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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以来，一代又一代科技工作者前赴

后继，接续奋斗，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科

学奇迹，挺起了中国的脊梁，锤炼形成了中国科学

家独有的精神品质。这种精神品质有一个响亮的

名字——科学家精神。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

2020 年 9 月 11 日，一场备受瞩目的科学家座谈

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并指

出，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

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

什么是科学家精神？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

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

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

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

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这六个方面，构成了科

学家精神的主要内涵。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科学家在民族

百年复兴路上，传承传统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践

行科学救国、报国、兴国、强国的初心理想，形成了

与西方科学家迥然不同的精神气质，塑造出宝贵的

中国科学家精神。”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

授李斌说，作为科学后进国家，面临救亡重任，爱国

始终是中国科学家精神的核心标签。

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作为科学家精神

的第一要义，爱国在钱学森身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1955 年，出于国家研制火箭、导弹的需要，辗

转回到祖国的钱学森，作出了人生又一次重大选

择：从学术理论研究转向大型科研工程建设。”在一

次活动上，钱学森之子钱永刚与现场观众分享起钱

学森为民族复兴五次改变人生选择的故事。

这一次的选择究竟意味着什么？钱学森晚年

曾经跟他的秘书说过这样一番话：我实际上比较擅

长做学术理论研究，工程上的事不是很懂，但是国

家需要我干，我当时也是天不怕地不怕，没有想那

么多就答应了。

“钱学森既然把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工作的选

择，就义无反顾地把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航天事

业。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中国跻身世界航天大

国之列。钱学森出色地完成了国家赋予他的任

务。”钱永刚动情地回忆说。

时代需要科学家精神

伟大精神造就伟大事业。回顾党领导的中国

科技事业发展史，李斌介绍，1958 年党中央作出研

制原子弹、氢弹和导弹的重大决策，以钱学森、钱三

强等为代表的科学家，以身许国、默默奉献，铸就了

“两弹一星”精神。这些科学家“干惊天动地事，做

隐姓埋名人”，为中国科学家精神树立起一座不朽

丰碑。

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大力提倡和弘扬科学

家精神？中科院副院长、党组副书记阴和俊说，中

国科技之所以能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用短

短 70 余年的时间，就取得“两弹一星”、载人航天

与探月工程、北斗导航、载人深潜、量子科技等一

系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

几代科学家发扬了听党指挥、求真务实、报国为

民、无私奉献的优良传统，铸就了“两弹一星”精

神、载人航天精神、北斗精神、探月精神、载人深潜

精神，形成了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

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阴和俊说。

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刘桂菊看来，改

革开放以来，我国科技事业迅速发展，取得了巨大

进步和成就。但是，在各种因素影响下，少数科研

人员欠缺科学家精神，其工作以名和利为导向，追

逐各类“帽子”及背后的利益等，甚至把个人的利益

置于集体和国家利益之上。

“现在，世界的竞争很大一部分已经变成科

技的竞争。我国的发展迫切需要在科技上自立

自 强 ，解 决 国 家 发 展 中 的 科 学 技 术‘ 卡 脖 子 ’问

题。”刘桂菊说，在这样的背景下，党中央十分及

时地提出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要求广大科技

工 作 者 要 肩 负 起 历 史 赋 予 的 科 技 创 新 的 重 任 。

这对我国科技事业的健康发展有着十分重大的

意义，也必将对广大科研人员的精神面貌产生十

分积极的影响。

在传承中创新发展

“您的事迹，诠释了什么叫做科学家，您说‘一

