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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清华建校
百年大会隆重举行

（上接 A1版）这种充分体现民族自
觉、深刻反映时代风貌、高度凝聚大学
使命的清华精神，是学校发展进步的
强大动力和不竭源泉。清华精神始终
贯穿于教书育人中，深深融入到创新
实践中，突出体现在社会责任中。

顾秉林表示，百年华诞是清华发
展的重要里程碑，更是迈向未来的历
史新起点。面对国内外各种前所未有
的挑战，我们要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和
忧患意识，深刻反思不足与差距，增强
知难而进的勇气和决心，始终坚持自
强不息、厚德载物，始终坚持爱国奉
献、追求卓越，大力倡导人文日新，创
新发展模式，加快建设步伐，力争在本
世纪中叶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在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文明进步的
浩荡洪流中，续写清韵华章，再创新的
辉煌！

清华大学教师代表、国家级教学
名师、化学系教授李艳梅，清华大学学
生代表、全国学联主席、汽车工程系博
士研究生齐兴达也在大会上发言。北
京大学校长周其凤院士、美国耶鲁大
学校长莱文先生分别代表国内大学和
国外大学发言，对清华大学百年华诞
表示祝贺。

胡和平在主持庆祝大会时指出，
胡锦涛总书记发表了十分重要的讲
话，使我们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
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全面贯彻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持科学发展，
继承优良传统，锐意改革创新，在新的
起点上又好又快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建
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促进人
类文明进步而努力奋斗。

大会开始前，胡锦涛等党和国家
领导人会见了参加庆祝大会的部分代
表。

出席庆祝大会的还有：刘淇、刘云
山、刘延东、李源潮、吴官正、令计划、
王沪宁、路甬祥、韩启德、华建敏、李建
国、桑国卫、马凯、戴秉国、杜青林、陈
奎元、董建华、万钢、林文漪、何厚铧和
曾培炎、王汉斌、彭珮云、贾春旺、徐匡
迪、李蒙，中央军委委员李继耐、常万
全等。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同志，
北京市和其他省市负责同志，国内外
知名学者代表，国内外著名大学校长
代表，对清华大学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的来宾代表，台湾新竹清华大学代表
团，清华大学校友代表和师生代表等，
共 8000多人参加庆祝大会。（柯讯）

收获知识，播种希望
———中国科技馆每周“科学讲坛”侧记

阴夏焜
母校清华大学百年诞辰，可喜可

贺。我作为清华学子，对母校百年所取
得的成绩感到自豪。在此特写下我对
清华的一些感受，献给母校百岁庆典。

报到

我是清华基础课教研部（简称“基
础部”）1977级力学师资班学生。1977
级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的第一届。由
于“文革”造成的影响，大学师资队伍
断层，所以清华决定招师资班。1977级
招了数学师资班（数师七）、物理师资
班（物师七）、力学师资班（力师七）和
电机师资班（电师七）。1978级又招了
化学师资班（化师八）。清华当时没有
理科院系，所以数学、物理、化学和力
学教研组都隶属于基础部。我们基础
部的学生都住在一起。

这“基础部”的系名经常给我们带
来误会。尤其是在和外校或者社会上
的人交谈时，对方问是哪个学校的，我
们一说是清华的，对方眼里往往是敬
佩的眼光。紧接着总是问是哪个系，我
们说“基础部”，对方一般会是一脸困
惑。

2003年夏天，清华 1977级在美
国的校友在底特律组织了一次毕业 20
年聚会。到会一百多人，主要有物师
七、力师七、化工系和工物系的同学。
校领导陈希、贺美英，校友总会秘书长
郭樑等都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我们
力师七的同学编演了一个小短剧：《报
到》。其中有一个场面，一位力师七新
生到新生报到处，接新生的老师问：
“你是哪个系的？”新生说：“我也不知
道，只知道是力学师资班的。”老师说：
“噢，那你属于‘基础部’。”演到这里
时，底下观众中物师七的同学们齐声
大叫：“没系（戏）！”台上力师七同学毫
不示弱，顶嘴说：“谁说没戏，我们的
‘部’比‘系’大多了！”

