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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操纵杆，眼观信号里程，不到

20分钟，调车司机吉冠旗便将一列入境

中欧班列牵引至室内集装箱换装库，班

列将在这里完成宽、准轨车辆间货物换

装作业。

在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

公司阿拉山口站宽轨场，调车司机是接

手入境中欧班列的“第一棒”，12位调车

司机担负着返程中欧班列站内牵引任

务。“我们的职责就是用最快的速度、最

安全的方法把班列牵引到位，保证作业

效率。”吉冠旗介绍。

位于中哈交界的阿拉山口口岸是

我国过货量最大、最为繁忙的陆上口岸

之一。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经

由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班列逐年

增多。去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海运和空运遇阻，凭借时效快、全天候、

分段运输的独特优势，经阿拉山口口岸

进出境的班列数量多次刷新纪录。2020

年经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的中欧（中亚）

班列达 5027 列，同比增长 40.1％。今

年，截至3月21日，阿拉山口口岸进出境

中欧班列数量达1192列。

为提升效率，让班列“快”起来，阿

拉山口站采取“优先编组，优先挂运，优

先发车”的措施，保证不间断接发中欧

班列。今年以来，经由阿拉山口站入境

中欧班列日均达11列。

在阿拉山口站的室内集装箱换装

库内，桥式吊车正在货运员的指挥下加

紧作业。阿拉山口是我国著名的风口

之一，常年刮八级以上大风。为解决受

大风影响不能进行集装箱换装的问题，

提高口岸过货效率，室内集装箱换装库

于 2008 年建成，建筑面积 2.26 万平方

米，设 40 吨桥式吊车 4 台，在库内实现

了车对车直接换装。

货装车间货运值班员谢伟说，如

今，换装库已实现高度机械化，货运员

的工作也基本实现电子化，班列虽然多

了，工作反而更轻松，“一列班列的换装

作业平均只需1个小时”。

为了更好地服务中欧班列高质量

发展，阿拉山口海关、铁路为中欧班列

设立专门窗口、开辟绿色通道，实现班

列业务 24 小时随到随办、全程优先。

去年，阿拉山口海关还与铁路部门联

合推广“数字口岸”系统，实现中欧班

列进口转关数据系统自动审核“秒级

放行”，出口班列转关核销手续 20 分钟

即可办结。

新疆阿拉山口捷安物流有限公司

是一家外贸进出口代理公司，公司关务

负责人王伟介绍，阿拉山口海关、铁路

部门高效通关作业，铁路运输成了外贸

企业性价比更高的选择，“一个月代理

业务车数 7000 辆到 8000 辆，最多达到

10000 辆，中欧班列占公司业务量的一

半以上”。

阿拉山口海关监管二科科长李宏

峰告诉记者，中欧班列搭载货物品类从

最初的电子产品扩展到汽车及配件、矿

产、棉纱等商品。中欧班列线路越来越

成熟，海关办理程序也越来越便捷。“今

年我们将实行出口转关自动核销，秒级

放行，同时推广铁路快通模式，进一步

简化企业在海关的手续办理。”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中欧班列还

带动了口岸跨境电商新业态蓬勃发

展。自 2020 年 1 月阿拉山口口岸首次

开展跨境电商以来，跨境电商包裹呈现

爆发式增长，单月数量最高突破 1000

万件。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 2 月底，海关累计监管出口包

裹超 4542 万件，货值逾 1.33 亿美元，包

括电子产品、服饰、日用百货等跨境电

商包裹出口至欧洲多国。

中欧班列是如何跑出新速度的
本报记者 耿丹丹

中国要强盛，就一定

要大力发展科学技术，努

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

和创新高地。那么，如何

落实“十四五”规划，真正

做到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经济日报记者专访了

中国科学院院士、高分子

化学家、香港中文大学（深

圳）理工学院院长唐本忠。

记者：“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反映了什么

趋势？

唐本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实现科技

自立自强，一方面是我们内在的需求，另一方面

是外部压力所致。

从内在需求看，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这个规

模，如果还走以前的发展道路，就会碰到瓶颈，必

须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从外部压力

