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北京 6月 24日电 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和中国科学院第二十一次院士大会、
中国工程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 24日上午在人民大会
堂隆重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
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科技兴则民族兴，
科技强则国家强。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作
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必
须充分认识科技的战略先导地位和根本支撑作用，锚
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战略目标，加强顶层设计和
统筹谋划，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李强主持大会，丁薛祥宣读奖励决定，赵乐际、王
沪宁、蔡奇、李希出席。

上午 10时，大会开始。解放军军乐团奏响《义勇
军进行曲》，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丁薛祥宣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2023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仪式号角响起，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3年度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的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和清华大学
薛其坤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
贺。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位最高奖获
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
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在热烈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战略，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任务，不断深
化科技体制改革，有力推进科技自立自强，我国基础
前沿研究实现新突破，战略高技术领域迎来新跨越，

创新驱动引领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科技体制改革
打开新局面，国际开放合作取得新进展，科技事业取
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习近平强调，在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实践中，我
们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积累了许多重要经验，主要
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自主创新道
路，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导向，
坚持以深化改革激发创新活力，坚持推动教育科技人
才良性循环，坚持培育创新文化，坚持科技开放合作
造福人类。这些经验必须长期坚持并在实践中不断
丰富发展。

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深刻重塑全球
秩序和发展格局。我国科技事业发展还存在一些短
板、弱项，必须进一步增强紧迫感，进一步加大科技创
新力度，抢占科技竞争和未来发展制高点。

习近平强调，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完
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构建协同
高效的决策指挥体系和组织实施体系。充分发挥市
场在科技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
用，调动产学研各环节的积极性，形成共促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的工作格局。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提高基础研究组织化程度，鼓励自由探索，筑牢科技
创新根基和底座。

习近平指出，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
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增加高质量科技供给，培育
发展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应用。做好科技金融这篇文章。
习近平强调，要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统

筹各类创新平台建设，加强创新资源优化配置。完善
区域科技创新布局，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提升科技创
新投入效能。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的分类评
价体系和考核机制，完善激励制度，释放创新活力。

习近平指出，要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
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
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优
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
自主培养水平和质量。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
着力培养造就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
加强青年科技人才培养，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励
广大科研人员志存高远、爱国奉献、矢志创新。

习近平强调，要深入践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
念，在开放合作中实现自立自强。深入践行国际科技
合作倡议，进一步拓宽政府和民间交流合作渠道，发
挥共建“一带一路”等平台作用，支持各国科研人员联
合攻关。积极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度参与全球科技
治理，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让科技更好造福人类。

习近平表示，希望两院院士当好科技前沿的开拓
者、重大任务的担纲者、青年人才成长的引领者、科学
家精神的示范者，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再立新功。广
大科技工作者要自觉把学术追求融入建设科技强国
的伟大事业，创造出无愧时代、不负人民的新业绩。
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加强对科技工作的组织领导，
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
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创新发展取得的历史性

成就，深刻总结了新时代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经验，精
辟论述了科技创新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二个
百年奋斗目标伟大进程中的重要作用，系统阐明了新
形势下加快建设科技强国的基本内涵和主要任务，为
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
会、认真贯彻落实。新征程上，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建设科技强国使命光荣、责任重大，要更加紧密地
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进一步增强做
好科技工作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会上，李德仁和薛其坤代表全体获奖人员作了发言。
会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会见了国家科学技

术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

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
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
出席大会。

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
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军队有关单
位主要负责同志，两院院士、部分外籍院士，国家科学
技术奖获奖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选出 250个项目
和 12名科技专家。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人；
国家自然科学奖49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等奖48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62项，其中一等奖8项、二等奖54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39项，其中特等奖3项、一等奖
16项、二等奖 120项；授予 10名外国专家中华人民共
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6 月 23 日，一艘名为乌曼德的利比里亚
籍甲醇双燃料改装集装箱船舶在太平洋海
洋工程（舟山）有限公司完工试航交付。

