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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发展面临的难题，没
有哪一个国家能独自解决。

这一年，科创板正式开板，
伴随首批25家上市公司率先
“试水”， 中国资本市场为助力
科技创新吹响“冲锋号”；这一
年，国产“特斯拉”揭幕，从立项
到实施仅用时11个月，凸显了
我们对创新提供最优营商环境
的态度。在这一年，我们继续扩
大市场开放，“拉手拆墙”、弥合
鸿沟，强调科技普惠。

我们正视在发展中曾犯
下的错误， 严查学术不端、论
文造假，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
作风和学风建设，严正对待每
一次质疑；我们呼吁科学家精
神，为叶培建、吴文俊、南仁
东、顾方舟、程开甲等 5 位科

学高峰的勤奋攀登者， 授予
“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
在这一年， 我们创新机制，呼
吁科技求真。

我们寻找技术使用的边
界，出台儿童隐私保护的相关条
例，在使用人脸识别等技术时更
多考虑伦理和安全问题；我们拓
展技术使用的新领域，在寻找失
踪儿童等公益活动中，探索人工
智能等新技术如何更好地帮助
孩子们回家，使科技向善。

于矛盾摩擦中坚守包容
开放，这一年，我们在改革路
上大刀阔斧。 如果一定要为
2019 的科技行业写一个关键
词，我想大概是：相信———世
界并不完美， 但我们选择相
信。 /新华社

记者近日从湘西自治州油
桐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获悉，
该资源库作为中国面积最大、
品系最多的油桐种质资源库，
截至目前， 已收集了 317 份油
桐种质资源， 进一步扩充了油
桐种质资源库。

“我们资源库中收集的油桐
种质资源是目前全国最全的。 ”

湘西州森林生态研究实验站站
长尚海说， 受石化等行业发展
影响，近年来，全球油桐种植面
积呈现波动性， 中国油桐数量
也正在逐步减退， 种质资源在
减少，因此收集保存意义重大。

原产地在中国的油桐是重
要的工业油料植物。 中国不仅是
世界上最大的桐油生产国，也是

油桐种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
尚海介绍，桐油便是油桐树

种子的主要产物，其产品在化工、
农业、医药、印刷、电信、航运、国
防及精密机械工业等领域具有广
泛用途，是中国传统的出口商品。
“桐油的高档次产品，可用来涂抹
飞机和潜艇的外壳， 以及滨海和
海上石油钻井设备等。 ”

2008年， 湘西国家油桐种
质资源库在湖南湘西土家族苗
族自治州永顺县青坪镇开始建
设，“我们主要通过职工到油桐
产地（湖南、湖北、重庆、贵州等
地）的树上去收集种源，进行编
号， 并按照不同种源进行栽
植。 ”尚海说，国家油桐种质资
源库建设一直在进行。

目前， 资源库已种植油桐
面积达 1080 亩，承载着为国家
保存油桐品种资源、 选育优良
油桐品种、 建设良种繁育体系
的重要责任。 此外，地方政府利
用油桐花美丽宜观赏的特点，
将基地部分区域对外开放，不
仅扮靓了村寨， 还帮助当地村
民增收。 /新华社

2018年全国科普事业稳
定发展

各类科普活动
参加人次达8.92亿

科技部 24 日发布的 2018
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全
国科普事业稳定发展，公众参与
科技活动积极性不断提高，全国
各类科普活动参加人次达 8.92
亿，对扎实推进创新驱动发展战
略起到了有力助推作用。

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全
国科普经费筹集额 161.14 亿
元， 比 2017 年增加 0.68%，全
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 4.45 元；
2018 年全国共有包括科技馆
和科学技术类博物馆在内的科
普场馆 1461 个，平均每 95.51
万人拥有一个， 科普场馆展厅
面积比 2017年增加 5.14%。

科技部全国科普统计工作
负责人介绍，2018 年， 科研机
构、大学开放踊跃，科普与科技
融合不断深入；科普专职人员队
伍结构优化，创作人员和讲解人
员的占比均有提高。 与此同时，
网络化科普传媒快速发展，科普
工作的内容和渠道更加多元化。