同床异梦

1977级由于是“文革”后第一届通
过全国高考招的学生，10年内堆积了
大批人才，入校时年龄也相差很大。我
在的力师七，入校时年龄最大的同学
30岁，这些人有很丰富的社会经历，最
小的同学年龄才 15岁，高中都没读
完。当时清华学生是 6至 8人住一间
屋子，晚上 10点必须熄灯。于是每天
晚上 10点灯一关，每个宿舍就开聊。
可以想象得出，30多岁的老大哥们就
天南海北，无奇不有地讲故事，而十五
六岁的小弟弟们则大饱耳福，听着听
着，眼睛和嘴巴张得大大的，接受早年
社会学教育。

四年半下来，同学之间的关系非
同一般。尽管毕业后不经常联系，但并
没有生疏感。我到美国七八年后，有一
年收到一张从得克萨斯寄来的圣诞卡
片，下面署名是“同床异梦老友”，是同
班同学赵智寄来的。赵智与我四年时
间一直是住上下铺，可谓“同床”。赵智
是个极聪明的人，数学尤其好。上清华
一年级时我们经常一起打桥牌，但是
一般不是搭档，而是对手，熄灯后躺在
床上还在想刚才那手牌如何能打败对
方，可谓“异梦”。

清华传统

每个学校、企业或事业单位，甚至
社会团体都有自己的特性和传统。这
些特性和传统往往与其领导人的管理
风格和个性有关，但像清华这样的高
等学府，特性和传统往往深受其教授、
学生和校领导风格影响。根据我自己

的观察，清华人有以下几个特点。
母校情。并不是每个清华人都说

清华好，但是，几乎可以肯定每个清华
人———教授、学生、职工、校友都有一
种自豪感。这种自豪感会在言谈话
语中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表现出来。
我们这些在国外的清华人，在聚会
时碰见清华校友，都会聊聊母校的
事，为母校取得的成绩而骄傲，对母
校做得不够的地方发牢骚。其实这
种自豪感也不是只有清华人才有，
世界上名校的人都有类似的自豪
感。我去参加国际会议时，有时会碰
到麻省理工学院的同学、教授，往往
有机会就晚上聚一聚，去酒吧喝酒聊
聊麻省理工学院的事，别人看见，管
我们叫“麻省理工学院帮”。

踏踏实实做实事。清华的学风是
注重务实，少高谈阔论。我上学的时
候，清华的学生与其他有些著名高校
的学生比起来比较低调，但学术上对
自己要求很严。有可能是由于当时清
华基本上是个工科大学，因此要求每
一个学生都必须达到最基本的标准，
不能因为在校时没有学好而导致毕
业后在工程设计、施工中犯大错误，
造成财产甚至生命的损失。我们班
（别的班可能也类似）为保证每人都
达到基本标准，还组织给学习吃力的
同学补课，大有美国近年常提到的
“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劲头。这种务
实的学风，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踏踏实
实做实事的毕业生。
全面发展。清华育人，提倡全面

发展，不仅学业上好，而且品德要正
派，身体要强壮。我们上学时，每人都
要求体育“达标”。另外，清华一向有
注重学生领导才能培养的传统。所以
我的同学中，不仅很多成为业务骨
干，也有一些担任领导职务。我自己
在这方面也受益匪浅，在校期间当了
几年力师七班的班长，锻炼了一定的
组织能力。由于这些经历，使我在到
伊利诺伊任教后，除了教书作研究、
指导研究生之外，还做过美国科学基
金委的一个研究方向的主任、伊利诺
伊大学分校研究生院副院长，并且还
在担任伊利诺伊大学分校的一大型
交叉学科研究中心的主任。能做到这
些，都应该感谢清华的培养。

