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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证中国创新磅礴动能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五大看点

� � � � 8 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永坦、钱七虎
摘取我国科技界最高奖励。 大会现场全体
起立对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鼓掌、致敬；最高
奖获得者在主席台就座并为其他奖项获得
者颁奖……这是一个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
最高礼赞， 这是一个民族对科技追求的最
佳注解！

透视 2018 年度国家科技大奖，蜕变的
种子不断孕育， 创新的磅礴动能正在持续
迸发。

看点一：磨“剑”砺“盾”，
最高奖颁给大国重器铸造师

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 “千里眼 ”，一个
潜心铸造“地下钢铁长城”。 刘永坦和钱七
虎 ，国之重器的两位 “大工匠 ”，一同成为
2018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千里眼”是国之利剑———
海波翻腾 ，寒风萧瑟 ，面对 6000 平方

米大小的雷达天线阵， 年过八旬的刘永坦
神采奕奕。 这是被称为“千里眼”+“火眼金
睛”的新体制雷达，不仅“看”得更远，还能
有效排除杂波干扰，发现超低空目标，对航
天、航海、渔业等有着重要作用。

为了这“不可或缺”，刘永坦曾面壁 20
余年。

关键技术无处可寻， 一度被认为是异
想天开，但刘永坦始终坚信，路能靠自己走
出来。 一场从零起步的攻坚战，不仅破解了
诸多瓶颈难题， 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
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之一。

“地下长城”是国之坚盾———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 为加强防护工程

的抗核打击能力，30 多岁的钱七虎受命设
计飞机洞库防护门。

没有现成技术， 他靠自学整理出十万
多字外文资料， 国内少数单位拥有大型计
算机 ，他利用别人吃饭 、睡觉时间 “蹭 ”设
备， 最终解决了大型防护门在核爆后变形
打不开等问题，设计出当时我国跨度最大、
抗力最高的地下飞机洞库防护门。

矛越强，盾愈坚。 海湾战争后，钱七虎
敏锐察觉到小型钻地核武器对深地下防护

工程的威胁， 率先开展抗钻地核爆防护的
研究。 几十年来，钱七虎带领团队为人员、
武器穿上“防弹衣”，为首脑指挥中枢、战略
武器安上了“金钟罩”。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金怡濂、

程开甲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中， 每一件
大国重器、每一项重大创新的背后，无不凝
聚着一代代杰出科学家的心血智慧。

刘永坦说，这一奖励是无上的光荣，更
是沉甸甸的责任。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才
驱动，一定要让愿意创新、有创新能力、取
得创新成果的人得到社会更多的尊重。

看点二：“诺奖级成果”，
基础研究连续第 6 年有公认
突破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国际物理学界的
前沿热点，许多科学家相信，相关研究将加
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 它的国际首次实验
发现，诞生在中国。

论文当年在美国《科学》期刊发表后 ，
被国际凝聚态物理学界公认为近年来最重
要的发现之一。 物理学大师杨振宁评价：这
是从中国实验室里， 第一次发表出了诺贝
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薛其坤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和中科院
物理所实验团队因此获得 2018 年度国家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这是继铁基超导、多光
子纠缠、中微子振荡后，我国物理学再次取
得的突破性进展。

曾 9 度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 到 2018 年度已连续 6 年产生获奖者。
这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 我国基础研究近
年来接连取得公认的重大进展。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必先提振基础研
究。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通过一系列改
革， 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持续稳定支
持。 从衡量基础研究的重要指标———国际
科技论文来看，数量不断增长，多年稳居世
界第二位。

“我国基础研究总体处于从量的积累
向质的飞跃、 从点的突破向系统能力提升

的重要阶段。 ”薛其坤说，但也要清醒地看
到，与世界科技强国相比，我国基础研究和
原始创新能力依旧存在明显差距， 广大科
技工作者还要再接再厉，接续奋斗。

在他看来，日益强大的国力、良好完善
的科技政策、科学系统的科技规划、催人奋
进的创新氛围， 是实验发现量子反常霍尔
效应的基础和保障，“我们的成果与改革开
放 40 年来取得的成就密不可分”。

实验团队的五位主要完成人平均年龄
48 岁，他们瞄准同一重大科学目标，各有所
长但相对独立。 “中国的基础科研正处在一
个黄金时代， 做基础研究的人要坐得住冷
板凳、 耐得住寂寞， 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
献。 ”团队成员、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吕力
说。

看点三：聚焦关键技术，
用创新支撑“强国梦”