看，中国发展到今天，已经“动了别人的奶酪”，对

我国科技和经济发展进行打压的外部压力日趋

常态化。

在内有需求、外有压力的情况下，要把科技

实力做上去，布局就很重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

力量”的提法，本身就包含一系列的科技布局，整

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

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创新

平台，这些对提高科研硬实力非常重要，也是“十

四五”期间将要重点着力的方向。

记者：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要建立新型

举国体制。新型举国体制有哪些显著特点？

唐本忠：新型举国体制要全民一心，要大兵

团作战。新型举国体制下的科技创新内涵，已经

发生了变化。

“两弹一星”时期，我们用举国之力补上以前

的缺口，是填补空白，但填补空白是跟在别人后

面走，是跟随而不是引领。时代发展到今天，我

们的发展模式要发生变化。以前劳动密集型的

人口红利快吃完了，中国人的工资也不低了，不

能还走低端路线，因为低端路线即使能赚钱，最

多只能达到中等收入。现在的新型举国体制，意

味着要超前考虑，为世界树立标杆，让别人跟着

我们走。

举国体制的最大好处是效率高。美国波士

顿一座桥修了若干年，而北京翻修一座桥几十个

小时就能搞定。所以，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一方

面，我们要优化科技创新内涵，要往更高端走，要

往无人区闯；另一方面，科学技术重大决策要听

取专家意见，鼓励科学家参与，力争不走或少走

弯路。

记者：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当前最需要

优先突破的难点是什么？

唐本忠：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在提高硬

实力的同时，必须发展软实力。

首先，人才培养非常重要，因为所有工作最

后都要落实到人。在过去的科技跟随阶段，我们

做国外做过的课题，有正确答案；但到了现阶段，

我们要做国外没做过的原创研究，没有现成答

案。这就需要高校改变教学方式，培养具备创新

意识的未来之星。

其次，建设创新文化极其重要。个人的创新

意识与整个社会是否具备创新文化息息相关。

现在，我国政府也开始重视创新文化的建设。在

“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一章中，专门谈到“持

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鼓励自由探索。

在现代社会，文化自信越来越倚重科学自

信。我期待我们能培育创新文化，建立中国人的

科学自信，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科研领域来，

突破实用主义的影响，做一些看似“无用”的研

究，这样才能实现跨越。

记者：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需要在基础

研究方面作出什么突破？

唐本忠：伟大的科学研究有两个层次：一是

改变世界的面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香港中

文大学前校长高锟的“光纤”，就是一个改变世界

面貌的发明。二是改变人们的思维。普朗克的

量子论，就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

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需要有做应用研究的

人，去改变社会的运转模式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但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可

能更重要。我们有14亿人，在世界科学史上能作

多少贡献？必须要有人去做那些超前的、现在看

不到任何用途的天马行空式的纯科学研究。

不做超前研究，就永远只能跟着别人跑。

100 多年前，曾有一位物理学家说，要去当那个

做面包的人，而不是做捡别人的面包屑吃的

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做好财务支持的配

置。现有的科研项目经

费竞争制度，有好处，可

以 逼 懒 人 干 活 ；但 坏 处

是 ，勤 快 人 也 被 逼 浮 躁

了。举个例子，你让数学

家陈景润去弄钱，他肯定

弄不到。对于基础研究，

要建立科学家工作室制

度，给予长期稳定的经费

支持，鼓励自由探索。

记者：“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提到“支持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形成国际

