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 合3 2018年6月10日 星期日

我们距离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伟大
目标从未如此之近。

5 月 28 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将
亿万人民的目光聚焦“中国创新”；一次
次如潮掌声中，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路
径变得更加清晰。

创新之要，唯在得人。从西藏自治
区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原总工程师多吉
与有关专家共同发现世界上规模最大的
热泉型铯硅华矿床，到82岁的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张
弥曼获得“世界杰出女科学家奖”，科技
工作者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
而乐”，为科研攻关忘我奋斗，为科技创
新竭尽所能，奏响一曲新时代大国科技
迈步向前的最美华章——

从一封回信开启的创新
之路：为高技术武器装备发
展提供重要支撑

“在这个领域不能与中国合作。”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欧美国家碳/

碳研究发展迅猛，西北工业大学材料学
院教授李贺军给国外某高水平研究机构
写了一封信，希望与该实验室联合培养
博士生。可等了许久，却等到了这样的
答复。

李贺军强烈地意识到：碳/碳研究必
须走自主创新之路，走跨越发展之路。

碳/碳复合材料是以碳纤维为骨架
来增强碳或石墨基体的复合材料，具有
特殊的国防高技术应用背景，历来被发
达国家严密封锁。

李贺军憋了一口气。他带领团队废

寝忘食地测试分析、反复试验，有一次，
李贺军参加学院院庆大会，由于下雨路
滑，不慎摔倒，造成背部肋骨粉碎性骨
折。本应卧床休息的他，每天坚持趴在
床上继续工作。

始简今巨。在“十二五”末，李贺军
带领团队将碳/碳复合材料抗氧化涂层
的防护水平提升到1600℃、900小时，实
现了国内碳/碳复合材料及抗氧化研究
的飞跃。基于李贺军团队发明的系列高
性能碳/碳复合材料低成本制备新技术，
该材料制备成本大幅降低，实现了由航
空航天战略性武器应用向常规战术武器
应用的突破。

撇下满月婴儿只为一件
事：“国产盾构”填补空白

2006年初，当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
限公司的科研人员都在为设计制造我国
第一台盾构样机忙碌时，正休产假的王
杜娟把刚满月的孩子撇在家里，偷偷跑
到了公司。

隧道掘进机（又称“盾构机”）被誉为
“工程机械之王”。2002年10月，由18人
组成的我国首台盾构机研发项目组正式
成立，时年24岁的王杜娟成为其中一员。

2005年，王杜娟因怀孕暂时离开团
队，可孩子刚刚出生一个月，她的身影又
出现在团队里。为此她颇为得意：为了
不错过样机研制的每一次讨论，她在项
目组安插了“情报员”，每次开会，她都背
着家人偷偷跑到公司参会。

为了解决技术上的难题，项目组成
员需要经常下工地、钻隧洞。很多工地

因为安全考虑，不准女同志进隧道。王
杜娟心里着急，把头发挽进安全帽，把泥
巴、污油往脸上一糊，硬是闯了进去。

2008 年 4 月，王杜娟和同事成功研
制出我国第一台复合式盾构机，打破了

“洋盾构”的垄断，其整机性能达到国际先
进水平，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如今，由中铁工程装备集团设计制造
的“国产盾构”不仅走出国门，而且创造了
多项世界之最，世界最大直径矩形顶管、
世界首台马蹄形盾构、世界首台联络通道
专用盾构等一大批开创性产品相继面世。

短发、文静、秀雅、干练，是这位年仅
40 岁的中铁工程装备集团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给人们留下的第一印象。但很多
人不知道，曾被她撇在家里的那个孩子，
叫作希希——彼时的她，希望尽快造出

“国产盾构”，打破国外垄断！
“国产盾构”从打破垄断到享誉世

界，是她一辈子的梦想。

与烈性病毒“亲密接
触”：为抗SARS战役拿下关
键一局

非典型肺炎（SARS）被发现后，要保
证药物和疫苗安全有效，必须应用动物
模型进行大量实验。然而，在对病原不
了解、无病原易感动物研究基础、无特异
动物资源储备条件下，建立 SARS 动物
模 型 的 难 度 极 大 ，被 科 学 界 认 为 是
SARS研究的瓶颈之一。

刻不容缓。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
动物研究所所长秦川二话没说，立即带领
科研人员，承担了“建立SARS动物模型”

及疫苗研制等应急项目。每次进入生物安
全三级（P3）实验室，至少6个小时不能喝
水、不能进食、不能上厕所，却要大汗淋漓
地超负荷进行实验操作；P3实验室的气
压要保持在负压状态，连续几天后，耳鸣、
头痛、恶心等各种负压反应接踵而至……
秦川咬咬牙，都挺了下来。