钢铁，工业的脊梁。 长期以来，我国钢
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但高速列车的耐磨轮
轨、 输送海底石油的无缝钢管等高品质特
殊钢还依赖进口， 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掌握
电磁搅拌系统的核心技术。

罗安院士领衔的 “湖南大学电能变换
与控制创新团队”历经 20 多年攻关 ，成为
该领域的世界排头兵，成果应用于武钢、宝
钢等国内外 160 多家钢铁企业。 他们获得
科技进步奖创新团队的荣誉。

地基，建筑之“根”。 我国工程建设规模
长期居世界首位， 但国内大量分布着各种
软弱地基，如何夯实基础，是工程建设中亟
待解决的难题。

自称“大半辈子跟泥巴打交道”的浙江
大学龚晓南院士，近 30 年来不断突破传统
地基处理技术瓶颈，成果在京津城际高铁、
京沪高铁、 浙江杭宁高速公路等许多重大
工程中成功应用。 他负责的 “复合地基理
论、关键技术及工程应用”项目获得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 越来越
成为科技界的共识。

从发现全球最大的整装砾岩油田到我
国首个大型海上风电场并网稳定发电，从

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到永磁
牵引系统应用于 350 公里/小时的高速列车
上，近年来，一系列技术创新有力支撑了我国
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国防安全
和其他安全。 ”罗安说，科技工作者要敢于走
前人没走过的路， 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
主可控。

看点四：民生“可感度”高，
科技要让生活更美好

湖北荆州一块几百亩的地里种植了新品
种高产黄瓜。 凌晨三点多，大家头戴探照灯，
正组织集体采收，辛劳中洋溢着欣喜。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三文也加入采
收队伍中。 “真真切切感受到自己科技成果落
地的欣慰 ， 这也是我未来进一步研究的动
力。 ”黄三文回忆当时的情景。

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影响着人
民生活福祉。

肺癌，癌症中的头号杀手，外科切除是根
治早中期肺癌的关键。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院长何建行通过技术革新， 创建肺癌
微创治疗体系， 病人通常术后数小时就可下
床，3 天后可出院。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高俊平团队多年来针
对月季、菊花和百合三种主要花卉，创建了种
植布局优化、良种筛选繁育、高质高效栽培、
采后贮运保鲜等全产业链技术体系， 让更多
鲜花走进千家万户。

科技创新将有效促进社会发展和民生改
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从生态环保到灾害防治， 从农业育种到
卫生健康，2018 年度科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
面向改善民生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创新成
果涌现，是对“科技让生活更美好”最充分的
诠释。

“这些年来，我国科技体制发生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科研条件有了极大改善，与民生息
息相关的科技工作者也开始陆续挑战国际高
度。 ”高俊平说，未来要进一步把满足人民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点，把

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为科技创新的重
要方向。

看点五： 更多企业 “登台亮
相”，创新主体地位还要不断强化

澜沧江上汽笛响，各国商船来往忙。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马

洪琪院士带领团队，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
的世界上首座水力式升船机，打通了澜沧江—
湄公河水运主通道，为境内外船舶提供便捷快
速的服务。

“中国发明的水力式升船机，从原理上突破
了传统升船机的技术瓶颈， 更具技术优势，是
升船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件。 ” 国际
水运界权威组织国际航运协会内河委员会主
席菲利普·里戈教授这样评价。

越来越多的企业出现在国家科技奖的舞
台。

据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统计， 本次科
技进步奖获奖单位中共有 303 家企业， 占获奖
单位总数的 47%，其中民营企业数量超过了国
有企业，龙头骨干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华为公司完成的新一代刀片式基站， 在超
过 170 个国家商用部署， 三年累计销售收入达
2788 亿元。 潍柴动力结束了我国缺少重型动力
总成核心技术的历史，产品国内市场占有率达
70%，产销量世界第一。

“国家科技进步奖 134 项通用类获奖项目，
75%的项目有企业参与， 其中三分之一的项目
由企业牵头完成。 ”奖励办有关负责人说。

针对企业在创新研发过程中遇到的一些
困扰，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示 ，科技部将加快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 、市场为导向 、产学研深度
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科技
投入，同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科
技任务。

从科研机构到企业， 从跟踪模仿到同台竞
技，从量变到质变……在全球创新赛场上，我国
正在涌现出一批又一批科技成果， 服务国家发
展， 增进人类福祉， 并将继续创造新的更大奇
迹。

新华社记者 董瑞丰 胡喆 张泉
（新华社北京 1 月 8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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