2018 年， 全国包括科普
（技）讲座、科技活动周在内的
各类科普活动参加人次共计
8.92 亿 ， 比 2017 年 增 长
15.80%。“科技创新 强国富民”
全国科技活动周、 中国科学院
“科学节”和“公众科学日”、中
国气象局“全国气象科技活动
周”、公安部“公安科技活动周”
等系列活动， 通过点多面广的
布局对全社会形成广泛影响。

“近年来，科普活动在推动
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提升改进
创新创业服务方面发挥了独特
作用。”科技部全国科普统计工
作负责人介绍，2018 年全国举
办科普活动的众创空间 9771
个，比 2017年增长 18.64%。组
织创新创业培训类科普活动
8.04万次， 举办科技类创新创
业赛事 0.75万次。

全国科普统计工作由科技
部引智司负责， 中国科学技术
信息研究所具体承担， 此次统
计范围包括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31 个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单
位，共回收有效调查表 6.48 万
份。 /新华社

一个国际团队近日在英国
《自然》杂志上报告说，他们对
迄今已知的直立人最后一处定
居点附近的地质和考古证据测
年确认， 在此处发现的直立人
所处年代为距今 11.7 万年至
10.8万年， 这项结论有助加深
对直立人在人类演化中所处位
置的理解。

直立人俗称猿人，是起源于
距今 300万年至 200万年的古
人类。 较之前古人类，直立人脑
容量明显增大，也是第一个采用
与现代智人类似姿势直立行走

的人种。直立人的踪迹曾遍布亚
洲， 中国境内发现的元谋人、蓝
田人、北京人等都属于该人种。

印尼爪哇岛梭罗河流域一
处名为昂栋的地点是迄今已知
的直立人迁徙“最后一站”。 20
世纪 30年代，荷兰一个调查团
队在此处掘出 12 具古人类头
盖骨和两根胫骨， 科学家认为
这些化石是已发现的最晚期直
立人， 但是难以准确估算这些
直立人生活的年代。

美国艾奥瓦大学、澳大利亚
麦考里大学和印度尼西亚万隆

理工学院等机构研究人员利用
同位素测年法，对来自昂栋直立
人化石挖掘点的相关证据做了
一系列新的年代估计，包括发现
直立人遗骨的化石层沉积物、在
同一化石层找到的动物化石及
附近河流阶地等形成的时间。

通过测定昂栋南部山脉洞
穴中石笋的年龄， 研究团队还
推算了这些山脉出现的时间。
直到它们出现梭罗河才开始流
经昂栋， 相关推算可以帮助估
计附近河流阶地形成时间。 综
合分析上述证据， 研究团队认

为在昂栋发现的直立人遗骨距
今 11.7万年至 10.8万年。

参与研究的麦考里大学副
教授基拉·韦斯塔韦说，化石是
复杂景观形成过程的副产物，

“只有通过对更广阔领域的了
解，才能解决有关昂栋（直立人
遗骨）年代测定的问题”。

研究人员强调， 这项研究
并没有确认直立人灭绝的时
间， 只是测定了直立人在最后
定居点出现的时间， 目前还没
有证据显示晚于这个时间后直
立人曾在别处生活过。/新华社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逐渐
深化，投资者教育工作也持续朝
着更深和更广的层次发展，面向
广大在校学生开展投教服务、持
续推进投教纳入国民教育体系
成为证券公司提升投教服务水

平的必然需求。 为此，东北证券
投资者教育基地积极响应中国
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投资
者教育进百校”号召，并以上交
所首届 ETF 知识大赛为契机，
携手吉林师范大学开展“历史照
亮未来”大型投教活动，匠心开
展投教服务 ， 打造金融知识盛
宴。 150 余名师生参与到此次活

动当中，共同享受了一场金融知
识的盛宴。

本次宣讲活动首先由来自东
北证券的专业讲师向同学们介绍
了此次大赛的详细情况， 并深入
浅出的为同学们讲解了 ETF 的
相关知识。 细致的讲解，充分调动
了同学们的参与热情， 参会师生
积极提问与讲师互动， 并纷纷通