科技创新中心”，这也是强化国家科技战略力量

的重要举措，对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有何期待？

唐本忠：建设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属于“重

大科技创新平台”的范畴。北京、上海是高校和

科研院所集中地，搞科创中心理所当然。粤港

澳大湾区不太一样，这里不是传统的文化科研

中心，但现在大湾区发展势头非常好，优势也很

突出。

粤港澳大湾区经济体量非常大，人口基数

也非常大。整个珠三角经济发达，产业链完

备。深圳对年轻人的吸引力非常大，有非常好

的创新创业氛围。华为、腾讯和大疆等高科技

企业都出自深圳。对广州而言，黄埔科学城已

发展成大湾区的一个科技重镇。香港也有长

项，如法制健全、科研水平高、国际化氛围足

等。现有资源优势好好整合利用，相信未来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得会更好。

开栏的话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并从整合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加
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建设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等方面，对如何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进行了科学
谋划。本报今起推出“院士访谈录”专栏，邀请两院院士畅谈“十四五”期间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点和难点。

强化科技硬实力 厚植创新软实力
——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唐本忠

本报记者 佘惠敏

清明至，祭英魂。

那一串串永不褪色的名字，璀璨了历史的

星空，标定了精神的坐标。

他们舍生取义，涤净旧日腥脏；

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之火；

他们扎根奉献，点亮温暖人间；

……

历史不会忘记，从 1840 到 1949，中华民族

百年沉沦。

历史更加瞩目，从 1949 到本世纪中叶，中

华民族百年复兴。

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

百年来，信仰在奋斗中淬火，一代代革命先烈秉

承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心使命，赴汤蹈火、矢志不移，用鲜血和生命书

写了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凝聚起亿万人民共

创未来的磅礴力量。

追寻初心

清明前夕，巍巍武陵山，料峭山风浸染着早

春的轻寒。

1 日一大早，冒着扑面细雨，贵州铜仁市沿

河土家族自治县中寨镇大坪村的村民们自发前

往公墓，将亲酿的蜂蜜、精选的花枝摆放在一座

黑色墓碑前，深切缅怀他们的文书记——大坪

村驻村第一书记文伟红。

一年多前，在向深度贫困发起的最后冲锋

中，这位连续七年始终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

共产党员，把整颗心、整个身都留在了这里，化

为一座精神的丰碑。

还是这片红色的热土。

86 年前，刚刚经历了一次命运大转折的中

国工农红军，在四渡赤水、遵义战役等一场场铁

血鏖战中，奋勇拼搏、义无反顾，英烈的鲜血染

红了黔山贵水。

时空变幻，英魂不灭。

回望百年，当最早的一批播火者高擎起第

一面鲜红党旗时，集结于这面庄严旗帜下的革

命先驱，便始终牢记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

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救国、兴国、强国的征程中舍

生忘死、前赴后继，将功勋镌刻在祖国的大地上。

致敬英烈！

九原板荡的岁月里，他们坚贞不屈，以铮铮铁骨守初心、

以血肉之躯担使命——

“你是郭亮吗？”

“我承认是总工会的委员长郭亮，你们就可以杀了，不必

多问！”

“说说共产党的地下组织情况。”

“开眼尽是共产党人，闭眼没有一个。”

“你不说，我会严刑拷问的！”

“家常便饭。”

“我要砍你的头！”

“告老还乡。”——

这是 1928年 3月，年仅 27岁的共产党员郭

亮被捕后，在敌人“法庭”上的全部“供词”。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因担心郭亮在

群众中的巨大影响，不及再审，便将其秘密杀

害，并将头颅挂起来示众。

鲁迅得知此事后，愤然挥笔写道：“革命被

头挂退的事是很少的。”

