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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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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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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科技大会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在京召开

习近平为李德仁薛其坤颁发最高科技奖

有耐心有恒心，瞄准基
础研究更深处

南京大学在基础研究领域的实
力令人瞩目，揽获 3项自然科学奖
二等奖。东南大学同样成果丰硕，
收获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1项、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 1项、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3项。此外，南京航空航
天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
学等高校均有成果获奖。

南京大学闻海虎教授领衔的
“铁基和镍基超导机理问题研究”项
目，获得自然科学奖二等奖。这已
是他第三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
闻海虎教授 30多年来一直从事超
导领域研究，三次获奖都与“高温超
导”研究有关。

所谓高温超导，是指一些材料
在很高温度下出现零电阻现象。闻
海虎介绍，非常规高温超导可以归
纳为三大家族：即铜基超导体、铁基
超导体和镍基超导体。随着研究深
入，传统的BCS理论已经不能解释
这些高温超导体的机理。高温超导
机理也是Science杂志评选出来的
人类目前面临的125个重大科学问
题之一。

闻海虎团队此次获奖项目，正
是针对高温超导体中的铁基超导和
镍基超导开展机理研究并取得重要
进展，在10余年间围绕该项研究已
经发表了百余篇相关科学论文。

据悉，南京大学“超导物理和材
料研究中心”于2011年成立，闻海
虎带领几位年轻的老师以及 30名
左右的博士生，开展超导材料和实
验研究。“我在组内倡导的思想是，
实实在在地工作、产出成果是硬道
理，我们在工作中不断追求卓越和

高质量。”他说，做科研也需要恒心
和耐心，无论顺利与否都需要认真
去做，周期较快的课题要两年左右
才能完成，比较困难的课题，则需要
四五年才能开花结果。

领跑前沿科技，超前谋
划未来发展

东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
尤肖虎院士团队牵头的“CMOS毫
米波大规模集成平板相控阵技术及
产业化”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该项目成果基于全国产化工艺
流程，有效破解“卡脖子”问题，引领
并支撑我国毫米波相控阵从化合物
工艺到CMOS工艺的跨越，以及从
传统瓦片式到平板式高集成的跨
越。目前，项目形成授权发明专利56
项，发表IEEE JSSC等著名期刊论文
40余篇，实现30余款CMOS芯片和
60余款平板相控阵的产业化，多款产
品获国内首台套认定。产品具有低
成本、高性能、快速交付等国际竞争
优势，已在国内外主要卫星通信运营
商和设备商等100余家单位及多项
国家重点工程中规模化商用。

尤肖虎表示，作为祖国科技事业
的“国家队”和“主力军”，必须勇担民

族复兴的家国使命，超前谋划国家的
未来发展路径，谋求我国科技发展的
战略主动权；要以“破坏性”的思维，
勇闯自主创新的无人之地，走在科技
发展最前列；要勇攀科学研究的高山
之巅，以颠覆性思维洞察科技前沿的
未来，当科技创新的“先行者”和“领
跑人”。他说：“团队将力争以6G新
技术体系、新基础理论、新基础器件
的重要突破，为我国信息通信技术走
向世界之巅建功立业！”

瞄准“双碳”目标，农林
废弃物“变废为宝”

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培育
新质生产力相关产业，江苏此次获
奖项目普遍具备这两点特征。

“农林生物质废弃物气化供热
联产电、炭、肥关键技术与产业化”
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二等奖。该项目主要完成单
位是南京林业大学、承德华净活性
炭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江苏理
工学院、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产业发
展规划院等 5家；主要完成人是南
京林业大学新能源科专业的周建斌
教授等10人。

在生物质能源领域，周建斌已

经持续研究20多年，首创了农林生
物质气化发电联产炭、肥、热技术并
大规模产业化，先后在多地推广建
成以秸秆、稻壳、杏壳、木（竹）废料
等为原料的气化多联产工程多项。
他用“三废变五宝”，形象概括了这
项技术的广阔前景。他介绍，果壳
类、木材类、秸秆类农林废弃物通过
自主创新研发的多气多联产气化炉
经过限氧热解的过程生成热燃气用
于发电、供热、供暖。果壳类经过活
化反应后转化为活性炭；木材类转
化为工业炭、机制烧烤炭；秸秆类转
化为炭基肥、液体肥。这些“变废为
宝”的手段，解决了直接焚烧、粉碎
还田的弊端，改善了土壤酸化、盐渍
化等问题。

展望未来，周建斌表示，若将
100亿吨农林生物质用于气化多联
产技术与产业，可发电约8万亿度，
减排二氧化碳约60亿吨，同时生产
生物质炭20亿吨，固定二氧化碳约
60亿吨，总减排二氧化碳约120亿
吨，相当于我国全年二氧化碳排放
总量。这不仅能减少甲烷、二氧化
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还能增加居民
就业与收入、推动美丽乡村建设，对
我国乃至世界清洁能源、绿色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6 月 24 日，全国科技大
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两院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现代快报记者从江苏省科技
厅获悉，江苏共有 39 项通用
项目获得2023年度国家科学
技术奖，其中江苏单位主持完
成项目 14 项，参与完成项目
25项，获奖总数继续位居全国
前列。39项通用项目中，自然
科学奖6项，技术发明奖7项，
科技进步奖2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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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的武汉大学李德仁院士颁奖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获得2023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的清华大学薛其坤院士颁奖 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