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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委员声音

威海有个“郭永怀事迹陈列
馆”，利用出差机会特地去参观瞻仰。

我与这个陈列馆还是有缘的。建
馆之初曾经听过威海有关领导关于建
馆陈列的一些考虑，虽没有作过实质
性贡献，但从一开始就大力支持建设
这个陈列馆。

这里陈列着从威海荣成走出的我
国唯一一位牺牲了的“两弹一星”元
勋——郭永怀烈士一生的事迹。馆内
分七个板块，分别以“荣成之子、潜
心求学；扬名海外、毅然回国；两弹
一星、功勋卓越；家国情怀、大师风
范；以身许国、壮烈牺牲；怀瑾佩
瑜、爱在天际；高山仰止、永远怀
念”为题，进行了系统介绍。这里还
有郭永怀工作过的单位赠送的实物模
型，包括原子弹、氢弹、火箭和人造
卫星模型。篇篇文字、个个实物、张
张照片、部部影像，为我们生动再现
了郭永怀为国奉献的一生。

尽管过去对郭永怀的事迹也比
较熟悉，我在北京的中国科学院力
学所、青海海北的“原子城”基
地、四川绵阳的工程物理研究院都
参观过他的事迹展览，但每次参观
都像第一次听到看到的那样感动，
这次尤是如此。

郭永怀于 1909 年 4 月出生在山
东省荣成市，从一个农家子弟逐步成
长为我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
一，“两弹一星”元勋。在青少年时
代，他就立下求学报国志向，30岁
之前，先后就读于南开大学、北京大
学、西南联大，他的导师有叶企孙、
周培源等前辈，他的同学有林家翘、
钱伟长、汪德熙、段学复等大家。
1940年郭永怀赴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留学，仅用了半年就获得硕士学位。
1941年郭永怀进入加州理工大学学
习，师从“航空航天时代的科学奇
才”冯·卡门教授，获得了博士学
位。他与钱学森、钱伟长都是冯·卡
门的弟子。

1946年他受邀前往康奈尔大学

创建航空研究院。1956年他冲破重
重阻碍回到祖国，长期主持中国科
学院力学所工作。后来又兼任二机
部九所副所长，为中国的第一颗原
子弹、第一颗氢弹、第一颗人造地
球卫星、第一颗核导弹的研制作出
了突出贡献。

1968年郭永怀从核试验基地返
回北京汇报实验数据时，因飞机失事
壮烈牺牲。当敬爱的周总理得知郭永
怀空难牺牲的消息时，当场失声痛
哭。他是一位什么样的人能让共和国
的总理如此悲痛。

他是“两弹一星”的功臣。
1956年2月和9月钱学森两次致信邀
请他回国后到中科院力学所工作，他
果断放弃国外优越的科研和生活条件
毅然回国。要知道他在美国名校任
教，有着非常优越的生活，是当时国
内物质条件无法相比的。在祖国最需
要的时候他又服从国家需要投身“两
弹一星”的研发，投身中国核武器事
业。他主要负责条件艰苦的场外试验
委员会的工作，先后参与了氢弹、核
导弹的研制，解决了一系列技术难
题，为核弹的武器化作出了贡献。
1964年他又奉命参与领导了中国第

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
主要负责卫星本体和卫星回地方面研究
工作。1968年12月 5日，在飞机失事
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想的也是怎么使国家
不受损失，他和警卫员一起将装有试验
数据的公文包死死抱在胸前，虽然两人
英勇牺牲，但却用血肉之躯把数据完整
保留下来。

