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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5版）
“我从不刻意去记那些公式、定理，我只

想把所有公式、定理产生的原因以及推导的
过程弄清楚，让记忆更深刻。”

“我无暇去预习后面的内容，只能想方设
法把老师所讲的知识往更深层次去理解，力
求融会贯通、举一反三。”

“对于作业，我自有特殊的方法，像化学
老师所说的那样——抓主要。因为我写作业
的速度很慢，不可能像同学们一样完成各科
作业。我发现，有些知识，只有理解得越深，做
题速度才越快，同时正确率也才越高。”

“对于做笔记，班主任教我先盲写，加快
做笔记的进程，掌握规律后，但愿能达到庖丁
解牛时的那种‘以神遇而不以目视’的效果。”

刘科直言自己好玩，也面临手机的诱惑。
但是他努力找到学习和玩耍的平衡点，摸索
出在玩手机前先做两道题，再逐步加码的自
控办法，直到把学习当作了乐在其中的游戏。

向阳而生，逆光逐梦

“老天为我关了一扇门，一定会为我开启
一扇窗。在家里，父母视我如宝；在学校，领导、
老师无微不至地关心着我，班主任一直肯定我
的天赋好，思维能力强，给予我信心；社会上的
好心人士不断地为我送来温暖。生活在这样一
个大家庭里，我倍感幸福。”

正如刘科动情所述，他的成长之路充满
了爱的阳光。

“家里再穷，工作再忙，也要送儿女上
学。”父亲刘相奇一边承担养家重任，一边为

孩子四处求医。常年开着一台二手货车，一为
装工具和材料，二为接送刘科。从小到大，刘
科没有坐过公交车，因为他连站牌都看不清。
为了照顾孩子们读书，夫妻俩在县城租房，还
开过店，后因亏损倒闭。刘相奇不给孩子压
力，总是给予他们积极的鼓励。他并不希望刘
科每次考试得第一，“考第一，怕他骄傲。”

隆回二中给了刘科诸多关爱和良好的成
长环境。学校党委书记李柏树在他因两次联
考失利，萌生辍学念头的时候，多次找他谈人
生理想，鼓励他。校长廖敦燕让学校相关部门
因材施教，给予人文关怀。学校团委为他争取
了多项助学金。所有任课老师无怨无悔牺牲
休息时间耐心辅导他。同学们也在生活和学
习上关心和帮助他。

班主任陈玉娥对刘科的关爱更是无微不
至，并为他制定了一系列培养措施。陈玉娥还
利用担任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联系到人大代
表谭秋喜为刘科捐赠了价值9000 元的助视
器和2000元的生活费。

2024 年 5 月，经层层上报审批，省教育
厅同意刘科考试时间延时30%，带着助视器
进入考场。刘科第一次享受了考试的“特
殊”，终于基本将全部题目做完。考试期间，
学校安排英语老师黄妩珍全程接送，陈玉娥
全程“陪护”。

高考成绩出来后，有人称赞刘科，“被光
所困却突围成了光。”而他也深怀感恩地表
示，将从自己出发，兼济天下。“自信人生春夏
景，心中有梦大光明。我相信我一定能向阳而
生，逆光逐梦，并让梦想开花结果。”刘科说。

“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
代化作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
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在全
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
总书记精辟论述了科技的战略
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围绕

“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
力”作出了重大部署，深刻阐明
了融合的基础、融合的关键、融
合的途径。

科 技 创 新 能 够 催 生 新 产
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新时代
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摆在国
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充分发
挥科技创新的引领带动作用，新
质生产力加快形成，为高质量发
展注入澎湃动能。从集成电路、
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蓬勃发展，
到国产大飞机实现商飞，再到新
能源汽车为全球汽车产业增添
新动力，一批高端化、智能化、绿
色化新型支柱产业快速崛起，推
动我国经济迈上更高质量、更有
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
安全的发展之路。当前，新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密集
活跃期。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推
动产业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保障高水平安全，才能抢占科技
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助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塑造发展新
动能新优势。

“融合的基础是增加高质
量科技供给。”新质生产力主要
由技术革命性突破催生而成，
这就要求我们加强科技创新特
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
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
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
力的新动能。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要求，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
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
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
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
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
提供科技支撑；瞄准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
制高点，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
量子科技、生物科技、新能源、新材料等领
域科技创新，培育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
业；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
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融合的关键是强化企业
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企业是
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
的生力军。要从制度上落实企
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推动企
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
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
体，发挥市场需求、集成创新、
组织平台的优势，打通从科技
强到企业强、产业强、经济强
的通道；要充分发挥科技领军
企业龙头作用，鼓励中小企业
和民营企业科技创新，支持企
业牵头或参与国家重大科技
项目；要支持企业成为“出题
人”“答题人”“阅卷人”，引导
企业与高校、科研机构密切合
作，通过组建创新联合体、建
设科技创新平台等方式，面向
产业需求共同凝练科技问题、
联合开展科研攻关、协同培养
科技人才，推动企业主导的产
学研融通创新。