时间过得真快，一转眼毕业快

30年了。看到母校的成长和巨大成
就，心里由衷地高兴。在母校百年大
庆之际，衷心祝愿清华在下一个一百
年、两百年……一千年中发扬光大
“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取得更
大成绩！
（作者系清华大学 1977级力学

师资班学生）

百年华诞忆母校 中科院与吉林省共谋进一步合作

本报讯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省院科技创新合
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日前在北京召开，中科院
与吉林省就拓展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省院科技创
新合作领域、深入推进省院合作进行了研究部署。吉
林省副省长陈晓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施尔畏出席会
议并讲话。
陈晓光指出，长吉图开发开放先导区省院科技创

新合作协议签订一年来，省院双方紧紧围绕吉林省经
济社会发展的战略需求，不断加强以长吉图先导区为
重点领域的科技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有力地促进
了长吉图先导区建设。

施尔畏指出，中国科学院将集成全院科技力量，
紧密围绕吉林省“十二五”发展规划，以长吉图开发
开放先导区、长东北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重点，以
抓龙头企业、重大项目、重要基地建设为载体，不断
探索合作的新方式，发挥中国科学院在科技创新上
的强大优势，扎实推进吉林省加快提升区域创新能
力。 （郑原驰石明山）

北京公益周吸引 20万人次参与

本报讯 4月 24日，为期十天的 2011北京社会公
益活动周活动落下帷幕。活动周期间，各单位累计举
办咨询活动 421场次，发放各种宣传材料 8.2万余份，
举办展示活动 84场次、论坛 21场次，各项活动累计
吸引群众超过 20万人次。

活动周期间，以北京市级“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主
体，全市 120多个社会组织、20多支志愿者队伍开展
了多场活动。妇女儿童日主题活动、“体验盲人的一
天”现场体验活动、向劳动模范和困难职工发放读书
卡、蓝立方暨志愿服务展示、国民体质健康检测、应急
救援展示与培训、公益律师咨询服务等活动，得到了
一致好评。
此外，作为活动主办方之一，北京团市委和志愿

者联合会在活动期间，持续开展了青少年社会和志愿
者专业队伍展示服务活动，举办了青少年绿色穿越行
动、首批北京市“希望之星（1+1）奖学金”发放活动等，
取得了明显的工作成效。 （张楠）

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公开课程正式对外发布

本报讯 在西安交通大学建校 115周年暨交通大
学迁校 55周年之际，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公开课程正
式对外发布。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公开课程的发布，让
更多的青年学子能在虚拟的大学课堂上获取新的知
识，同时也标志着该校在新的纪元，勇于担当大学的
社会责任，以网络为桥梁，打破大学的高墙壁垒，向社
会传播知识、播种文明。

据介绍，西安交通大学网络公开课程是在西安交
通大学学术资源平台的基础上，从 2006年起，经过 5
年的积累和沉淀建成的。该平台由教育部科技发展中
心支持并委托西安交通大学主办，由学校信息中心设
计开发，并由科研院、信息中心进行资源维护。目前，
访问量已达 316万余人次，录制发布包括诺贝尔奖得
主、大校创源论坛、学而讲坛、曲江论坛在内的高水平
学术讲座 2000场，学术视频 1900余小时，讲座内容
涉及法学、理学、教育学、医学、工学、历史学、文学、哲
学等 8大学科。 （程洪莉张行勇）

第二届管理科学奖在京颁发

本报讯第二届管理科学奖 4月 22日在京颁发。
中国管理学学会名誉理事长蒋官莊宣布了获奖名单，
清华大学教授傅家骥、中国技术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
吴季松、已故南开大学教授陈炳富获学术类奖项，武
警水电部队、中航工业黎明、杭州娃哈哈获实践类奖
项，另有 10家单位与个人分获管理创新、管理卓越和
管理人才 3个专项奖。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副会长潘书祥介绍，管理科
学是研究管理活动规律的科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有许多亟待解决的管理科学课题，管理理论和实
践工作者面临新的挑战和历史性机遇。应当在挑战
中抓住机遇，在促进我国管理科学的深化发展中作
出应有的贡献。他表示，本届奖项的主题“科学发展与
管理创新”，表达了管理科学在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中的重要性。