试航后，国际权威认证机构挪威船级社
首次发放营运船舶甲醇双燃料改装船舶证
书，这也是全球首艘集装箱船甲醇双燃料改
装项目。太平洋海洋工程（舟山）有限公司
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更多船东对甲醇改造
技术有更多信心，让定海“制造”更出彩。

该船总长 148 米，型宽 27.2 米，装箱量为
1170 箱，于今年 3 月 24 日进厂改装，历时 3 个
月左右，未来该船将在欧洲航行。图为试航
现场。 林上军 周宇超

全球首艘全球首艘
甲醇双燃料营运集装箱船甲醇双燃料营运集装箱船
在定海交付在定海交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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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试基地变身中试招商大使
——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和的浙江探索（三）

眼下，吴因相正为公司第一款产品落地而忙
碌。“我们公司今年第四季度就将正式投产，年产值
预计可达8000万元。”

吴因相所说的项目是六氟磷酸锂浓缩液。今年
1月，该项目在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中试基地顺利通
过了长达 9个月的中试；今年 5月，项目通过浙江省
应急管理厅组织的国内首套工艺论证，与同类工艺
比较，投产后预计可降低生产成本30%以上。

作为万锂达（衢州）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项目负
责人，吴因相现在还同时负责二氟双草酸磷酸锂溶
液、二氟草酸硼酸锂溶液、六氟磷酸钠浓缩液等三个
项目的中试。

无一例外，这些中试也都在浙大衢州研究院中
试基地进行。

事实上，六氟磷酸锂浓缩液项目是万锂达（衢
州）公司的母公司——杭州万锂达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的项目。

为什么要舍近求远，从杭州跑到衢州做中试？
吴因相解释，主要是根据公司产业方向，衢州的配套
条件比较符合，而浙大衢州研究院中试基地的技术
服务“也很有优势”。

很自然的，在中试期间，万锂达（衢州）公司就注
册成立了。

“化工行业有特殊性，大部分项目都需要经过中
试论证，才能进入产业化阶段，但初创公司却因为没
地，没法自建中试车间，没法进行中试论证，这就陷

入了‘鸡先生蛋还是蛋先生鸡’的死循环中。”浙大衢
州研究院院长助理、特聘研究员蒋明哲说。

浙大衢州研究院中试基地的出现，为化工项目
的中试论证提供了解决方案。而中试基地在服务包
括初创企业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中还悄然变身为无
声的中试招商大使，这是中试基地设计者们事先所
没想到的。

化工项目中试周期短则半年，长则数年。“都是
人家主动找到我们中试基地，在中试过程中，充分体
会到衢州的营商环境等各方面都还不错，了解到衢
州还有化工用地，会就地在衢州落地转化。”

致力于国产替代，2022年注册于衢州的浙江净
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则是另一个故事。

该公司由浙江大学戴立言教授团队和苏州净汉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主要开发以琼脂糖为
基质的生物大分子分离提纯填料，目前正紧锣密鼓
进行亿元规模的融资。

“中试基地在这类高层次人才项目中发挥了关
键的支撑作用。”浙大衢州研究院副院长王晓钟说。
原来，戴立言教授团队的生物大分子分离填料项目
获得了衢州市“双领计划”人才项目的支持。中试基
地在获悉项目团队的中试验证、产品推广等需求后，
给与全方位的支持。2023年初至今，该公司在基地
已完成 3个牌号产品的中试试验，产品性能与进口
产品无异，获得多家客户的认可。

至于浙大衢州研究院自身的项目，衢州市自然

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今年 4月底，浙大衢州研究院团队成功研发离

子体再造绿色乙炔产业链技术，并通过了中试。
“让行业遇见了更多可能”，研究院院长任其龙院
士说。

乙炔不仅享有“有机化工之母”的美誉，更可应
用于芯片制造等前沿领域。“如果将电石工艺全部替
换为等离子体制乙炔技术，全国每年至少可减排1.4
亿吨二氧化碳，相当于我国二氧化碳年排放量的
1%。”目前，研发团队已注册成立衢州晶洲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并与多家投资基金、乙炔下游应用企业进
行合作洽谈，推进等离子体技术的产业化应用。

