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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健康与医学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刘静（左）在指导学生做
实验。 姻 黄博涵摄

近日，湖南省长沙市一加油站推出的加油机器人服务
吸引了不少客人。在应用程序预约下单后，驾驶员只需要将
车辆停至指定区域，加油机器人就会通过视觉识别技术定
位车辆油箱盖，并自主完成开盖、加油、关盖等一系列操作，
实现无人全自动加油。图为加油机器人给汽车加油。

姻 杨华峰摄

推进科技创新，发挥科普的积极作用，对
于中国人端稳手中的“饭碗”具有重要意义。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
新同等重要的位置。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既是
科技创新的先锋，又是科普的主力军之一。新
时期，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发挥自身优势，积
极开展形式丰富的科普，入脑入心又见行见
效，努力在群众中播撒下科学种子，彰显了新
时代科学工作者的担当精神。

“广大科技工作者以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为
己任，把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
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是党中央的期许。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转变
了科普理念，用心制作科普内容，创新策划科
普形式，充分利用各类手段方式，将科普行动
别开生面、别具一格地落到实处。

他们知识储备扎实，年轻有活力，充满热
情，且普遍熟练掌握网络技术手段，这为他们
科普入心入脑、见行见效奠定了基础；他们充
满人文关怀，以轻松、平等的对话形式进行科
普，使得科普更加人性化、平民化和生活化，更
好地被群众接受。比如，云南的“科学咖啡馆”
以“咖啡+科学”轻松对话的方式让科学工作者
与群众亲切互动，在网络上好评如潮，深受欢
迎。又如，中国农业大学在河北省曲周县设立
科技小院，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及科研团队将
卫星导航精细播种、滴灌水肥一体化等技术应
用在实践中，并通过田间观摩会、科技广播、在
线解答等多种形式推广，取得良好效果。

科普信息化对科普现代化非常重要。青年农业科学工作
者紧跟时代潮流，除了使用传统的科普讲座、沙龙、展览、图书
和文字等形式，还应用现代化信息技术，增强了科普的传播效
力。他们中一些人是互联网平台科普短视频的创作者，把富
有趣味性的讲解和科普内容结合起来，为广大网友传递科学
精神的同时，破除了网络世界中潜在的谣言和伪科学。随着
互联网直播的普及，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的科普讲座通常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与单纯线下讲座相比，线上直
播及录播具有影响面广、成本相对较低等优势，能够较好地
平衡区域科教资源差异，深受群众喜爱和欢迎。

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开展科普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以
及价值。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有很多供职于高等院校或相
关研究机构，掌握着优质的、可供科普活动使用的科普资
源。他们能团结和组织身边潜在的科普人员，能充分调动在
职农业科技工作者、大学生及各界人士等参加科普活动的
积极性，具备组织形成高素质科普志愿者队伍的条件。青年
农业科学工作者还具有利用身边农业科学基础设施资源的
优势。他们所在的科研机构或科研基地平台存放着各类科
学设备、科学设施和科学装置，可以大力推动科技基础硬件
资源向科普基础设施资源的转化。同时，青年农业科学工作
者自身所具备的科学思维、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理念
等，以及日常工作和生活中所展现出的科学素养和科学精
神，都是他们独有的、进行科普的内部资源优势。

青年农业科学专家加入科普的队伍，促进了生产力的
提升与经济社会的发展。科技创新需要科普的支撑，而科普
离不开科技创新的引领，二者互为助力，并且相互转化。青
年农业科学工作者是农业科技创新主力，他们加入农业科
普队伍，使来自书本和实验室的专业知识转化为人们听得
懂、能实践、易操作的办法和手段，让科学知识在具体实践
中接受检验、发挥作用；同时，实践中遇到的真问题、新问题
又给科学研究提供了样本，为科学研究不断增强针对性和
实用性提供了依据和参考。这样的良性互动，推动了农业科
技创新成果的转化及应用，促进了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的
协同发展。

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开展科普彰显担当精神。广大青
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坚持创新为民，积极促进科技成果造福
人民，他们的责任意识和担当精神也源于人民。

他们在科普中更加侧重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
法上的引导，扩宽了优质科普内容的传播与普及渠道，让广
大群众可以接触到更多优质的科普内容。我国青年农业科
学工作者中，有很多人在科普过程中既重视讲述知识、传播
经验，以助推群众科学文化素质的养成；也重视道德感化、
传递真善美，以助推群众道德意识的提高。这样的做法，有
利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为党和政府的科技方针政
策贯彻落实得更加通畅提供助力；也可以在推动经济发展
和社会进步过程中，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进而提高全
社会的创新能力，增强民族的精神力量和竞争实力，促进科
学技术更好更快发展。

