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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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

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明确提出“科

技界委员和广大科技工作者要进一步

增强科教兴国强国的抱负，担当起科技

创新的重任”的殷切期望。广大科技工

作 者 深 受 鼓 舞 ，深 感 使 命 在 肩 ，责 任

重大。

科技自立自强是国家强盛之基、安

全之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通过

全社会共同努力，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

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

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

并跑、领跑阶段，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

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

能力提升。

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蓝图，我们的前途

一 片 光 明 ，但 脚 下 的 路 不 会 是 一 马 平

川。目前，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

支撑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

距，关键零部件、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

面还没有根本改变。要补齐诸多短板，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就需要进一

步推动科技创新。

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世界已经进入大

科学时代，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越来越

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导对基础研究产

出的影响越来越大。高水平研究型大学

作为我国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不仅要持

续发挥自由探索的优势，更要面向国家急需、行业所需开展应用牵

引、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目标导向类基础研究和自由探索类

基础研究的双轮驱动机制。

打造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重要举措。企业是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技术进步的主

要推动者。要充分发挥企业作为研发应用新型生产工具主力军的

作用，大力推动各类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为企业营造良好创新生

态。要鼓励、支持引导行业领军企业和掌握关键核心技术的专精

特新企业深化改革、强化创新。

完善政产学研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的必要保障。创新政产学研合作模式，要发挥国家实验室、国

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的作用，围绕国家

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组织协同攻关，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同时，

要健全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使命重在担当，奋斗创造未来。广大科技工作者必须深刻认

识到科技创新在新质生产力发展中的关键作用，坚定创新自信，勇

攀科技高峰，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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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平委员——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本报记者 吉亚矫

