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参观了两处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被深深
震撼，同时也深受鼓舞。谈家桢院士是国际遗传学
家、中国现代遗传学奠基人，屠呦呦先生发现的青蒿
素挽救了全球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数百万人的生命，
从而成为首获科学类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前辈的成
就让我感到骄傲，同时也从中产生了动力。两位科
学家在十分艰苦的年代尚且能够克服重重困难，产
出硕果累累的研究成果，我们现在有这么优越的科
研环境，更应该弘扬科学家精神，把前辈的优秀品质
传承下去。

作为研究海洋生物的科技工作者，同时作为女
性科技工作者，我觉得从屠呦呦先生身上可以体会
到很多积极向上的东西，这些对当今职场女性都有

很大的启发和激
励作用，比如对
所从事的事业的
坚守精神，每个
女性都应该有自
己的事业，都应
该具备一种敬业
精神，在专业领
域不断耕耘、坚
守，最终总能开
辟一片天地。另
外，在屠呦呦先
生身上也可以学习到“所有的为时已晚，都是恰逢其
时”。只要有一颗努力奋斗的心，无论何时开始，对
于自己而言都是最合适的。

有颗奋斗的心，何时都可以开始

郭宝英（浙江海洋大学科学技术处副处长、教
授）

个人的发展和祖国的发展是一体的。我们这一
代青年科学家依托日益强大的祖国，赶上了好时代，
更应瞄准祖国的需求，在相比欧美发达国家还比较
薄弱的研究领域去奋斗。作为一名植物方向的青年
科技工作者，应该立志于种源“卡脖子”技术攻关，为
提升我们设计育种能力潜心去做研究。也希望这一
批优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可以得到相对比较稳定的
经费支持。

在浙大教书育人的过程中，我特别能感受到新

一代年轻大学生
的朝气。我会在
课堂上注重讲授
我国老一辈科学
家 的 科 研 历 程 ，
希望老一辈科学
家的精神在新一
代年轻人中得到
进一步的继承与
弘扬。

瞄准祖国需求，潜心卡脖子技术攻关

徐娟 (浙江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植物生物学研究
所副所长、教授）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支撑”。长期以来，一代
又一代科学家怀着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怀，凭借精湛
的学术造诣、宽广的科学视野，为祖国和人民作出了
重大贡献。在省科协这次精心组织下，我有幸参观
了屠呦呦旧居，受益匪浅、感触颇深。

屠呦呦前辈用兢兢业业的敬业精神，攻克了世
界医学多年的难题，救下了无数病人，从她身上我深
深感受到伟大的科学家精神。她身上折射出来的科
研精神，极大地激励了我们年轻一代教育科研人，踏
实育人，积极科研，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研究过程中

结 果 失 败 的 落
魄。向屠呦呦等
老一辈科学家学
习，就是要迎难而
上，在自己的研究
领域一步一个脚
印去做，坚持求实
创新，努力突破我
们现在面临的“卡
脖子”难题，为国
家的科学事业贡
献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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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 创新 求实 奉献 协同 育人
浙江青年科学家专题座谈弘扬科学家精神

科学家精神首先讲的是爱国精神。作为科研工
作者，我主张从务实的角度来阐述爱国精神。例如，
我的专业是药学，研发新药，为疑难杂病提供安全有
效的解决方案，助力“健康中国”，应当作为每一位药
学人的初心和最高追求。屠呦呦先生发现了青蒿
素，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是每位药学青年科研工
作者的榜样！

屠呦呦先生研究青蒿素的主要时间集中在1969
年至 1972 年期间，之后她与团队一直从事青蒿素的
应用和推广，这一研究成果到 2015 年才获得国际社

会高度认可，跨越
40 多年时间。这
就要求青年科技
人才坐得住“冷板
凳 ”，耐 得 住 寂
寞。当然，也希望
我们的科研评价
体系能够更加完
善，可以更客观、
更快地挖掘出真
正的科研栋梁，加以呵护培养，使其发挥更大的潜
能，作出更大贡献。

完善科研评价体系

10月11日，浙江省科协、宁波市科协共同组织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弘扬科学家精神指示精神座谈会。10余位不同领域的青年科学家，实地考察了宁波的谈家桢生命科学教育馆、
屠呦呦旧居等首批中国科协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设身处地感受老一辈科学家们的精神，并围绕弘扬科学家精神这一主题进行专题座谈。

座谈会上，青年科学家们围绕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这一时代主题，结合各自的学习经历、科研工作等分享其对科学家精神的感悟，畅谈如何更好地实
现高质量科技自立自强，还结合自身工作实践，就如何更好地完善科技评价机制提出了意见建议。

王立平（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海洋新材料重点实验室
主任、浙江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副主席，省特级专家）

