强，要建
立起一种既能适应我们当前的国
情和经济发展水平，又能激发科技
创新能力的机制体制。

怎样强化科技创新的
支撑引领作用？

5G引领、核电出海……当前

我国在科技创新的诸多领域走在
了前列，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作用，依靠
科技创新提升产业发展水平，培育
壮大新动能，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

“主旋律”。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强化企

业创新主体地位，持续推进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深化产学研用结
合。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锐科光纤
激光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
闫大鹏带领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
研发团队，围绕解决“卡脖子”难
题，迎头而上、攻坚克难。

“要进一步把企业打造成为强
大的创新主体，助力提升国家战略
科技力量，以高质量科技创新支撑
引领高质量发展。”闫大鹏说。

近年来，我国一批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快速成长，企业
技术创新主体地位日益增强，研发
投入逐年增长。

全国人大代表、国家原子能机
构副主任董保同认为，要想在未来
不管是科技还是产业的竞争中能
够有竞争力，就必须走科技自立自
强这条路。

“新兴产业产生的动力一方面
应该来自市场、来自企业，另一方
面就是来自科学家的自由探索，这
两方面都是科学技术的驱动力。”
董保同说。
（新华社记者 胡喆 董瑞丰 田中全）

（据新华社北京3月6日电）

5日提请审议的政府工作报
告，强调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的同时，在加强数字中国建
设整体布局、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等方面作出部署。5G、工业互
联网、关键软硬件……一些关键
词传递数字经济发展新趋势。

报告提出，“建设数字信息
基础设施，推进5G规模化应用，
促进产业数字化转型”。

“加强新基建，一方面能够
以投资拉动地方经济发展，另一
方面可以加快数字技术孵化应
用，融合其他产业提高生产效
率、优化资源配置。”全国政协委
员、恒银金融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江浩然认为，着眼于推进
新基建的一系列举措，夯实数字
基础，为创新提供助力。

浙江提出深化数字经济“一
号工程”，北京提出北京全球数字
经济标杆城市建设，河北提出建
设张家口国家级数据中心……近
年来，多地纷纷布局，抢占数字
经济新赛道。工信部明确，将持
续加强5G网络覆盖，今年预计
新建5G基站60万个以上。

数字时代，算力在一定程度
上决定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力。

“算力网络可以实现网络和
算力有机融合，将成为未来信息
基础设施的主要形态。”全国人
大代表、中国移动董事长杨杰表
示，加快算力网络创新发展，有
利于引领信息基础设施演进，全面提升信息通
信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厂区智能物流、远程设备操控、无人智能
巡检……现下，工业互联网与制造业加速融
合，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步伐不断加快。
报告明确，“加快发展工业互联网，培育壮大集
成电路、人工智能等数字产业”。

“我所在的航天四院一直致力于自动化、
智能化、数字化改造发展，智能制造技术、生产
线的投入使用，让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发展
能力实现了跨越提升。”全国人大代表、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7416厂班组
长徐立平说。

加强核心关键技术攻关，对释放数字经济
发展潜能具有重要意义。报告中，“提升关键
软硬件技术创新和供给能力”引发关注。

一些代表委员认为，一方面，要瞄准传感
器、量子信息等战略性前瞻性领域提前布局、
取得突破；另一方面，要立足重大技术突破和
重大发展需求，增强产业链关键环节竞争力，
聚焦集成电路、通信设备、智能硬件等重点领
域，加快锻造长板、补齐短板。

“中国自动驾驶技术突飞猛进，这得益于
国家政策的长期支持和引导。伴随着国家对
科技企业的进一步支持和鼓励，科技企业将更
加专注于技术创新与研发。”全国政协委员、百
度董事长兼CEO李彦宏说，百度将持续加大研
发投入和人才培养，助推国家在自动驾驶领域
保持国际竞争优势。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张占斌建议，加快消费互
联网和产业互联网融合提升，引导数字经济龙
头企业带动培育一批“专精特新”企业，鼓励支
持数字新业态发展。

（新华社记者 叶昊鸣 张辛欣）
（新华社北京3月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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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创新怎么干？
科技领域的代表委员谈科技创新

▲这是2021年6月
11 日公布的由祝
融号火星车拍摄的

“着巡合影”图。
新华社发（国

家航天局供图）

▲

2021 年 8 月 23
日，观众在2021中
国国际智能产业
博览会上通过MR
技术体验机甲格
斗游戏。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