他是学问大家。他在加州理工时与
导师一起突破了航天领域中的世界级难
题——声障，并和钱学森、林家翘一起
成为美国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成员。在
康奈尔时是该校航空研究院三位创建者
之一。回国前他在力学领域已经成绩斐
然。回国后成为力学所主要学术领导
人，1957年就当选中国科学院数学物
理化学部学部委员（院士）。他和钱学
森一起主持制定了力学学科的发展规
划，倡导在国内开展高超声速空气动力
学、电磁流体力学爆炸力学的研究，拓
展了力学的服务领域。郭永怀具有开阔
的学术视野，在钱学森和他的领导下上
个世纪60年代中国科学院力学所在液
燃发动机的研制、板壳理论、地面沉降
理论等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果。为此，
钱学森说“他做得要比我多得多”。他
还出任中国科技大学首任化学物理系主
任，尽全力关心支持年轻人成长，为新
中国培养了大批高端人才。他治学严
谨，标准要求高，发表的论文不多，但
每篇都有分量和学术价值。他学术水平
高又担任领导，但从不以势压人，他经
常对青年学者说，“我给你们提的建议
看法仅供你们参考，不一定按照我的办
法做，一切要经过实践的检验。”他以
他的卓越成就与周培源、钱学森、钱伟
长一起被学界并称为中国近代力学事业
的四位奠基人。

他一生心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他便开始筹划回国，参加留美
中国科技工作者协会，拒绝参与美国机
密项目研究，时刻准备着回到祖国。为
了提防美国移民局阻挠当众烧毁积攒多
年的科研资料和手稿，历经众多波折，
终于 1956年 9月踏上邮轮，经罗湖口

岸回到祖国。1957年他写了一篇文章
介绍“我为什么回到祖国”，说道“我
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
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
的山河”。

1963年位于青海海北金银滩草原
的 221基地基本建成后，他很快按照
要求率领科研团队从北京迁往青海，
在恶劣艰苦的条件下开展核武器试验
相关研究。1965 年他曾经表达过心
声，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衷心希望
我们这样一个大国早日建成繁荣富强的
社会主义国家。

陈列馆还专门展示了郭永怀一家的
生活相关情况。说到郭永怀当然不能不
说他的夫人李佩先生，陈列馆对李佩先
生的事迹也做了详细介绍。李佩先生毕
业于康奈尔大学，曾在康奈尔教授中
文，上世纪50年代与郭永怀一起回国
工作。郭永怀牺牲以后，李佩先生奋斗
在中国科技英语教学第一线，为英语人
才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她长期在中国
科技大学任教，创办了国内首期应用语
言研究生班，领导筹建了中国科技大学
研究生院英语系；她与李政道先生合
作，输送出新中国第一批自费留学生；
在耄耋之年创办了“中关村大讲堂”，
被称为“中关村最美的玫瑰”。1965年
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她和郭永怀一起
将他们一生积蓄 48502 万元捐献给国
家，这在当时是一笔不小的款项。后来
她又把积蓄的60万元存款分别捐献给
中国科技大学和中科院力学所，设立郭
永怀奖学金，用于人才培养，而自己一
直过着极其简朴的生活。

国内设置纪念郭永怀的场所有一
些，写的回忆文章也不少，但对我们这
个民族来说这永远都是不多的，我们要
多写写他的事迹，把这种精神永远写下
去，真正传承下去。

威海不大，陈列馆也很小，但郭永
怀的精神高尚、境界广大，希望有更多
的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去参观瞻仰。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科技部原
副部长、国家外国专家局局长）

小陈列馆里的大师和他的大境界
——感悟“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先生的科学家精神

李 萌

在北京生活了4年的郑州退休老
人张大叔，没有想到能在北京观赏到
高水平的家乡戏。5 月 7 日一早，他从
昌平的家里出发，乘坐了一个多小时
的公交车，于上午10时许赶到梅兰芳
大剧院。得知《大河安澜》还有票，他连
忙“抢”到手一张。原地等待了将近10
个小时，又观看了 2 个多小时。戏散
了，张大叔幸福满满、意犹未尽。

张大爷追捧的这出戏，是为庆祝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重大
国家战略五周年而推出的。在主办单
位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共河南
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以
及演出单位河南豫剧三团的共同努力
和雕琢下，一经上演，好评如潮。

散场后，如张大爷一样激动的观
众还有很多，大家在剧场门口回味着
剧情、赞誉着演员的精彩演出，久久没
有散去。

该剧以大河、大堤父子两代人对
黄河的守护和治理为主线，体现了中
国人民在治理黄河过程中所付出的努
力和牺牲，再现了黄河儿女生生不息、
自强不屈的生活状态与生命历程，展
现了黄河文化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塑造
作用。剧中的夫妻情、母子情、家国情
等通过导演巧妙的手法运用使其相互
交融，相互映衬。这些情感的交织和冲