颁奖仪式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李伯虎、中国科技
成果管理研究会副秘书长姚昆仑分别就“中国特色的
社会力量科学技术奖”和“云制造”发表主题演讲，与
会人士就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管理科学
问题展开了交流与讨论。
据了解，管理科学奖于 2009年首次颁发，是由

中国管理科学学会设立的全国性科技奖，原则上每
两年评选一次，不向申请人和获奖者收取任何费
用。 （张楠郝俊）

中韩小学生地球日倡导“保卫森林，拯救气候”

本报讯今年是国际森林年，在 4月 22日世界地
球日之际，来自中韩两国的 10名小学生齐聚国家动
物博物馆，向前来参观的公众倡导“保卫森林，拯救气
候”，传递森林、生物多样性及气候知识，并现场征集
公众的行动承诺。同时，来自韩国大使馆的环境官李
润燮先生也向现场公众作了有关气候变化与东亚环
境合作的主题分享。
本次活动由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环友科学技

术研究中心、国家动物博物馆及互动百科共同开展，
是 2011全国青少年“1+6”气候影响力行动的一部分，
该活动于 2010年由道和环境与发展研究所发起，今
年已是第二届，2011年青少年“1+6”气候影响力行动
自 3月 21日世界森林日启动以来，已有北京、上海、
成都、武汉等地 80多所中小学报名参与。 （张其瑶）

江西一高校将“创业教育”纳入必修课

本报讯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日前出台新规
定，将《大学生创业教育与政策服务》课程列为必修
课，未获得该课程学分者将不能毕业。学校希望以此
为学生传递创业政策，树立正确的创业观，以创业促
进就业。
据该院就业办副主任李桂生介绍，该校投资百万

元开辟了大学生创业园，为学生提供练兵的场所，却
发现学生存在着对创业政策不够了解、自身潜力不清
楚、创业步骤模糊等现状。为此，学校开设了《大学生
创业教育与政策服务》必修课，帮助同学们解决创业
疑惑。 （徐立明沈林）

中科院与吉林省共谋进一步合作

简讯我与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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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届管理科学奖在京颁发

中韩小学生地球日倡导“保卫森林，拯救气候”

江西一高校将“创业教育”纳入必修课

亚太地区蛋白质学会
第三次学术会议
将在上海召开

本报讯亚太地区蛋白质学会第
三次学术会议将于 5月初在上海召
开。亚太地区蛋白质学会每三年举办
一次学术大会，前两届学术会议分别
在日本横滨和澳大利亚凯恩斯举办，
已为促进全世界、尤其是亚太地区蛋
白质科学工作者之间的交流和合作起
到了很好的作用。
本届大会首次由亚太地区蛋白

质学会与国际蛋白质学会联合举办，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
专业委员会承办。会议组委会主席由
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蛋白质
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志珍院士担
任，国际蛋白质学会主席 Daniel
Raleigh教授及中国生物物理学会理
事长饶子和院士担任会议组委会共同
主席，中国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会
蛋白质专业委员会候任主任委员昌增
益教授担任大会的秘书长。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Protein and

Beyond”。研讨内容包括：蛋白质的生
物合成，蛋白质的折叠、结构与动态，
蛋白质的修饰和相互作用，蛋白质的
设计与工艺，蛋白质的定量检测与单
分子研究，蛋白质与疾病及药物设
计，蛋白质组学，蛋白质的交叉研究
等。大会邀请了 48位来自亚太地区
以及欧洲和北美地区的杰出蛋白质科
学家作报告。 （潘希）

在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到来之际，由中国抗癌协会主办、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支持、上海罗氏制药有限公司协办的 2011
“聚爱，生命亦精彩———中国抗癌希望之路”项目在京启动。