科普是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健康成长的重要通道。一
方面，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在科普中勇担科技创新重任，通
过科普将手中的部分科研成果切实地转化为现实的生产
力，推动农业技术与经济社会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青年
农业科学工作者在科普中不断锤炼意志，尽职担当，不惧困
难，用心设计科普内容、精心选择科普方法、精准把握科普
对象，针对不同科普对象的特点，将科普内容的重点进行差
异化、层次化处理，这些做法都助推了新时代科学工作者的
全面成长。

我们相信，未来将有更多青年农业科学工作者加入科
普行列，勇于担责又善于尽责，不断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
学知识，通过别样的科普在群众中播撒下科学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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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为

国家超算广州中心研制的新一代国产超级

计算系统———“天河星逸”发布。“天河星

逸”系统以应用为中心，在通用 CPU 计算能

力、存储能力以及应用服务能力等多方面

较“天河二号”实现倍增。

据了解，1993 年，该学院被中央军委授

予“科技攻关先锋”荣誉称号，至今已 30 余

年。30 多年前，这支团队创造出“银河-域”

巨型计算机系统。如今，“天河”新一代超级

计算机系统已经启动运行。

从研究小组到国家“战队”，从打破垄

断到世界第一……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

院这支军中劲旅始终把服务重大战略需求

作为崇高使命，为国家创造了一个又一个

超算奇迹。

六连冠花落“天河”

2010 年 11 月 14 日，国际 TOP500 组

织在网站上公布了最新全球超级计算机前

500 强排行榜，中国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系

统“天河一号”雄居第一。

在“天河一号”首次登上世界超算之巅

的那一刻，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天河

团队骄傲地举起刻有“中国制造”的金色奖

牌。“天河一号”总设计师杨学军激动地说：

“我们做了一件让自己满意的事，一件让中

国人扬眉吐气的事！”

科研创新是孤独的苦旅。他们步履匆

匆，目光始终瞄准世界最前沿。

“我们要走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杨学

军说。为完成“天河一号”，他带领团队在世

界上率先采用 CPU+GPU 异构融合体系。团

队的一名骨干教授负责更好地发挥 GPU 性

能。为了提升 GPU 的计算效率，这位教授对

市场上 20 多种型号的 GPU 进行安装测试，

仅试型号就耗费了 3 个月。每天进行 100
多次实验，连续进行 4 个月，在 8 万余次优

化改进后，他终于将 GPU 的计算效率从国

际公认的 20%提高到 70%，让这条独创的

技术路线一跃成为国际主流。

虽然荣膺世界第一，但团队无暇庆功。

他们首先开了一个“醒脑会”，将目光投向

未来，投向与世界超算强国的新战役。

2011 年 6 月，“天河一号”被挤下榜首，

外界有评论称“天河一号”的成功不过是昙

花一现。这些声音并未让团队成员们气馁。

他们保持沉默，继续攻坚克难。2013 年 6
月，“天河二号”超级计算机系统再摘世界

桂冠。随后，团队不断刷新世界超算纪录，

拿下世界排名“六连冠”，一次次向世界证

明着中国实力。

“假如人生能实现一个梦，我的梦，就

是让中国在世界高性能计算机领域拥有一

席之地。”这是“中国巨型计算机之父”慈云

桂生前所言。时光荏苒，30 余年过去，慈云

桂的梦想仍然深深烙在每位团队成员的心

中。

“要干就干一流的”

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某重点实验

室有个 11 人的科研团队。正是这支人数

“迷你”的团队，在国际上率先开启量子计

算“称霸标准”研究，并研发了新型光量子

计算芯片，成功主持研制国际首台面向图

论问题的光量子计算系统。

这个团队名为“QUANTA”，意为“一群

来自 IT 领域的量子的粉丝”。“量子计算是

未来趋势，是超算的一条新技术路线。无论

多么困难，学院都会支持我们走下去。”该

团队负责人说。

“这山望着那山高”，似乎是从事超算

的科学家们共同的“调性”。

这个“调”是慈云桂定下来的。他提出

研发巨型计算机时，我国正值动荡岁月，每

秒百万次中心处理机还在图纸阶段，但他

却认为：“我们不仅要吃着碗里的，看着锅

里的，还要想着米缸里的。现在，那些远远

走在我们前面的国家，还在你追我赶，相互

竞争。如果我们的目光只盯着脚趾前的一

小块地方，那么在世界计算机领域里，将永

远没有我们中国人的一席之地！”