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艺术冲击力，直
击观众心灵。

河南省豫剧三团团长、本剧主演
贾文龙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曾多次强
调，要‘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人民是
创作的源头活水，只有扎根人民，创作
才能获得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
泉’。我们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
导向，对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进行
加工修改。文本上强化矛盾冲突，注重
深化思想性；表演上，使人物塑造更加
细腻；舞台呈现上，使戏曲程式化的动
作表演更丰富且贴合剧情。”

演出过程中，现场观众被跌宕的
剧情和精彩的表演深深打动着：当
看到大河、安澜夫妻分离时，观众热
泪盈眶；当看到大河为抗洪抢险拿
命相搏牺牲性命时，观众心情沉重；
当看到大堤继承父亲遗志，以先进
的科学技术治理黄河，并将其打造
成为生态园时，雷鸣般的掌声从观
众席间响起。

一位老先生表示：“这部剧是对黄
河文明的一次深情致敬，是对人与自
然和谐共生理念的一次生动演绎。它
通过艺术的形式，传递正能量，弘扬主
旋律，让大家都深切感受到了黄河文
明的博大精深和中华民族坚韧不拔的
精神。”

汉字又称中国字，别称方块字，
是汉语的记录符号，世界上最古老
的文字之一，已有 6000 多年的历
史。记者日前来到位于潍坊寿光市
洛城街道屯田西村的“仓颉汉字艺
术馆”，感受汉字的起源与演变、造
纸及书籍印刷技术。

“仓颉汉字艺术馆”是我国目前
最大的以汉字演变为主题的艺术
馆，集汉字发展史陈列展示、研究创
作、交流传播、互动体验、教育普及
于一体。馆内设赏、拼、对、组、拓、
印、吟、刻、写、涂等多项主题汉字艺
术体验空间，可了解汉字艺术的起

源、演变，古代传拓技术及现代科技
在汉字艺术上的应用等。

从“结绳记事”到“以物易物”再
到“以贝为币”，仓颉用文字传承了
史前史，留下“天雨粟、鬼夜哭、龙乃
潜藏”的传说奇观。为纪念“中华文
字始祖”仓颉造字的贡献，2010 年
联合国新闻部宣布设立“联合国中
文日”，以庆贺多种语言的使用和文
化多样性，并促进六种官方语言在
联合国的平等使用。

文运兴国运昌，文脉远国脉长。
可以说，没有仓颉造字，盘古开天辟
地以来的神话传说就难以完整地流
传到今天，《连山易》《黄帝内经》《神
农本草经》等一批上古典籍，就无法
成书传世，炎黄时代的历史就无从

传承。
据传，文祖仓颉受鸟兽足迹启发

创作的鸟迹书，是最早创造的原始象
形文字。西周时期，这些文字从位于寿
光的仓颉墓中所得，当时没有人认识
这些字，孔子也曾携弟子前来造访，因
此在寿光留下了“仓颉造字圣人猜”的
传说。当然了，这些都是传说。

南朝梁任昉的《述异记》中记载
着：“仓颉墓在北海，呼为藏书台。”北
海即寿光。寿光历史渊源悠久，《寿光
县志》记载，清嘉庆五年，仓颉墓为寿
光八景之一。郦道元《水经注》中也详
细记载了仓颉石室的位置在寿光古县

城。
史料和传说，无非是佐证仓颉和

潍坊寿光的关系而已。汉字艺术馆却
是真正震撼人心，该馆有世界最大线
装书《老苍的蝌蚪》；世界最大的手工
捞制宣纸；自清代以来的 300 多本字
典；有活字印刷、雕版印刷、丝网印刷、
古法造纸、古法扎染等多个体验项目；
还有《活字印刷》《贝壳记事》《结绳记
事》《陶文书法》《甲骨文书法》《竹
简》等课程版权作品登记证书。

游客来到，可以感受签到甩屏，
虚拟翻书、未来之眼、AR互动成语
墙，3D 打印、全息影像、沉浸式弧
形幕等多项汉字文化与科技融合的游
乐体验项目……认识汉字、学习汉
字、记忆汉字变得妙趣横生。