浙江具有非常好的人才生态和成长土壤，这是我
的亲身感受。我于 2015 年到宁波以后，在工作、生活
甚至成长的每一个环节，都得到了省里市里各方面的
关心和厚爱。

现在年轻人面对更多的挑战，同时也是成长的机
遇和对未来的担当体现。今年我参加了一个国际性的
科技创新大会，和国外的青年科学家同台作主题发
言。我感觉我们这些青年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感，比国
外的同行更强烈。老一辈科学家身上的优秀品质已经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青年一代。比如我们单位里把“十
五五”期间甚至未来更长远的一些国家科研任务都放
到了“十三五”“十四五”中去攻关，对团队的挑战非常
大，但是我们没有“躺平”，没有推卸责任，而是敢于面
对挑战和艰难。所以从2015年到现在，我国的4代核
电、大量的海洋装备方面的一些关键技术，过去都是靠

国外的技术支撑，
现在已经全部实现
了自主可控。

团 队 里 的 留
学回国人员，他们
的爱国情怀发扬
得非常好，所以团
队才能在这几年
为国家解决多项
关键技术难题，为
宁波、为浙江的相
关产业发展提供重要支撑和要素保障。我觉得大家
可以放心支持这一代年轻人的发展。

今年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在金华组织了一个
助力金华产业发展的科技创新活动，金华市政府给我
发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我觉得这就是青年科学家
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希望有更多优秀的人能加入省
青高会，共同为浙江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

行业创新，科研人才处在最好阶段

敢于面对挑战和艰难

我们现在各行各业都产能过剩，所以要更加追求
创新，每一个行业都要实现创新的时候，科研人才就
处在了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成长阶段。现在国家花了
大力气培植人才发展的沃土，我就从企业人才建设的
角度来谈谈科学家精神。

人才的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具有胸怀祖国、服
务人民的爱国精神，这是人才建设最重要的一点。如
何调动年轻一代的爱国精神？要体现在立大志上，建
立起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要站到国家需要的地方
去，这是我对爱国精神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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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点是对人才自身

的要求。创新能力
要能严谨，要静得下
来，然后才能动，敢
打敢拼。一动一静，
才能做好自己的专
业。

说到甘为人梯、
奖掖后学的育人精
神，大家都特别关心
对年轻人的培养，其
实这也对自己提出
了要求，你都没培养好自己，怎么可以去培养人家？

如何看待人才？你的成果好不好，能不能为社会
做出贡献，这就是对你是不是人才的最好衡量。各位
一定要踏踏实实的，一定要出好的成果，一定要对国
家有贡献。

弘扬科学家精神，重塑创新文化，是水稻所今年
的创新文化建设主题。现在青年科学家有很好的发
展机遇，年轻人就要在这个当口上站出来，为单位为
国家作出一点贡献。

我刚开始做水稻研究的时候，导师就说，如果你
想赚钱发财，就不要做水稻。要赚钱你就去搞其他
的。但从我这么多年在这个行业里做下来，感觉还是
选对了方向。种子是农业的芯片，特别受国家和省里
重视。我国的水稻科研实力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水稻
对我国粮食安全的贡献比较大。水稻这个行业诞生
了很多位著名的院士，他们都对国家作出了巨大贡献
的，包括今年去世的袁隆平先生，前年去世的卢勇根

先生，他们都是奔着
国家的重大需求去
的，不求回报。这一
批老一辈科学家给
我们做出了榜样。

在育种这个行
业，我们的种粮芯片
在水稻这块是没有
被“卡脖子”的，但是
后面有可能会被“卡
脖子”。一旦新的技
术有了发展，比如说水稻的基因编辑，有可能会打破传
统研究的天花板，就像以前的大豆基因编辑技术一
样。所以我们年轻一代现在就应该站出来在基因编辑
的原始创新上做一点工作，将压力化成科研的动力。

将压力化成科研的动力

王跃星（中国水稻研究所国家水稻改良中心副
主任、研究员）

走访了两处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学习了科学家
精神，我有三点体会：

第一是要加强个人修养，通过个人的从小到大的
学习、从成长环境到团队的建设，建立深沉的爱国情
怀，以及面对诱惑、面对挫折打压的韧劲。我们要保
持初心，从学习到工作的过程中，要秉持一种基本的
人文素养和科学家精神。

第二点就是要加快技术落地。创新有很多种，
一种是仰望天空，星辰大海，另一种是脚踏实地，臻
于至善的技术转化。我们来自制造企业，最重要的
就是把国家赋予我们的机会，更好地用于为社会和
百姓增加福祉，降低产品的使用成本，增加使用效
益。