从百万次一跃到亿次，需要跨越多少技

术鸿沟？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院史馆内

展示了我国自行设计和研制的第一台每秒运

算速度达亿次的巨型计算机———“银河-I”的
内部构造。这台巨型计算机内密密麻麻的布

线让人眼花缭乱。笔者发现，这些布线竟然

都是手工制作———全机底板 2.5 万条绕接

线、12 万个绕接点无一错漏；800 多块多层

印刷板上、每块板上平均 5000 个金属化孔

全部通过测试；200 多万个焊点无一虚焊。

1986 年，在“银河-域”巨型计算机设

计阶段，总师周兴铭曾突然叫停大家干

了大半年的单机处理方案，提出双处理

机系统方案。但方案刚敲定，周兴铭却发

现一家公司已经在尝试研发四处理机系

统技术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研制四

处理机系统。“这么变来变去，要变到何

时？”面对质疑，周兴铭力排众议。他说：

“要干就干一流的，这是我们‘银河人’的

传统。”

4 年后，“银河-域”研制成功，速度比合

同规定指标快了近 3 倍，再次打破了国外

在巨型机领域对中国的封锁。

在“银河-芋”巨型计算机的研制过程

中，大规模并行处理技术（MPP）路线刚刚出

现，这一前沿技术研制难、应用难，让许多

大公司都栽了跟头。总师杨学军决定：“为

了实现更大突破，挑战 MPP 路线！”最终，团

队成功攻克 MPP 路线难题，让“银河-芋”

的速度相比“银河-域”提高了 10 倍，体积

却缩小了 6 倍。

“银河精神”历久弥新

大任务需要体系设计，团队作战向来

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的传统。参研

过多代“银河”系统的一位科研人员回忆

道，在“银河-域”团队中，有从全军抽调的

战士，有“哈军工”来的老师，也有刚毕业

的学生……总师除了要下沉到基层解决

问题，还要把每位同志安排到最合适的

岗位。

“每个人的工作都在‘银河’大系统里

运转，千万根线，错一根，都不行。”这位

科研人员说，这支多元化的队伍完成了

各种任务和系统设计，并不断更新、完善

机器性能。

“我们首先是军人。只要国家需要，我

们都会义无反顾。”团队的另一位科研人

员说。

计算机学院前坪那片以“银河”命名的

宽阔广场，见证了团队夺冠的辉煌，更见证

了无数个日夜团队在寂寞中坚守的时光。

2020 年底至 2021 年，团队成员在这片

广场召开了一场又一场的露天例会。

参与会议的科研参谋还留存着第一次

露天开会的照片。空旷无人的校园广场

中，他们的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耳朵冻

得红通通，但眼神都亮晶晶。凛冽的寒风

和胸中滚烫的使命感，共同构成了这幅动

人的画面。

30 年来，“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

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从未因岁月而

失色，反而在时间的洗礼中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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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河二号”工程研究人员正在查看系统运行情况。姻 何书远摄

军中有支超算“战队”

科技创新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

动力，女性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贡献者。

2023 年 12 月，2023 女性科技创新先

锋论坛在北京召开，女性科技工作者受到

关注。

近年来，得益于一系列政策，我国女性

科技工作者数量不断增长，职业发展取得

了更大成就，撑起了科技创新的“半边天”。

与此同时，女性科技工作者在职业发展中

仍面临着上升空间受限、事业家庭难以兼

顾等困境。让女性在科技创新中更好地发

挥作用，需要各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

女科技工作者占比 45.8%
“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共有 1070 位科技

工作者，女性科技工作者约 450 人，占比

42%。我所在的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

目前有职工 82 位，女性科技工作者 36 位，

占比约 44%。”浙江省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所

长、研究员陈秋夏说，近年来她所在单位女

性科技工作者数量逐渐增多，她对此感到

十分欣喜。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公布的统计数据显

示，我国女性科技工作者总量约 4000 万

人，占比达 45.8%，且增速超过男性。女性已

经成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不可缺少的重要

力量。

虽然从数量上来看，女性几乎占据了

“半边天”，但仍有少部分人质疑女性的科

研能力。

中山大学中山眼科中心教授、屈光与

青少年近视防控科主任杨晓说，认为女性

不适合从事科研工作完全是一种偏见。细

腻、敏锐、坚韧等特质让女性在医学等多个

科研领域成果卓著。

“眼科工作的特点之一是精细，女性

在这一领域有独特优势。我国首位眼科

院士李绍珍就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女性。”