李大钊、蔡和森、杨靖宇、赵一曼、刘胡兰、

邓中夏……无数革命先烈为争取民族独立和

人民解放抛头颅、洒热血，勇往直前以赴之，筑

起拯救民族危亡、捍卫民族尊严的钢铁长城。

苍山巍巍，江水泱泱。

英雄们在绝境中的不屈抗争，撑起了一个

民族的苦难辉煌。

致敬英烈！

筚路蓝缕的建设时期和春潮澎湃的改革

时代中，他们鞠躬尽瘁，以赤子情怀守初心，以

忘我精神担使命——

2 日清晨，在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的

西藏阿里地区，“守墓人”扎西加措早早来到狮

泉河烈士陵园，像往常一样，查墓穴、扫墓道、

清杂草。

在这座海拔 4400多米的烈士陵园里，97座

墓地分别属于63名进藏先遣连烈士和34名在建

设阿里过程中牺牲的烈士，其中就包括孔繁森。

“远征西涯整十年，苦乐桑梓在高原。只

为万家能团圆，九天云外有青山。”这首孔繁森

留下的诗篇，生动概括了他在高原的工作状

态：在藏十年，由援藏到调藏，他为当地的发展

呕心沥血，倾尽所有。

雷锋、谷文昌、杨善洲、罗阳、黄大年……

无数埋头苦干、拼命硬干的英烈志士，将滚烫

炽热的赤子之心投入祖国建设事业中。

心有大我，行止如山一般巍峨；赤诚报国，

心胸如海一般辽阔。

从实现民族独立，到建设社会主义，从掀

起改革热潮，到决胜全面小康，身处急难险重

最前沿的，正是一代代共产党人逆行而上、向

死而生的伟岸身躯。

从公开战线，到隐蔽战线，从看得见硝烟

的战场，到看不见硝烟的战场，充盈于天地之

间的，正是一群群“特殊材料”制成的共产党人“青春换得江

山壮，碧血染将天地红”的浩然正气。

全民族抗战的同仇敌忾，渡江战役的横扫千军，抗美援

朝的英勇无畏，抗洪抢险的勇往直前，抗疫斗争的逆行出征，

脱贫攻坚的尽锐出战……历经百年风雨，在中华民族从站起

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处处都是可歌可泣的英

雄礼赞，处处都是凯歌前行的豪迈宣示。

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

宝贵生命的烈士约有 2000 万。他们大多数是共产党员，大

多数无名无姓。有名有姓的烈士只有196万。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

魂魄毅兮为鬼雄。

1949 年 9 月 30 日，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在天安门广

场隆重举行。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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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4月4日讯（记者齐慧）交

通运输部数据显示，4 月 3 日，全国铁

路 、公 路 、水 路 、民 航 发 送 旅 客 总 量

5143.4 万 人 次 ，环 比 增 长 14.23% ，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3.04%，比 2020 年同期

增长157.26%。

其中，铁路发送旅客1463.6万人次，

环比增长 24.12%，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3.90%，比2020年同期增长276.70%；公路

发送旅客3408万人次，环比增长10.20%，

比 2019年同期下降 3.40%，比 2020年同

期增长122.30%；水路发送旅客121.17万

人次，环比增长104.59%，比2019年同期

下 降 43.46% ，比 2020 年 同 期 增 长

220.52%；民航发送旅客 150.63 万人次，

环比下降 12.63%，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3.90%，比2020年同

期增长360.60%。

为避免出现局

部拥堵情况，各地

开通清明节祭祀专

线运营，满足群众

出行需求。北京交

通部门在做好 1、4、15、16 号线和 S1 线

轨道交通等紧邻陵园线路运力保障的

基础上，适时加开临客。琼州海峡自推

出预约过海制以来，小汽车和客车平日

网上购票率分别为45%和85%左右。广

州汽车客运站首次上线信息发布系统

二期工程，增加了 20台 LED 屏幕，为旅

客清晰呈现班线发车情况。

清明假期首日发送旅客同比增长157.26%
民航发送旅客增长360.60%

4月 3日，云雾中的安徽省安庆市岳

西县河图镇龙门大峡谷千亩野生高山杜

鹃竞相开放，美不胜收。当日，河图镇春

雨间歇，素有“华东第一大峡谷”美誉的

龙门大峡谷山间云雾缭绕，姹紫嫣红，

宛如仙境。清明假期，云雾杜鹃胜景迎

来八方游客，人们徜徉其中，尽享“花海

盛宴”。

左学长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