到仓颉汉字艺术馆

领略汉字艺术之美
本报记者 高志民

分子马达、纳米车、分子机器
……对于很多人来说，2016 年诺贝
尔化学奖得主伯纳德·卢卡斯·费林
加 （Bernard Lucas Feringa） 做的
研究，距离日常生活依然遥远。

“事实上，基础研究到现实应用
从不会一蹴而就。”5 月 10 日上午，
费林加做客第六期“浦江科学大师讲
坛”。他坦承，最为头疼的问题之一，就
是经常被问“你的研究有什么用”。

费林加说：“现在的分子马达，相
当于19世纪30年代的电动马达，那时
的研究者仅仅在实验室里展示各式各
样的旋转曲柄和动轮，丝毫不知这些
东西将导致洗衣机、风扇的诞生。”

浦江科学大师讲坛是由上海市政
协发起并主管，以线下报告与面向全
球的线上直播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的一
个以汇聚与传播科学思想为主要特色
的讲坛。

“我喜欢分子世界，但是在分子美
丽的花园中，我也常常迷路，找不准方
向，但是这些让人‘绕圈圈’的问题是
最有趣的，它们会带来意想不到的答
案，改变我们的世界。”在“小小”的世
界里面“挖呀挖呀挖”的费林加“挖”到
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分
子开关”。

什么是开关？能够在0和1两种状
态进行转换的分子就是开关。费林加
俏皮地眨眨眼：“眼睛就是一种最简单
的生物开关。”而“分子开关”则将0和
1的转换带到了纳米级的尺度。

“众所周知，细菌的耐药性是人类
的‘定时炸弹’，于是我们生产了能够
以光来激活的抗生素，通过光线的照
射实现开启和关闭。”费林加相信，
分子开关的光敏性与可以对患处实现
精准治疗的特点，让它能够在医药行

业大显身手。
费林加由此进一步深入，和他的中

国同事们开展“人工肌肉”研究项目，这
个项目中帮助肌肉收缩的就是分子马
达。当听众针对人工肌肉提问，费林加大
手一挥，兴致勃勃邀请对方上台扳手腕。

遗憾的是，“大师讲坛”并没有给
大师“面子”。落败后的费林加笑着打
趣：“我现在比不过你，但等到我可以
装上人工肌肉，那么多分子马达集中发
力，一定比你的力气大得多！我们打个
赌，5年后再比一下。”

通过耦合分子马达，费林加团队还
研制出四轮“分子车”。在这辆大小仅
有2纳米的微型车上，分子马达旋转的
力转化成为平移的力，世界上最小的车
就这样开动了。

“现在，分子马达和纳米车已经可
以做出旋转、平移、推动这样精彩的运
动，50年后，它们或许会迎来实质性应
用，那时将做得更多、更好。”费林加
说：“比如在医疗领域，分子机器可以
进入人体精准靶向递送药物，为癌症治
疗提供助力；在材料领域，分子机器可
以制造能够进行自清洁和自修复的材
料；在计算机领域，分子机器可以成为
信息的存储单元……”

“科学的旅程是一场冒险，对于年
轻人来说，保持好奇、勇于探索是最重
要的。”对于中国的青年学子们，费林
加通过“大师讲坛”给予了最热情的鼓
励，同时不忘建议，学术研究行稳致远
的诀窍，需要“两条腿”走路，而不能

“单脚跳”——一方面，致力创新突
破，争取得出开创性成果；另一方面，
也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做些研究，为自
己积攒学术声誉，提高学术能力。“这
样一来，即使遇到失败也有缓冲的余
地。”费林加如是说。

在“小小”的世界里“挖呀挖呀挖”
——诺奖得主费林加做客浦江科学大师讲坛谈“造‘小’的艺术”

本报记者 顾意亮

在刚刚过去的几天里，神舟十八
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3 名航天员顺
利进驻中国空间站。中国航天事业的
稳步发展，其中也包含着不可或缺的
女性贡献。作为中国首位太空漫步的
女航天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英雄航
天员、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副主席王
亚平在日前举办的全球科技女性创新
论坛表示，家庭的力量、时代的发展、
个人的梦想和团队的支撑，是自己不
断实现超越的动力源泉。