杨晓说。

论文是科研工作的重要产出形式之

一。2022 年底，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与

全球信息分析和科技医学学术出版机构爱

思唯尔联合发布了一项研究“性别视角下

的中国科研人员画像”（以下简称《画像》）。

通过分析男女科研人员的学术论文，《画

像》提出，在 2015 年至 2019 年，男性的学

术影响力分值为 1.22，女性为 1.13。《画像》

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男性与女性的

科研能力并无显著差异。

虽然女性在科研工作中发挥着愈加重

要的作用，但同时也要看到，女性科研人员

仍面临着各种各样的职业发展困境。

“比如，传统观念认为，相比追求事业

发展，女性应该更多照顾家庭、养育子女。

这导致相比男性，多数女性投入到科研工

作中的时间和精力更少。我曾在野外考察

时，见到过不得不带孩子外出工作的女性

科研人员。”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

研究所研究员毛方园认为，如何平衡好家

庭与事业，考验着每一位女性科研人员。

已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

针对女性科研人员面临的职业困境，

我国已经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

早在 2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便将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女性负责人年龄

限制从 35 岁放宽到 40 岁。《画像》研究显

示，受此政策激励，女性的申请积极性极大

提升。2011 年，女性申请人占全部申请人的

比例由 2010 年的 36.5%上升到 47.5%。

2015 年至 2019 年，男性申请人占比逐年降

低，女性申请人占比逐年上升并在 2018 年

首次超过男性达 50.8%。2019 年，女性申请

人占比进一步上升至 51.5%。

2023 年 7 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宣布，自 2024 年起，女性科研人员申请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年龄限制由

45 岁放宽至 48 岁。

《画像》研究显示，得益于一系列政策

措施，中国女性科研人员的职级晋升通道

变得更畅通。2008 年至 2017 年，有正高级

职称的男女科研人员数量比由 5.47 下降至

3.92，有中级职称的男女科研人员数量比从

1.94 下降至 1.57。女性科研人员的职场竞

争力不断增强。

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以下简称全国

妇联）书记处书记、党组成员宋莉说，全国

妇联始终关注女性科技工作者特别是青年

女性科技工作者的成长、成才。2021 年，全

国妇联联合科技部等启动了“科技创新巾

帼行动”。近年来，全国妇联不断加强顶层

设计，推出 16 条政策措施，推动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出

台具体支持措施。与此同时，全国妇联积极

搭建平台，依托中关村论坛、浦江创新论

坛、大湾区科学论坛、中国国际光电博览

会、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等设立科技女性

论坛和峰会。

“全国妇联加大对优秀青年女性科技

工作者的表彰力度，与相关部门联合设立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截至目前，已有 184
位女性获此奖项。”宋莉说，女性科技工作

者在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巾帼建功标兵

等称号获得者中占有相当比例。比如，获得

全国巾帼建功标兵称号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占比达到 24.8%。

进一步破除观念藩篱

帮助女性科技工作者突破职业发展困

境，既需体制机制的顶层设计，也要在细微

处下功夫。

例如，针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带娃”

难题，中国医学科学院生物医学工程研究

所研究员李婷建议，社会应分担女性科研

人员在生育等方面的压力，相关机构或单

位要给予更多支持。“例如，要对女性科技

工作者带孩子去工作单位给予更多包容，

或者提供相应托管服务等。”李婷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协会

副主席袁亚湘建议，有关单位或部门要加

大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倾斜性支持力度，

尤其是在生育期、哺乳期等关键时期。

“我们要提高女性在科技创新中的参

与度，不仅要支持杰出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而且要大力支持目前正处于攻坚阶段的女

性科技工作者。”袁亚湘说。

毛方园认为，当前我国出台的一系列

针对女性科技工作者的倾斜性支持政策，

已经取得了良好效果。如果想彻底打破发

展“天花板”，还要进一步推动社会观念的

转变。

对此，袁亚湘认为，应进一步加强宣传

力度，提升公众的性别平等意识，消除社会

对女性投身科研领域的偏见。

“要充分强调女性在科技创新中的关

键作用，唤起女性的自我学习提升意识。提

高女性对科学研究的认知，吸引更多女性

投身科技创新。”袁亚湘说。

除此之外，袁亚湘还建议，设立性别平

等政策研究机构，研究并推出反映女性科

技工作者群体发展的数据指标，建立以实

证数据为基础的女性科技工作者监测体

系，进一步发掘女性科技工作者的科技创

新潜力。 都芃

打破发展“天花板”壮大科创“她力量”

机器人加油员上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