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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 3 日
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
李克强、王沪宁、韩正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
为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
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
上讲话。韩正主持大会。

上午 10 时 20 分，大会
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
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
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向获
得 2020 年度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的中国航空工业集
团有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和
清华大学王大中院士颁发
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
手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
席台就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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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代 表 颁 发 证
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讲话
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
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
致以崇高敬意，向参与和支
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专
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要围绕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快关键
核心技术攻关，推进重大科
技项目，推广“揭榜挂帅”等
机制，让愿创新、敢创新、能
创 新 者 都 有 机 会 一 展 身

手。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
究，尊重科学规律，推动自
由探索和问题导向有机结
合，保持“十年磨一剑”的定
力和耐心，强化长期稳定支
持，引导企业和社会资本加
大投入，深化基础教育改
革，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
设。营造激励创新、宽容失
败的良好科研生态，支持科
研人员脚踏实地、久久为
功，创造更多“从0到1”的原
创成果。

李克强指出，要以更大
力度打破制约创新创造的
繁文缛节，深化科技体制改
革，切实给科研人员松绑减
负。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
和监督体制，落实责任制，
确保各项下放的权责接得
住、管得好。完善科技评价
和奖励机制。培育有利于
创新的土壤和环境，让更多
双创主体生根发芽、开花结
果。促进更多青年人才脱
颖而出。深化国际科技合
作，在扩大开放中实现互利
共赢。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
术奖共评选出 264 个项目、
10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
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 2 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46项，其中一等奖2项、二等
奖44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1
项，其中一等奖3项、二等奖
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57 项，其中特等奖 2 项、一
等奖18项、二等奖137项；授
予 8名外籍专家和 1个国际
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
科学技术合作奖。

顾诵芬，男，1930 年
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中
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员，新中国飞机设计

大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
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工程院院士。

在战争年代，空袭和
轰炸，让年幼的顾诵芬在
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他
曾暗暗发誓：“一定要搞出
属于中国人自己的飞机！”

1956 年，我国第一个
飞机设计机构——沈阳飞
机设计室成立，顾诵芬作
为首批核心成员，担任气
动组组长，开启了新中国
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气动力是飞机设计的
灵魂。我国开始飞机设计
之初，气动力设计方法和

手段完全空白。顾诵芬参
加工作后接受的第一项挑
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
飞机——歼教 1 的气动力
设计。他潜心学习研究国
外资料，最终提出了亚音
速飞机气动参数设计准则
和气动力特性工程计算方
法，出色完成了歼教1飞机
的设计工作。

1964 年，我国开始研
制歼8飞机，这是我国自行
设计的首型高空高速歼击
机。顾诵芬作为副总设计
师负责歼8飞机气动设计，
后全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1969 年 7 月 5 日，歼 8

飞机实现首飞。但在随后
的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
强烈振动，这让所有参研
人员都悬起了一颗心。

为解决歼 8 飞机跨音
速振动的问题，顾诵芬决
定亲自乘坐歼教 6 飞机升
空观察歼 8 飞机的飞行流
线谱，两架飞机飞行时距
离保持在 5 米左右甚至更
近。

经过三次蓝天之上的
近距离观察，顾诵芬和团
队最终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所在，通过后期技术改进，
成功解决了歼 8 跨音速飞
行时的抖振问题。

在 11 月 3 日在京举行
的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上，我省 7项成果荣获 2020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其中，厦门大学夏海平
等人完成的《碳链与金属的

螯合化学》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福建阿石创新材料股
份有限公司张科参与完成
的《平 板 显 示 用 高 性 能
ITO 靶材关键技术及工程

化》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
等奖；

福建炼油化工有限公
司参与的《复杂原料百万吨
级乙烯成套技术研发及工
业应用》获国家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福州大学参与完成的

《催化裂化汽油超深度加
氢脱硫烯烃分段调控转化
成套技术》、福建农林大学
参与完成的《竹资源高效

培育关键技术》、科华恒盛
股份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
《海岛/岸基高过载大功率
电源系统关键技术与装备
及应用》、泉州佰源机械科
技有限公司参与完成的

《高性能无缝纬编智能装
备创制及产业化》等 4 项
成果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二等奖。

（据福建日报）

我省7项成果获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

顾诵芬：蓝天寄深情 为国铸战鹰

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王大中，男，1935 年
出生，中国共产党党员，清
华大学教授、原校长。国
际著名核能科学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

20 世纪 60 年代，北京

昌平南口燕山脚下聚集
了一批年轻人。在当时
起点低、基础薄弱的困难
条件下，这支青年团队满
怀报国热情地喊出“用我
们的双手开创祖国原子
能事业的春天”的豪迈口
号。就在 1964 年，这支年
轻的科研队伍，建成了我
国 第 一 座 自 行 研 究 、设
计、建造、运行的屏蔽试
验反应堆。

这其中就有王大中的
身影。作为我国第一批核
反应堆专业的学生，王大
中从反应堆物理设计，到
反应堆热工水力学设计与
实验，再到零功率反应堆
物理实验，在理论与实践

结合的奋斗中，逐渐成长
为具有工程实践经验和战
略思维的领头人。

1979 年，世界核能事
业陷入低谷。王大中意识
到，安全性是核能发展的
生命线，如何破解这个难
题？

王大中带领团队瞄准
这一重大难题，坚持发展
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从
关键技术攻关到实验堆，
再到示范工程建设，坚持
不懈，一步一个脚印，破解
了世界难题，走出从跟跑、
并跑到领先世界的自主创
新之路。

从 1985 年开始，王大
中主持低温核供热堆研

究。他带领团队花费了近
一年时间进行论证，其间
专程带队去欧洲考察，最
后确定壳式一体化自然循
环水冷堆方案，并计划先
建设一座 5 兆瓦低温核供
热实验堆。

有国际核专家评价此
工程：这不仅是世界核供
热反应堆的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同时在解决污染问
题方面也是一个重要的里
程碑。

在国家“863 计划”支
持下，他带领团队开始了
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
研发。该项目于2003年并
网发电，在国际上引起强
烈反响。

王大中：见险峰而越 固强国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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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国务院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习近平出席大会
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