秦川课题组夜以继日在 P3 实验室
工作，而她总是把最危险的技术环节留
给自己：给动物接种病毒，给动物做体
检，采集含病毒的动物样本，拍 X 光片，
消毒实验室……

秦川太累了。她眼圈发黑、面色苍
白、身体消瘦，为了稳定军心，她没有把
自己贫血、低血压的情况告诉同事，经常
偷偷抱着氧气袋吸氧。但看到有的同志
疲劳过度，她还要强行下令让他们休息，
自己来替班。

经过艰苦奋战，课题组成功制作出
全球第一个 SARS 动物病理模型，打通
了阻碍 SARS 研究的瓶颈，并评价了第
一个 SARS 疫苗，为抗 SARS 战役取得
全面胜利作出了不可或缺的贡献。

“我国实验动物科学技术发展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就
是做好科技资源保障，绝不让过去传染
病来临时捉襟见肘的历史重演。”如今，
秦川团队用尖端技术创建了对重要病原
敏感的系列实验动物新品种品系、在不
同层面模拟人类疾病的动物模型体系，
已为国内外百余家机构应用，为未来传
染病防控、精准医疗、靶点药物研发抢占
了实验动物科技资源“核芯”。

文/新华社记者
（新华社北京6月9日电）

用 创 新 标 注 时 代
——致敬科学星空中的闪耀群星（上篇）

6月9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5月份
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和工业生
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数据显示，5月
份，CPI环比下降0.2%，同比上涨1.8%；
PPI环比上涨0.4%，同比上涨4.1%。

专家表示，5 月份以来各地气温持
续回升，蔬菜供应充分带动食用农产品
价格持续回落，但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带
来的输入性通胀给物价带来一定影响。
从核心 CPI 下降和新涨价因素较弱来
看，真实的通胀水平温和运行略有下行，
不存在明显通胀压力。未来，预计 PPI
还有上涨的可能，三季度 PPI 和 CPI 剪
刀差现象将延续。

CPI同比涨幅与上月持平

5月份，CPI同比上涨1.8%，涨幅与
上个月持平。今年1月至5月份，CPI平
均比去年同期上涨2.0%。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高级统计师绳国
庆表示，5 月份，食品价格同比上涨
0.1%，影响 CPI 上涨约 0.01 个百分点。
非食品价格上涨2.2%，影响CPI上涨约
1.74个百分点。据测算，在5月份1.8%
的同比涨幅中，去年价格变动的翘尾影
响约为 1.4 个百分点，新涨价影响约为
0.4个百分点。

5月份，CPI环比下降0.2%，降幅与
上个月持平。绳国庆分析说，5月份，食
品价格环比下降1.3%，降幅比上月收窄
0.6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下降约 0.26 个
百分点，是CPI下降的主要原因。生鲜
食品价格延续下降走势，鲜菜和鲜果价

格分别下降4.6%和2.7%；猪肉和水产品
价格分别下降3.6%和1.0%，上述4类合
计影响CPI下降约0.26个百分点。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5月份以来，随着各地气温持续回升，蔬
菜供应充分带动食用农产品价格持续回
落。非食品方面，国内成品油价迎来年
内最大涨幅，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环比
上涨了3.7%和4.1%，带动交通工具用燃
料价格环比上涨 3.6%，同比涨幅达到
13.3%。

“从核心 CPI 下降和新涨价因素较
弱来看，真实的通胀水平温和运行略有
下行，不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连平说。

PPI同比涨幅扩大

5月份，PPI同比上涨4.1%，涨幅比

上个月扩大0.7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
出厂价格中，生产资料价格同比上涨
5.4%，涨幅比上月扩大0.9个百分点，影
响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4.07 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上涨
0.3%，扩大0.2个百分点。

从环比看，PPI 环比上涨 0.4%，由
上个月的环比下跌转为环比上涨。其
中，生产资料价格环比上涨 0.5%，影响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总水平上涨约
0.38个百分点。生活资料价格持平。

从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看，5月份，
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4.3%，涨
幅扩大0.6个百分点。

连平表示，5月份，PPI涨幅扩大，一
方面是由于需求回暖带动价格回升。5
月份六大发电集团日均耗煤量同比、环
比都有显著上升，近期工业生产有回暖

迹象。生产回暖带动钢材市场需求较
旺，黑色金属类产品价格上涨明显。
PPI回升与之前公布的制造业PMI上升
和工业初级产品进口量加大形成相互印
证，表明当前我国经济增长动能充足。