个科学家的生命已经不属于自己，他应该属于创建

科学的巅峰’，这些事，这些话，已经成为当下科技

工作者的指引，您早已超脱科学家本身，成为了科

学家精神的代表⋯⋯”今年 7 月 15 日，中科院力学

研究所报告厅，钱学森科技攻关青年突击队队员、

中科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文皓动情地宣读队员

们“写给”钱学森先生的一封信。

当天，中科院在该院力学研究所为首个弘扬科

学家精神示范基地授牌，并为以老科学家命名的首

批三支科技攻关突击队授旗。当突击队冠以钱学

森先生名字的那一刻，年轻的李文皓感觉心中的弦

猛地一紧，担子猛地一沉，而信念也变得更加坚

定。“我们会发扬老一辈科学家精神，不负韶华，奋

勇前进，用我们的青春和人生，谱写新的篇章。”李

文皓说。

今年 3 月份，中科院党组在全院开展“传承老

科学家精神 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在行动”专项

工作。一场用实际行动传承老科学家精神、推进科

技自立自强的青年运动，在中国自然科学领域最高

学术殿堂拉开了序幕。

以九章地球模拟科技突击队为例，团队相继开

展了模式研发、并行优化、软硬件适配等一系列技

术攻关，自主研发出全球和区域高精度地球系统模

式，并实现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地球系统数值

模拟装置”提前落成启用。

受到感召的还有很多年轻科研工作者。17 年

前，受前辈鞭策与鼓舞，王冰选择加入中科院遗传

发育所，开展水稻高产优质相关研究，立志为国家

粮食安全尽一份力。每当遇到困难与挫折时，前辈

们刻苦攻关、敢为天下先的精神总能指引她战胜一

个个“拦路虎”。多年来，王冰与团队成员紧密合

作，阐明植物激素独脚金内酯调控株型和产量的分

子机制，发现其在水稻绿色革命及高产品种选育中

发挥的核心作用。相关工作还入选了中科院“率先

行动”计划第一阶段重大科技成果及标志性进展。

“作为一名奋战在科研一线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我将始终牢记初心使命，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

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努力把自己的科学

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融入民族复兴的

伟大征程中，以实际行动传承弘扬科学家精神。”王

冰说。

以岗为家战疫情
本报记者 沈 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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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庆祝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行控制中心指挥大厅庆祝我国首次火星探测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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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永不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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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头利落短发，笑起来眉眼弯弯。“80 后”的王

奇慧，是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的一名研究员。如果

在人海中擦肩而过，你很难注意到这位瘦弱的女子，

然而在关键时刻她和同事们一起扛起了国家重任。

2020 年 1 月 27 日，大年初三，微生物所领导班

子召开动员会，甄选进行新冠病毒操作的科研人

员。彼时，面对一个又一个倒下的鲜活生命，实验究

竟意味着什么，王奇慧和所里的科研人员心里都明

白。“让我去吧！”面对新冠病毒，王奇慧和微生物所

科技处副处长仝舟第一时间站了出来。

时间就是生命。早一秒钟研究出新冠肺炎治疗

性抗体，人类面对新冠病毒就少一分危险。加快研

究进度，王奇慧和她的“战友们”开始连续奋战：一批

科研人员在实验室干到凌晨两三点钟，另一批科研

人员黑夜里赶来，接班继续。因为只有这样，实验才

能不间断、连轴转。

从接到任务的那一刻开始，作为科研团队核心

骨干的王奇慧，几乎“长”在了实验室。想不想家？

想！王奇慧回答得干脆利落，但她说：“每次回家看

一眼 6 岁的儿子，就有了更大的动力。”

守得云开见月明。在中科院院士高福的带领

下，王奇慧与同事们一路砥砺前行。2020 年 6 月 5 日

与 8 日，科研团队研发的新冠肺炎治疗性抗体分别

在中国和美国进入临床试验，这是全球首个中美同

步开展临床试验的新冠肺炎治疗性抗体。此时距离

团队开始科研攻关只用了不到 5 个月。目前，该抗

体已经获得美国、巴西、欧盟等国家和地区的紧急使

用授权，成为首个进入美国和欧盟的中国抗体药物，

为全球新冠肺炎的治疗贡献了中国方案。

科学无止境，探索永不停。新冠肺炎治疗性抗

体的研究、新冠病毒溯源、疫苗研发，怀抱“创新为

民，科技报国”的初心，王奇慧和她的同事们再接再

厉，一项项关于新冠病毒的科学研究陆续取得重大

突破，也为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持久战提供了有

力的科技支撑。“有国才有家，祖国繁荣富强，我们才

有未来。”王奇慧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