第三点是传道育人。谈家桢院士讲过他一生没
有金钱，培养的学生就是他的财富，谈家桢生命科学

发展基金引领了
很多后辈去学习，
让他们即使没有
家庭背景也可以
在社会上创造智
慧、贡献力量。我
们国家人才评价
的困境是，没有高
级职称，没有人才
头衔，很难获得良
好的待遇、上升渠
道，社会认同感也不高，这很难让技术人员沉下心来
作技术创新，这是现阶段我们的痛点。

最后谈谈人才评价体系。对工匠型、技术大拿型
人才现在没有合理的评价体系。如果只把目光聚焦
在最高级人才上，会影响很多年轻人从事技术工作的
信心，建议国家确定一个普惠性的人才政策。

初宁（浙江上风高科专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首席
科学家、高级工程师）

俞建成（宁波大学国家工程实验室分中心主任、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我近期看了一部电视剧《功勋》，非常感动也非
常有共鸣，因为里面八位人物有五位是科学家，这也
反映出国家现在对于科学家非常重视。

我们团队是从美国回来的，当时就是想回到宁
波、回到浙江做点事情。

今天我们在屠呦呦旧居里看到青蒿素，青蒿素
的提取中用到的成分和结构的鉴定技术，就是我们
团队现在做的这个质谱仪技术。质谱仪在国家战略
领域分析检测中具有重要作用，这个技术当年国际
上对中国是封锁的，实际上现在部分军工领域还是
封锁的。我们现在将它落地宁波做这项研究，未来
还要谋划成立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我原来的导
师是一位中科院
院士，他身上有两
点让我印象特别
深刻，一是他从来
没有发过一篇论
文，但是获评中科
院院士，第二个就
是他一辈子只做
一件事。当年他
一直研究我国的
地球同步静止气象卫星，从此解决了我国天气预告
不准的问题。我从他身上看到的是大写的实干。对
我们搞科研的来说，创新和实干是分不开的，这是非
常重要的科学家精神。

做科研，创新和实干是分不开的

王岳军（浙江天蓝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程师，正高级工程师）

今天有幸参观了谈家桢和屠呦呦两位老一辈科
学家的旧居，学习两位老前辈的光荣事迹，我深深被
两位前辈的科学家精神所感动，这是胸怀祖国的爱
国主义精神、勇于创新的开拓精神及淡泊名利的奉
献精神的完美结合所形成的一种独特气质。

作为新一代青年科学家，我们在所从事科研工
作过程中不仅要坚持严谨求真的求实态度，更应该
胸怀祖国，以服务人民为目的，始终团结在党的周
围，时刻保持红心，秉持本心，不忘初心，坚持虚心，
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红色科学家。

作为一名从
事环保工作的科
技工作者，我在以
后的工作中，会时
刻牢记自己是一
名共产党员，继承
和发扬前辈的科
学家精神，并在实
践中践行，为我国
打赢蓝天保卫战
贡献自己的一份
力量。

做一名优秀的红色科学家

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迎难而上

张群莉（浙江工业大学激光先进制造研究院副
院长、教授）

王雷（宁波中策动力机电集团有限公司，船用动
力研究院院长，高级工程师）

党中央提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全面总结了老
一辈科学家们的优秀品质，也对新时代的科研工作者
提出了要求，指引着我们每一位从事科学研究、技术攻
关和产品研发等方面科技工作者的前进方向。

在这六大精神里面，我觉得最具精神力量的是
爱国精神，爱国是第一位的，有了国家，才有我们，爱
国必须要贯穿始终。

其他五大精神也缺一不可：创新是永恒的主题，
作为企业技术工作者，创新要结合国家需要、市场需
要以及企业自身发展需要，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要
落到实处。求实精神要求我们立德为先、诚信为本，
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脱离客观实际，哪怕失败了也要
好好分析，得出经验总结。奉献精神要求我们沉下
心，不浮躁，不追逐时髦，不因环境的不良因素影响
自己，要把自己的方向做扎实，勤于思考，敢于啃硬
骨头。协同精神对于新时代也非常重要，因为现在

的科学与技术问题
往往涉及到学科交
叉，需要不同单位、
不同部门，甚至不同
国家之间的协同合
作，这就需要协同，
发挥1+1＞2的效果。

最 后 一 点 是 育
人精神，决定着科研
方向、团队的延续和
发展，没有对新人培
养和提携，会不可持
续，这一点在企业里的我深有体会，企业需要不断培
养新人，让有能力、想做事的人冒尖，要建立人才梯
队，形成良好生态。

新时代下我们有着越来越好的环境和条件，年
轻一代要多一点吃苦耐劳，少一点享乐主义，营造周
边良好风气，形成正能量，为国家、为集体事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六大精神缺一不可，爱国是首位

保持初心，加快技术落地

本报记者 叶扬 郑娜莉 整理

吴慧明（浙江开天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教
授级高级工程师）

陈侠斌（杭州师范大学微生物与生化药学教研
室主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