图为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为“中国癌症防治科普宣传促进计划突出贡献专家奖”获得者颁奖。 （潘希 董志佼）

阴本报记者贺根生
曾经，基础研究都被看做是国家

和发达地区的事。现在，广西作为后发
展地区，认识到基础研究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重要工作，开始下大力气强化
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在近日召开的广西首次重点实验

室工作会议上，自治区科技厅党组书
记陈大克明确指出，没有基础研究，就
不可能有原始创新，就难以从根本上
改变科技后进的面貌，就难以支撑广
西经济持续快速发展。
基于对基础研究在科技创新中重

要作用的重新认识，“十一五”以来，广
西在推进科技基础能力建设方面出台
了一系列重大举措：制定了“统筹规划、
合理布局、突出重点、滚动发展”建设重
点实验室的方针；在自治区科技厅设立
了基础研究处；在新修改的《广西科技
奖励办法》中，新增设了“自然科学奖”；
加大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等。

思路明，决心大，效果好。在自治
区党委、政府的重视和大力支持下，

2005年以来，广西在创新平台实验室
建设上实现了一系列新突破：

依托广西科学院和广西明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建设的“非粮生物质酶
解国家重点实验室”、依托广西大学联
合华南农业大学建设的“亚热带农业
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
室”先后于 2010年 12月和 2011年 3
月获科技部批准，正式投入建设，实现
了广西国家重点实验室零的突破。此
外，还有广西有色金属及特色材料加
工重点实验室、广西药用资源化学与
药物分子工程重点实验室，先后获科
技部批准为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培养基地。

自 2005年以来，自治区科技厅先
后组织认定了三批共 36个自治区重
点实验室和 13个自治区重点实验室
培育基地。

经过“十一五”，广西初步形成了
以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为依托的重点
实验室建设格局，重点实验室研究领
域涉及化学化工、生物医药、地球科
学、材料工程、电子信息等学科，及与

广西经济和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重点
优势领域，凝练了 100多个具有优势、
特色的基础研究方向。
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加强，提升了

广西的原始创新能力，取得了一系列
丰硕成果。
例如，广西亚热带生物资源保护

利用重点实验室，就先后取得世界首
例单精子显微授精的转基因水牛龙凤
双犊、世界首例慢病毒介导的转基因
水牛、雄性牛犊，及世界首例转基因克
隆水牛等多项世界级成果；地方性高
发疾病防治研究重点实验室完成的
《广西地中海贫血的防治研究》，首次
在国内外报道 12种地中海贫血基因
突变类型和异常血红蛋白，研究成果
填补国内外空白。
据统计，“十一五”期间，广西重点

实验室共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159项，
其中，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项，广
西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7项，占一等奖
总数的 65%；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
表论文 9092篇，其中被“三大索引
（SCI、EI、ISTP）收录 1545篇；共申请

专利 602项，获授权专利 282项，其中
发明专利 183项，占授权专利的 65%，
重点实验室的专利产出率明显高于全
区平均水平。
重点实验室建设的加强，还有力

地推进了广西人才队伍建设。吸引、培
养和稳定一批优秀科技人才。目前，重
点实验室有固定人员 1412人，其中高
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915人，占 64.
8%。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中，汇集
了 26位院士、11位长江学者和 15位
杰青。全区依托重点实验室建立了 16
个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和博士后科研流
动站。“十一五”期间，共培养出站博士
后 54人、毕业博士 451人、硕士 6604
人，形成了亚热带生物资源保护利用
等 94支研究团队。
据悉，“十二五”广西将本着“强基

础，提能力，促发展，惠民生”的工作总
体思路和“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
新能力”等八大任务，进一步抓好基础
研究和前沿研究、创新平台建设和高
层次科技人才和团队建设，推进重点
实验室建设跃上新台阶。