过手机扫码，现场注册参与答题，
以蓬勃朝气挥洒青春， 用似火激
情温暖冬日。

投资者是资本市场发展之
本， 提升在校大学生的金融素养
更是投资者教育工作的重中之
重。 推进投资者教育纳入国民教
育是东北证券投教基地义不容辞
的责任， 也离不开市场各方的倾

力支持。 未来， 东北证券投资者
教育基地将持续构建监管机构、
证券交易所、 地方高校等各个主
体间沟通的纽带，融汇投教资源，
推进“产教结合”投教模式，打造
校企合作新格局， 助力构建覆盖
全市场的完整投资者教育和保护
大格局。

/记者 王秋月 报道

中国已收集逾300份油桐种质资源

国际团队确定直立人“最后定居点”年代

2019，中国科研人的恒心耐心决心

东北证券携手吉林师范大学开展“历史照亮未来”大型投教讲座

关于科技与人类命运，我们积攒了太多的问题：“人类的科技，是否已经接近极限？ ”“中国科技与世界顶尖水平的差距有多大？ ”“未来十年最有
可能改变人类的技术是什么？ ”……

我们也学会了很多新的名词：5G 才刚刚开始商用，6G 已方兴未艾；深度学习难破天花板，人工智能会否遭遇第三次寒冬……
在盘点开始前，记者咨询了不少科技工作者，请他们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 2019年，有人说是“激进”，有人说是“重视”，有人说是“突破”，有人说是“合作”。
2019，世界依然喧嚣，我们更需冷静。

悲观的喧嚣，不会打乱我们探索未知的恒心
“十九世纪已将物理学大

厦全部建成， 今后物理学家的
任务只是修饰和完善这座大厦
……物理学晴朗的天空仅存在
两朵小小的乌云。 ” 这两朵乌
云，一朵诞生了量子力学，一朵
催化了相对论。

不少基础研究者不断感叹，
低垂的果实已经基本摘完，剩下
的类似可控核聚变、摩尔定律的
物理极限等， 都是难啃的硬骨
头。 而在这一年，全世界的科技
工作者却同时携起手来，仰望天
空、探索未知，将人类的目光又
送到了更远的地方。

1月3日，“嫦娥四号”成功着
陆月球背面并拍下图片， 人类第

一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4月 10日晚 9 时许，包括

中国在内， 全球多地天文学家
同步公布首张黑洞真容， 有望
证实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在极
端条件下仍然成立。

11 月 28 日， 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依托郭守
敬望远镜（LAMOST）发现了
一个迄今质量最大的恒星级黑
洞，远超理论预言的质量上限。

于无人之境勇敢前行，这
一年， 我们看到全球科技工作
者跨学科、跨领域合作，构建科
技命运共同体， 在探索未知的
这条道路上， 全人类站在同一
个“问号”前。

阴谋论的喧嚣，不会打乱我们自主创新的耐心
这一年， 科技从未像此刻

一样，影响着每个人的命运；而
频频出现的科技头条里， 人们
却常常嗅到复杂的味道。 练好
内功方能行稳致远， 成为每一
个科技工作者的终极认同。

8 月 9 日， 华为正式发布
自主研发的鸿蒙操作系统，这
一基于微内核的全场景分布式
OS，在全球操作系统市场份额

中已排进前五位。
11 月 14 日， 美国食品和

药物管理局批准药物泽布替
尼用于治疗套细胞淋巴瘤。 这
是首款由中国药企自主研发、
获得美药管局批准上市的抗
癌新药。

有人认为资本寒冬、 深度
学习见顶， 人工智能会迎来第
三个冬天， 有人则在行业内继

续深耕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的
融合。这一年，我们看到故事少
了，实战多了；泡沫少了，落地
多了；吐槽少了，思考多了。

这一年， 工信部正式发放
5G 商用牌照， 中国正式进入
5G 商用元年，5G 将在智慧交
通、 医疗、 娱乐等领域大放异
彩，创造出更多全新场景。这一

年， 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开放
创新平台继续发布， 成为有效
整合技术、产业链和金融资源，
持续输出核心研发和服务能力
的重要创新载体。

在新技术摒弃泡沫、 踏实
落地的过程中， 我们看到进一
寸有进一寸的欢喜， 而更多的
是坚持。

外部世界的喧嚣，不会打乱我们对内改革的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