自 2022年 5月投入运行以来，两年间，浙大衢
州研究院中试基地已承接中试项目 35项，验证新
工艺技术产品 40 余个，其中省内市外企业项目 6
项。完成中试验证的项目近 20项，目前多个项目
已进入产业化筹备阶段，其中 7个项目在衢州孵化
培育企业。

“中试基地是放大的实验室，缩小的生产线。”蒋
明哲介绍，“中试需求非常旺盛，排队等着进入基地
的还有10多个项目。”他透露，在一期50亩地的基础
上，二期170亩地的建设也正在抓紧进行中，其中一
标段（中试车间部分）预计于年底基本建成，届时，将
有效缓解需求企业的排队时间。

本报记者 尤成勇 李伟民
通讯员 查蒙 周亦颖 毛秋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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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 24日上午在京召
开。浙江共有30项科技成果获2023年度国
家科学技术奖，其中浙江省主持完成的获
奖项目包括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国
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二等奖1项。参与完成的25项。

膜分离是海水淡化、超纯水制备、医
药纯化、核沾染水处理的关键核心技术，
对保障石化、半导体、医药、核能等国家
战略产业水安全意义重大。由浙江工业大
学牵头，侯立安院士、高从堦院士、郑裕
国院士、陈冠益、李小年等牵头完成的

“新型膜法水处理关键技术及应用”项目获
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历经十余年
攻关，取得新型膜分离原理、膜材料制
备、膜法水处理及膜固废后处理全链条技
术与工程创新，水平国际领先。建成了超
大型海淡工程，国内市场占有率第一；实
现了芯片超纯水分离膜国产化；解决了相
关药企药物高纯化难题；开发了核沾染水
处理装备，应对突发核泄漏风险。成果应
用于30个省级行政区及24个国家。

浙江大学化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教
授申有青带领项目团队，经过十五年的科
研攻关，从设计合成医用功能高分子入
手，发现了肿瘤主动“索取”药物的肿瘤
主动递药新机制，构建了智能递药系统，
克服了“从血管出不来”和“瘤内进不
去”两大瓶颈难题，显著提高了靶向治疗
的疗效。这项名为“高分子递药载体的构
筑与功能调控研究”的研究成果获得 2023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浙江大学胡海岚教授团队主持完成的
“负性情绪和社会竞争导致抑郁症的脑机制
研究”项目则在情绪及社会行为的神经编
码和调控机制等方面开展了系统的研究，
并取得了系统性重大原创成果，为最终战
胜抑郁症带来了曙光，也获得了 2023年度
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同样是面向“生命健康”科创高地，
同样是获得 202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温州医科大学李校堃院士主持完成的

“生长因子 FGFs调控糖脂代谢新功能与新
机制”项目的科研成果已进入临床试验阶
段，两种药物的治疗效果与动物实验结果
基本吻合，尤其在高甘油三脂、重度脂肪
肝治疗上效果显著。项目未来研发的方向
之一就是，“让天天要吃药的糖尿病患者持
续控糖，滴一次药半年不用药。”

此外，浙江理工大学朱祖超教授主持
完成的“复杂多变工况离心泵关键技术及
工程应用”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
奖，该项技术突破了运载火箭发动机的

“心脏”涡轮泵的多相流动、流体动力设计
和低振动设计制造等关键核心技术，为全
球首款连续发射成功的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朱雀二号提供了强有力支撑，填补了国内
液氧甲烷液体火箭多项技术空白。此外，
这一技术开发了输送低温液态甲烷的 LNG
高压潜液泵，实现了在我国沿海液化气接
收站的国产化应用。（详见A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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