后发展地区也要强化科技基础能力建设
———广西重点实验室建设实现系列突破

□本报记者潘希实习生杨扬

人是怎么来的？带着疑问的听众
们来到中国科技馆的多功能厅，期待
着能从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人类的起
源”的讲座中得到答案。这是中国科
技馆“科学讲坛”的第三十三讲。
“科学讲坛”是中国科技馆定期

举办的系列科普讲座。自去年 6月
20日起，每周六上午，会有一位科学
大师为公众讲解科学知识，传播科学
精神。参与听众能够通过科学界大师
们的言传身教，濡染科学氛围，感受
科学魅力，解答科学之问。
吴新智是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

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人类学学报》
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人类学）》主
编。1984年，吴新智与两位外国人类
学家联名提出现代人起源的多地区
进化说。1998年，他又与同事为中国
的人类进化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
交”假说。
“这个问题我也回答不了，人的

知识是有限的。”尽管吴新智是人类
学方面的专家，对“人是怎么来的”这
样看似最基本的但科学界至今尚无
定论的问题也无法给出明确的答案。
戴海钢是一位体育工作者，也是

“科学讲坛”的忠实听众。每周六他都
会来听讲座。科学是戴海钢的兴趣之

一，尽管他的职业与这个爱好大相径
庭。面对人满为患的大厅，“喜欢科学
的人多起来了”，戴海钢说。

像戴海钢这样的热心听众还有
很多，他们有的是为满足强烈的好奇
心，有的是带着“科学之问”前来承师
问道。还有一些是中小学生的家长，
他们领着懵懂的孩子接受科学的熏
陶。无论是哪位参与的听众，在这里，
他们都能收获知识，播种希望。

吴新智通过多媒体演示文稿和
图片，将古人类的发展历程一一呈现，
引起了听众的兴趣。在解答“现代的猿
为什么不能变成人”这个问题时，吴新
智一边指着图片，一边解释猿的特征：
“上肢长，下肢弱小；大拇指短，不能对
握。”这时，一位身穿青色上衣的小女
孩儿被深深吸引了。这位五六岁的小
女孩儿伸出右手，从爸爸手边拿起自
己绿色的保温杯，伸开手掌，握住杯
子，端详着自己的大拇指。

吴新智还为讲座准备了古人类
颅骨化石模型，帮助听众区别亚洲人
颅骨与欧洲人颅骨。古人类颅骨化石
中，欧洲人的眼眶是圆的，而亚洲人
的眼眶是接近方形的；欧洲人的鼻梁
高，而亚洲人的鼻梁低。这些精辟的
概括，将辨别古人类颅骨化石身份的
奥秘一语道破。

在热心听众中，孩子们成了提问

的主力军。第一位获得提问机会的，
是一位小男孩儿。在听完讲座之后，
小男孩用稚嫩的声音问道：“我想问
一个问题，就是人类到底是怎么起源
的？”孩子天真而诚实的质疑逗得现
场听众开怀而笑。讲座中严肃、庄重
的气氛被提问带来的轻松、愉悦所涤
荡，现场变得活跃起来。

诸如“动物是怎么进化成人的？”
“不同肤色的人是由不同肤色的猿变
来的吗？”“猿又是怎么来的呢？”这类
孩子们好奇的问题，吴新智也一一作
出了答复。尽管这些孩子可能依旧听
不懂，尽管科学家也许仍搞不清，但
是，吴新智还是真诚地作出解释。对
孩子来讲，一个没有结论的答复也许
要好于没有答复。
“我今天是带着好奇心来听‘人

类的起源’。”一位带着上初中的儿子
来听讲座的父亲说，“我想知道研究
人类起源的意义是什么。”吴新智说，
最朴素的层次是为了满足公众的好
奇心；从哲学层面上讲，则有助于正
确世界观的树立。研究人类的起源，
对正确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有相当大
的说服力”。

据介绍，“科学讲坛”将充分调动院
士、专家、学者与科普教育资源，向听众
普及科学知识，为热心科普活动的优秀
科学家搭建了服务公众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