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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既要“高大上”，也需
“接地气”。2017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榜单上，3 项水稻研究成果 （团
队）名列其中：除了李家洋院士团队
外，袁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 （创新团队），潘国君团
队完成的“寒地早粳稻优质高产多抗
龙粳新品种选育及应用”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

2017 年是“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杂交水稻创新团队的一个丰收
年。正如评审小组对袁隆平创新团队
的评价，“紧盯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需
要，攻坚克难、不断创新，经过 21
年的建设，已形成以袁隆平等为带头

人，持续领跑世界的创新团队”。
经过十多年研究，李家洋团队成

功克隆出水稻理想株型基因 IPA1，
为突破水稻尤其是杂交稻的产量瓶
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和有价值的基
因资源。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佳木斯
水稻研究所潘国君团队，则针对寒地
早粳稻生育期短创高产难、稻瘟病和
低温冷害频发稳产难等问题，历经
20 多年研究，创新出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寒地早粳稻“龙粳”系列。

食药健康事关百姓福祉。此次获
奖的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等团队针对中药大品种三七研发与应
用的关键科学问题，形成了基于系统

生物学原理的集成植物育种、栽培、
化学物质发现、药效机制破解、生产
自动化及循证医学研究的关键技术与
方法，在“种好药、做好药、用好
药”上做出了新文章。

“唯有在自己的土地上产生出一
批代表人类创新发展的中国科学巨
匠，才能获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和
尊重。”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
究所所长孙晓波表示，当国家实力积
累到一定阶段，财力、政策和机遇捕
捉的能力都上了一个台阶，科技发展
就会迈入历史的新起点。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科技创新也能“接地气”

王泽山、侯云德两院士
摘取2017年度中国科技界
的最高荣誉；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双响”，基础原创“多
点开花”；科技奖励“年度大
戏”彰显时代意义，中国力
量再攀高峰……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8日在京举行。作为我
国最权威的政府科技奖励，
这场颁奖大会无疑是科技
界的盛事。今年更有着不
同寻常的时代意义——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之后和
中国科技奖励制度进入“深
改时间”后的首次国家科技
奖励大会。重大科技成果
从零星到井喷，从量变到质
变，人们看到，中国科技正
站在飞跃发展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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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文俊、袁隆平、王选、黄昆……自1999年以
来，29名杰出科学家摘取中国科技界的最高荣誉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天眼”探空、神舟飞天、墨子“传信”、超算“发
威”……谈及近年来我国科技成果的井喷现象，
2017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火炸药专
家王泽山院士如数家珍。

今年已82岁的王泽山，笑称自己是“80后科
研少壮派”。现在的他每年仍有一半的时间在出
差，精力旺盛得跟小伙子一样。他60多年专注火
炸药研究，“用科学研究科学”的方式走出一条自
己的路，做出超越国外水平的原创成果。近期他和
团队正在酝酿的一项研究，极有可能成为又一具
有颠覆性意义的“黑科技”。

同为最高奖得主的侯云德，与病毒“斗”了一
辈子。这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病毒病预防控制所研究员，步伐轻快，年近九十
还在上班。

26年前，侯云德开风气之先当“创客”——在
地下室里建起中试生产线，创立我国第一家基因
工程药物公司。现如今，“双创之花”已经开遍神州
大地。

10年前，79岁的侯云徳被任命为“艾滋病和
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科技重大专项技
术总师，再次创业的他带领团队为我国建立起72
小时内鉴定和筛查约300种已知病原体和筛查未
知病原体的检测技术体系，在突发疫情处置中“一
锤定音”。

面对世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日益兴起的
态势，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强大的科技创
新力量。无数“80后”老科学家正和“80后”年轻人
一道，共同标注时代的创新力量。

国家科技最高荣誉

标注创新力量 进入新时代，我国科技
发展突飞猛进，涌现出来的
部分科技成果具备全球领跑
实力，科技奖励的公信力和
权威性得到进一步彰显。国
务院办公厅 2017 年印发了

《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
革的方案》，这是我国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为创新型
国家建设凝心聚力的重要举
措。

进入新时代，构建既符
合科技发展规律又适应我国
国情的中国特色科技奖励体
系显得尤为重要。以创新为
导向，一大批举世瞩目的超
级工程和在科技活动中作出
突出贡献的个人和组织得到
国家科技奖励，目的就是调

动更多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创造力，通过自主创新取得
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突破。

“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
能力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科技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
志刚表示，坚定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强化创新第一
动力的地位和作用，突出以
科技创新引领全面创新，具
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美国《福布斯》双周刊网
站登文称，岁末年初，“一条
硅龙”的概念已经成为主流。
自2008年以来的10年间，中
国在技术和创新领域快速发
展。“如果说中国跑赢了这场
技术竞赛，那已经不再是笑
谈了。”

创新能力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

新华社记者
陈芳 余晓洁 胡喆

1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新华社记者王晔摄

时隔11年，201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迎来“双响”——唐本忠院士团队“聚集诱导发光”
和李家洋院士团队“水稻高产优质性状形成的分
子机理及品种设计”双双折桂。

国家自然科学奖奖励那些在基础研究和应用
研究领域，阐明自然现象、特征和规律，作出重大
科学发现的个人。自1999年以来，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秉持“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高标准原则，曾
9年空缺，距2006年产生两个一等奖已有11年。

“值得关注的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每年都有自
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问世。奖项从较为集中的基
础物理学领域，扩展到化学、生物学，呈现‘多点开
花’之势，创新拔尖领域更加多元。”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工作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说。

基础研究是支撑科技强国的“创新源”。从赵
忠贤院士领导铁基高温超导体研究到潘建伟院士
团队的多光子纠缠研究，从王贻芳院士领衔发现
中微子振荡新模式到唐本忠院士团队聚集诱导发
光等研究……近年来，我国基础研究不断进步，局
部已“领跑”全球。自然科学领域“贤必举欧美”的
时代开始“终结”。

自然科学奖“双响”

基础原创“多点开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