另一方面，受国际原油价格上涨影
响，石油和天然气相关产品价格上涨。
近期国际原油价格持续上涨，对我国相
关产业带来一定程度的价格推升作用。

PPI和CPI剪刀差现象将延续

此前发布的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
显示，5月份，我国制造业主要原材料购
进价格指数较上月上升 3.7 个百分点，
达到 56.7%；非制造业投入品价格指数
环比上升1.5个百分点，达到54.2%。有
人担心，投入品价格持续过快上涨，可能
会给市场带来通胀压力。从5月份的数
据看，制造业出厂价格指数较上月上升
3个百分点，达到53.2%。

交通银行预测认为，我国物价仍将
温和运行，但 PPI 和 CPI 剪刀差现象将
延续。“中国将显著增加对美国农产品与
能源的进口，这可以消除此前因为贸易
摩擦推高通胀的担忧，意味着未来一段
时间国内的通胀压力减轻。”连平说。

不过，连平也指出，近期国际原油价
格波动对我国工业价格有明显的输入性
影响，目前已经有较大幅度上涨，对我国
工业产业带来输入性通胀，近期上游产
品价格涨势已现，煤炭、铁矿石、原油价
格上涨，推高了PPI，但未来可能不会持
续上行。微观经济运行平稳，工业企业
利润增长较好，工业生产加快，对工业产
品价格带来一定的带动作用。因此，预
计未来 PPI 还有上涨的可能，三季度
PPI和CPI剪刀差现象延续。

5月份CPI同比上涨1.8%，PPI同比上涨4.1%——

真实通胀水平温和 经济增长动能充足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林火灿

本报北京6月9日讯 记者黄俊毅
从 9 日举行的 2018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大会获悉：目前，我国已拥有52项“世
界遗产”，名列世界第二。其中，“自然遗
产”12 项，“自然与文化双遗产”4 项，数
量均居世界第一，有效保护了一大批珍
贵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是去年经国务
院批准设立的，时间为每年 6 月的第二
个星期六。今年6月9日是第二个“文化
和自然遗产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
家公园管理局局长张建龙表示，世界遗

产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既承载着人类
的精神文化价值，又关乎着地球生态安
全。自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
然遗产公约》以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
积极履行公约，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快
遗产保护事业发展。经过 30 多年的不
懈努力，我国建立了中央、地方和遗产地
三级管理机构和队伍，形成了行之有效
的规划、建设、管护、监测、执法等综合管
理体系，既维护了生物多样性和文化丰
富性，又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
展和人民群众就业增收，还为全球遗产

保护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

秘书长秦昌威表示，国务院批准设立“文
化和自然遗产日”，对于促进社会公众更
广泛了解、保护和永续利用文化和自然
遗产的意义重大。我国自加入《保护世界
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在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方面的
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
有 52 项“世界遗产”，位列世界第二，成
为展示美丽中国、文化强国的亮丽名片。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期间，国家林业

和草原局将通过多种形式，深入开展自然
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系列宣传活动，
引导公众关心、支持和参与遗产保护与发
展，更好地服务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生态
文明建设。各地将在本地区的世界遗产地
和自然保护地内，采取游客门票减免、科
普讲座、有奖知识竞赛、公益展览等方式，
开展世界遗产进校园、“我的世遗我的家”
等遗产日特色活动，弘扬绿色发展理念，
促进公众对自然和文化遗产的认知，展示
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
利用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

我国已拥有 52 项“世界遗产”
“自然遗产”“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数量均居世界第一

青砖土木结构平房，两间正
房，并有一间小厨房和一间偏
房。走进细看，墙上挂着几幅照
片，仿佛在传达着岁月的故事。
灯盏、瓷碟、铁茶壶等生活用品无
不体现出这家人的简朴。

这就是位于广东省珠海市高
新区淇澳岛的苏兆征故居。

苏兆征，广东省珠海市唐家
湾镇淇澳村人，1885年生于一个
贫苦农民家庭。1903年，18岁的
苏兆征为了谋生，在香港外轮上
做杂役，并因此接触到经常乘船
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在孙中山
帮助鼓励下，苏兆征于1908年加入了同盟会，积极参加推
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等受到密探
追捕时，他机智掩护他们脱险。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很快在中国海员中
传开。苏兆征曾随船到过符拉迪沃斯托克等地，进一步了
解十月革命胜利的经过情况，并有机会阅读新文化运动的
书籍，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

1921 年 3 月，苏兆征和林伟民等人倡导，在香港成立
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会。1922年1月12日，在香港海员举
行的大罢工中，苏兆征被选为罢工总办事处总务部主任和
谈判代表之一。