“融合的途径是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要深刻认识到，科
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
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
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
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
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科技成
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表现形式
为催生新产业、推动产业深度转
型升级。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就要及时将科
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
产业链上，完善现代化产业体
系。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要求，依托我国产业基础优
势和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强国
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完善政策
支持和市场服务，促进自主攻关
产品推广应用和迭代升级，使更
多科技成果从样品变成产品、形
成产业；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
章，引导金融资本投早、投小、投
长期、投硬科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
化国家的首要任务，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发
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
求和重要着力点。坚持创新引领发展，树牢
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的
理念，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
融合，就一定能够以新质生产力强劲推动
高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坚实物
质技术基础，在新征程上不断赢得主动、赢
得优势、赢得未来。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人民日报
6月28日评论员文章）

扎
实
推
动
科
技
创
新
和
产
业
创
新
深
度
融
合

—
—

论
学
习
贯
彻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科
技
大
会
、国
家
科
学
技
术
奖
励
大
会
、两
院
院
士
大
会
上
重
要
讲
话

人
民
日
报
评
论
员

刚刚结束了53天月背之旅
的嫦娥六号返回器，已运抵北
京并“开箱取宝”。

嫦娥六号任务有哪些创新
之处？探测器在月背收获如何？
国际载荷带回了哪些“纪念
品”？国家航天局等单位在27日
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给
出答案。

——创新：实现“三大技术
突破”和“一项世界第一”。

国家航天局副局长卞志
刚介绍，嫦娥六号任务是中国
航天史上迄今为止技术水平
最高的月球探测任务，实现了

“三大技术突破”和“一项世界
第一”。即突破了月球逆行轨
道设计与控制技术、月背智能
采样技术、月背起飞上升技
术，实现了世界首次月球背面
自动采样返回。

月球背面无法直接与地球
通信，在月球背面采样和着陆
必须依靠中继星。嫦娥六号任
务副总设计师、中国科学院国
家天文台研究员李春来说，这
对深空通信技术是一个重要的
验证和提升。

此外，月球背面采样返回
还面临地形复杂等挑战，加大
了任务实施的难度和风险。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林益明说，考虑到月背
的光照、测控条件等多种约
束，设计了逆行的轨道飞行方
案，做到了整个系统设计最

优、最高效。
“我们把探测器、火箭的

‘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嫦
娥六号任务总设计师胡浩说，

“在嫦娥六号执行任务前，我
们把上天产品和地面产品的
质量和可靠性进行深入梳理，
使整个系统能够更健全、更健
康、更可靠。”

人们关心，嫦娥六号带回
多少月壤？胡浩透露，嫦娥六号
样品容器可容纳2公斤左右月
球样品。月背采集到的月壤状
态和月球正面月壤细腻、松散
的状态“似乎不太一样”。

据了解，取回的月壤重量
很快将对外公布。

——探秘：传回科学数据
“大礼包”。

此次一同“搭车”月背旅行
的，还有来自欧空局、法国、意
大利、巴基斯坦的4台国际科学
载荷。

5月8日，在嫦娥六号探测
器实施近月制动后，巴基斯坦
立方星成功分离，拍摄并成功
回传了月球影像图；5月10日，
中国国家航天局向巴方交接了
立方星数据。

其他 3 个国际载荷，则在
嫦娥六号着陆月球后顺利开展
工作。

其中，意大利激光角反射
器状态正常，法国氡气探测仪
在月面工作时间达32 小时，欧
空局月表负离子分析仪在月面

工作3小时50分钟。
“这几台国际载荷工作都

非常出色。”国家航天局国际合
作司负责人刘云峰说。

——后续：我家大门常打
开，开放怀抱等你。

刘云峰介绍，国家航天局
先后制定了月球样品管理办
法和月球样品及科学数据的
国际合作实施细则，详细公布
了月球样品研究的申请流程
和开展月球样品国际合作的
具体信息。“中方欢迎各国科
研人士按照有关流程提出申
请，共享惠益。”

此外，嫦娥七号任务已经
遴选了6台国际载荷；嫦娥八号
任务向国际社会提供约 200 公
斤的载荷搭载空间，已收到 30
余份合作申请。

在国际月球科研站项目
中，国家航天局已经与10 多个
国家、国际组织签署了合作协
议，将与合作伙伴一起就未来
项目的任务、设计、联合实施和
科学数据共享等开展多种形式
的合作。

深空浩瀚无垠，人类求索
无限。卞志刚说，后续嫦娥七
号、八号，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
号、三号等任务正在按计划推
进，我们期待与更多国际同行
携手，深入开展多种形式的航
天国际交流合作。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亮相！嫦娥六号标志性成果令人惊喜
新华社记者 温竞华 宋晨 徐鹏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