据介绍，中国女科技工作者大约
有 4000 万，占科技工作者总人数的
45%左右，科技发展的征途中，女性科
技工作者以独特的魅力和坚韧不拔的
精神，为科技的进步贡献力量。

王亚平分享说，30 多年来，中国
载人航天工程实现了从短期飞行到长
期驻留，再到建成中国人自己的空间
站的“三步走”。目前中国空间站已经
进入到应用发展阶段，载人登月计划
也在稳步推进。“这是时代的力量，身
处大跨越大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航天
员才有了更多追梦圆梦的机会和舞
台。”王亚平表示。

“我出生在山东烟台一个美丽的
小山村，小时候的梦想就是能够变成
一只小鸟，在天空自由自在地飞翔。”

王亚平回忆，家门前有一棵樱桃树，“我
特别喜欢爬到最高的樱桃树上，因为我
觉得那是离梦想最近的时候。”

后来，王亚平赶上了中国招收第七
批女飞行员，又赶上了中国招收第一批
女航天员。

“这不仅仅是幸运，也不仅仅是梦
想，是好时代、好平台、好机遇，给了我一
次又一次机会，让我有机会去实现梦想，
甚至超越梦想。”王亚平感慨地说。

航天事业是“千人一杆枪”的事业，
航天员每一次成功飞天的背后，都有无
数科技工作者的全力托举。王亚平对于
第一次太空授课记忆犹新，“一堂短短
40 分钟的太空授课，看似简单，背后实
则凝聚了许多单位、许多人艰苦卓绝的
努力，要进行很长时间的准备，经过很多
次的演练，最终在大家的密切协同配合
下，才呈现完美的太空授课。这是团队的
力量。”

选择航天事业，就意味着牺牲和贡
献。多年来，由于工作原因，她对家人，尤
其是对孩子的陪伴少之又少。

“成为航天员近十几年的时间，我绝
对是一个合格的航天员，但我不是一个
合格的妻子、母亲和女儿。但家人一直都
毫无怨言，全心全意地支持、陪伴我。这
是我最温暖的动力源。”王亚平表示。

全国政协委员王亚平谈创新中的女性力量：

家庭支持是我太空翱翔最大动力源
本报记者 高志民

本报讯 中国移动日前正式发布
一体化算力网络领航数智产业行动计
划。全国政协常委、中国移动通信集
团有限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杨杰宣
布将推动算力网络加速迈向算网 3.0
新阶段。

2021 年，中国移动原创性提出
“算力网络”全新理念。两年多以
来，已圆满完成算网 1.0 的既定目
标、全面启动算网 2.0阶段工作。中
国移动联合产业各方推进“算力网
络”从概念原型走向产业实践，构建
超大规模智算中心、建设高速算间网
络、打造新一代数联网、自主研发算
网大脑四大基座能力，不断以技术创
新推动算力网络发展走向纵深。

算力——以大算力赋能大模型，
构建“N+X”大规模智算基础设
施。中国移动已打造一批万卡级、千
卡级智算集群，以移动云为算龙头，

赋能10万+客户数智化转型，在呼和浩
特投产超大规模单体液冷智算中心，入
选央企十大超级工程。

算网——以光筑基畅通大动脉，建
设高速算间网络。今年3月，中国移动
贯通商用全球首条 400G 全光网链路，
建成全球领先的 SRv6承载网络，全面
贯通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夯实算网智联
底座。

算数——以激活数据要素价值为核
心，创新打造数联网 （DSSN）。中国
移动全面构建数据流通基础设施，提供
一站式申请、开通数据流通专属算力网
络功能，具备穿透式全流程存证监管，
支持十亿级日交易订单。

算脑——以 AI+赋能一体化调度，
创新打造算网大脑。依托自研九天大模
型，中国移动已实现智能编排，统一调
度通、智、超、量多样化算力，突破亿
级每日调度能力。 （马健）

中国移动：

推动算力网络加速迈向算网3.0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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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寅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