1925年春，苏兆征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苏兆征
先后任全国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委员、中华海员工会联合总
会委员长、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长，是中国工人运动的著
名领袖。在中共五大上，苏兆征当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
候补委员；在党的八七会议和中共六大上，均被选为中央
政治局委员、常委。

严酷的斗争环境，长期的忘我工作，使苏兆征积劳成
疾，于1929年2月25日病逝。在生命的最后一息，苏兆征仍
然念念不忘组织群众进行斗争，对前去探望他的周恩来等
人说：“广大人民已无法生活下去，要革命，等待我们去组织
起来。”“大家同心合力，一致合作，达到革命的最后成功！”

1929年2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发出了悼念
苏兆征不幸逝世的第32号通告。通告指出：苏兆征同志在
工作中，充分表现了无产阶级的艰苦卓绝精神和坚决的政
治意识，他的革命精神，是全党的模范。通告要求全党学习
苏兆征的革命精神，向前奋斗。各地党组织通过各种方式
举行悼念活动，纪念这位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和杰出的
工人运动领导人。

家乡人民也没有忘记他，2010年实施了苏兆征故居文
保工程，修建了苏兆征故居陈列馆。

“苏兆征同志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工人运动和人民
的解放事业，他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苏兆征故居陈列馆
副馆长万滢说。 文/新华社记者 李雄鹰

（据新华社广州6月8日电）

苏兆征：从海员到工人运动的杰出领袖

苏兆征像（资料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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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南昌起义后，周恩来
等起义领导人率起义军南下广
东，在潮汕建立红色政权，后因强
敌围攻而失败。有一个人此时挺
身而出担负起护送周恩来、叶挺、
聂荣臻3位领导人撤离战区转移
到香港的重任，为中国革命做出
了重大贡献。他就是忠诚的共产
主义战士杨石魂。

杨石魂，原名秉强，字昌义，
1902 年 9 月出生于广东普宁南
溪镇钟堂村一个中医师家庭。

在榕江中学读书时，少年杨
石魂经常阅读《新青年》《每周评
论》等革命刊物，与进步同学一起研讨时事。1919年五四
运动的消息传到广东后，杨石魂在榕江中学组织了学生会，
带领爱国学生上街游行，声援北京学生。在杨石魂等学生
领袖的倡议下，汕头成立了岭东学生联合总会，杨石魂被推
选为岭东学联主席。五四时期杨石魂领导岭东学联开展的
爱国斗争，在潮汕地区的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920年，杨石魂考入广州铁路专门学校。在校期间，
他感时忧国，决心投身革命。1923年11月，杨石魂开始接
触马克思主义并在广州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任青年团广
东区执委会执行委员，负责宣传工作。1924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在广州期间，杨石魂结识了阮啸仙、彭湃等人，革命
思想日趋成熟。

1925 年 2 月，广东革命政府举行第一次东征，讨伐盘
踞在惠潮梅一带的军阀陈炯明。杨石魂受党组织委派，回潮
汕开展青年和工农运动，建立党团组织，任青年团汕头特支
书记、汕头市总工会筹委会主席，领导青年学生和工人群众
开展革命斗争。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杨石魂任汕头国民外
交后援会会长，领导汕头工人援助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

1927 年 4 月，潮汕的国民党反动派发动了反革命政
变，疯狂逮捕并杀害了大批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人士。杨
石魂被悬赏通缉，后在革命同志的掩护下转移到市郊农村。
根据党组织的决定，杨石魂将汇集在一起的农民自卫军和
工人武装组成工农自卫军，将队伍带到普宁，参加了普宁

“四二三”围攻县城的武装暴动，并协助成立了普宁县临时
人民政府。后率工农武装与海陆丰农军汇合，组建东江工农
自卫军，彭湃为总指挥，杨石魂先后任副总指挥、党代表。

1927年9月，南昌起义部队先后撤退到潮州、汕头，杨
石魂率汕头农军策应起义部队，释放被关押的革命同志，并
亲自护送起义领导人周恩来、叶挺、聂荣臻等安全转移到
香港。

1928年底，杨石魂被党中央调往上海工作。中共中央
负责人向他布置了到武汉重建湖北省委的任务。杨石魂服
从组织调遣，不避艰险，于1929年2月中旬到达武汉，出任
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秘书长，积极开展地下斗争。因斗争
环境十分险恶，杨石魂到武汉才两个多月，于5月初在省委
办公处不幸被捕。在狱中，他坚贞不屈，后壮烈牺牲，时年
27岁。

“先驱肝胆，义薄云天。”这是原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
江纵队二支司令员兼政委林川为杨石魂烈士的题词。

文/新华社记者 邓瑞璇 （据新华社广州6月9日电）

杨石魂：先驱肝胆 义薄云天

杨石魂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