吴建平委员——

攻坚关键核心技术
本报记者 吉亚矫

3 月 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在看

望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

革、科技界、环境资源界委员时强调，

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

“联组会上，我围绕‘以互联网核

心技术支撑网络强国建设和高质量

发展’的主题作了发言。”全国政协常

委、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关村实验室

主任吴建平表示，在现场深刻感受到

总书记对科技界委员和科技工作者

的鼓励和期望，下一步要深入贯彻落

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结构，建设网络强

国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基础，而互联网

核心技术是网络强国的“命门”。吴建平

委员认为，互联网体系结构是互联网核心

技术的关键内容，要掌握互联网发展主动

权，就必须突破核心技术这个难题。

核心技术攻坚战是一场硬仗，也是一

场持久战，要久久为功、接续奋斗。“实践

告诉我们，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

来、讨不来的。”吴建平委员表示，要尽快

突破和提升互联网核心技术的科研实力，

推进互联网核心技术高水平人才队伍培

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他建

议，设立国家互联网核心技术重大科技攻

关项目，把互联网核心技术作为支撑网络

强国建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性、基

础性和前瞻性技术。

面对新征程，吴建平委员表示，要坚决

打赢互联网核心技术攻坚战，把创新主动

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为建

设网络强国和实现高质量发展保驾护航。

徐玖平委员——

培养更多创新人才
本报记者 李子娇

习近平总书记 6 日下午看望参加全国

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境

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指出，进一步

激发各类人才创新活力和潜力。

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教授徐玖平

表示，推动高质量发展，人才是第一资源、

创新是第一动力，加强高校通识教育是培

养 高 素 质 创 新 人 才 的 一 项 重 要 举 措 ，有

助 于 提 高 人 才 综 合 素 质 ，激 发 人 才 创 新

潜力。比如，我国高校对运筹思维通识课

程的师资建设、教学管理，与日益凸显的运

筹思维重要性不匹配、与提高大学生核心

竞争力的需求有差距，对创新型人才培养

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

“在数字化转型发展日益加快、高素

质人才需求日益增多、大学生就业竞争日

益激烈的时代，通识教育将对人才培养和

经济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徐玖平委员说。

徐玖平委员建议，要结合国内高等教

育的现状和需求，遵循教育规律，深入实

施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提高教师专业素

养和教学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

与智能化实践方式的有机融合，激发不同

专业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要注重科

学谋划人才培养，在选拔、培养、评价、使

用、保障等方面进行体系化设计，加快相

关课程指导政策的制定，通过加强教师培

训和教材建设、建设高质量教学课程、丰

富相关教学与实践模式等方式，引导学生

逐步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造就一批国家

创 新 发 展 需 要 的 创 新 型

人才。

赵宇亮委员——

筑牢基础研究根基
本报记者 包元凯

6 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

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

境资源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加强

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赵宇亮

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赵

宇亮委员表示，总书记要求

“加强基础研究和应用

基 础 研 究 ”，令 他 深

感 振 奋 。 基 础 研

究 是 科 技 创 新

的 源 头 ，是

高质量发

展的根

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发展新质

生产力，建设科技强国，离不开对基础研究

和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视。

“以纳米药物为例，纳米药物将传统药

物放在纳米颗粒当中，纳米颗粒作为一种

输送介质，像快递小哥一样把药物输送到

它该去的地方，解决了传统药物难以精准

达到病灶的技术性问题，提升了药效，减少

了药物对人体的损害。”赵宇亮委员说。

赵宇亮委员表示，当前，还存在企业投

入科技创新意愿不足等问题。如何调动企

业投入科技创新或者科技成果转化的积极

性，把企业技术创新与基础科研成果紧密结

合起来，需要国家和有关部门进一步关注。

赵宇亮委员建议，首先，要建设成建制

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加速形成新质生产

力。从基础科学原理和创新理论出发研发

新技术新产品，产出源头技术、底层技术，

尽快从跟踪模仿转变到创新发展模式。其

次，要建立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科技考

评体系，让知识创造者更有价值，让价值创

造者更有价值。

种衍民代表——

完善科技评价体系
本报记者 胡文鹏 谢 瑶

3 月 6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

国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的民革、科技界、环

境资源界委员时指出，健全科技评价体系

和激励机制。

“总书记的讲话一语中的，建立和完善

‘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背景下的科技评价

体系和激励机制，是发挥企业创新主体作

用，激发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推动经济社

会发展关键之举。”全国人大代表、特变电

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特变电工衡阳变

压器有限公司董事长种衍民说。

种衍民代表表示，完善的科技评价体

系、正向的激励机制，将助力科技创新不断

突破、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只有在评价体

系、激励机制上更加科学、更加有效、更加全

面、更加完善，才能从根本上激发人才的主

动性和创造性，激活创新源头活水。

种衍民代表介绍，近年来，特变电工成

立研究院，为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搭建完

善平台、筑牢坚实人才基础；同时，不断完

善企业职工科技创新和成果推广与应用激

励机制，提升技术人员在新产品研发、科研

等方面的积极性。目前，特变电工在深海

风电领域取得一系列国际领先的技术成

果，成功研制了国内首台 66kV 海上风电塔

筒变压器、世界首台 66kV 海上风电 C-GIS

充气柜等。

种衍民代表表示，特变电工将持续完善

科技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围绕新质生产力

持续开拓全产业链，围绕国家“双碳”战略和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断激发创新活力，提

升研发实力，为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严纯华代表——

深化体制机制改革
本报记者 武亚东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看 望 参

加全国政协十四届

二次会议的民革、科

技 界 、环 境 资 源 界 委 员

并参加联组会时要求科技

工作者务实建言献策，助力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和人才发展体制

机制改革。

“科技体制改革要从管理体系、财

政体系、科学伦理体系、评价体系等多维

度全方位统筹，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

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兰

州大学校长严纯华表示，国家把科技体制

改革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内容，全面

发力、多点突破、纵深发展，支撑全面创新

的制度性、基础性框架基本建立，推动我国

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

严纯华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科

技体制改革从单一的国家资助体系逐步走

向多元化。在这个过程中，要把政府、企业

和社会力量联合起来，形成多维度、多层

次、多元化的支柱体系来助推科技行业的

高质量发展。科技体制改革要真正使科研

院所走向企业；同时也能够促使企业走上

自主创新的道路，积极联合科研机构、高等

院校来攻坚克难。

严纯华代表建议，要探索出一条社会力量

资助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研发的新路径，并

予以税收减免优惠，同时将其纳入国家资助

体系，更好地支持和激励科研人员心无旁骛

地探索科学前沿，拓展未知边界，为人类社

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启发新路径。

图为天舟七号货运飞船与长

征七号遥八运载火箭组合体。

胡煦劼摄（新华社发）

3 月 6 日，

全国政协十四届

二 次 会 议 举 行 小 组

会议。全国政协委员时

燕（右一）在发言。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3 月 7 日下午，全国政协十

四届二次会议举行小组会议。

会前，科学技术界几位委

员围绕激发科技人才

创新活力话题进行

交流讨论。

本报记者

赵 晶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