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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5日上午，所党委召开

中心组扩大学习会议，党委书记

金玉奇主持会议并领学习近平

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

神，副所长、党委委员王峰领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青海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全体党委委

员、职能部门全体副处级以上党

员干部列席参加学习。

会议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重要讲话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华

诞的重大时刻和“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的

关键节点，回望光辉历史、擘画光明未来，

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是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政治

宣言，是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以史为鉴、开

创未来的行动指南；“七一”重要讲话全面

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百年发展历程取得的

“四个伟大成就”，深刻诠释了伟大的建党

精神，提出了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九个必

须”的根本要求，深刻回答了我们党和国家

事业发展的领导核心、指导思想、发展道

路、价值追求、力量源泉等一系列问题，为

我们更好落实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要求

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会议强调，全所党员干部要深刻领会

和把握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核心

要义和实践要求，切实做到学深悟透；深

刻理解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

国人民，开辟的伟大道路、创造的伟大事

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深刻领会一百年前，

中国共产党的先驱们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形成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

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

不负人民的伟大建党精神；深刻理解从中

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

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

能继续成功，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

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的

根本要求。

党委副书记毛志远作重点发言交流

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七一”重要

讲话深刻阐释了伟大的建党精神，让我们

更加坚定了党领导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

兴的信心，让我们更加坚定了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我们要始终牢记

“国家队”“国家人”的使命和责任，聚焦党

中央提出的“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发挥

战略科技力量的更大作用。

王峰作重点发言交流时表示，习近平

总书记发表的“七一”重要讲话不仅仅是

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重要宣言，

更是向全世界的伟大宣言书，学习“七一”

重要讲话让我们精神振奋、倍感自豪，在

今后的工作中要原原本本学习讲话内容，

将讲话要求与科研工作结合起来，从百年

辉煌党史中汲取奋进力量。

党委委员孙军作重点发言交流时表

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

“七一”重要讲话让我们感到心

潮澎湃、收获良多，伟大的建党

精神作为我们党精神谱系之源，

要大力弘扬伟大的建党精神，大

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不忘科技报

国初心、牢记科技强国使命，牢

固树立“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

福人民”的科技价值观。

金玉奇要求，全所党员干部

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

话精神上来，将学习讲话精神作为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党史

学习教育中，原原本本学习，联系实际学

习，围绕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开

好专题组织生活会；要把学习“七一”重要

讲话精神与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院

提出的“四个率先”和“两加快一努力”要求

结合起来，始终牢记作为“国家队”“国家

人”，必须心系“国家事”、肩扛“国家责”；要

把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同开展

“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结合起来，进

一步做实为群众办实事的工作措施。

会议集体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广

西、青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

出，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青海考察

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对于开展党史学习教

育、推动“十四五”开好局起好步具有重要

指导意义。

会议要求全所党员干部在党史学习

教育中，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要求，赓续共

产党人精神血脉，筑牢初心使命，贯彻新

发展理念，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

悟力、政治执行力，为推动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贡献力量。

（文 /图高杨）

所党委组织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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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意义与启示
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形成背景

土地是农业生产最基本的生产资料，

也是农民安身立命之本。中国共产党在不

同历史阶段实施了不同的农村土地政策。

在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 6月中央人民政

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宣布在全国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

地所有制，实行农民土地私有制。1952年

底，全国土地改革基本结束，3亿无地或

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 7亿亩土地和其他

生产资料。但建国之初我国农业基础相当

薄弱，生产资料严重短缺，导致农业生产

发展缓慢，分散的个体农业生产难以为我

国工业化建设提供粮食保障。从 1953年

开始，全国各地陆续开展以农业生产合作

社为载体的合作运动，先后形成初级社、

高级社和人民公社，农业生产模式最后演

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

营”。至 1958年底，全国 74万个农业生产

合作社改组成 2.65万个人民公社，有 1.2

亿农户（占全国 99%以上）参加了人民公

社。人民公社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长期实

行大一统经营模式带来了生产激励不足

问题，劳动力投入与报酬脱钩，出现平均

主义“大锅饭”，农业生产举步维艰，人民

生活水平极其低下。1978年底我国农村贫

困人口为 2.5 亿，农村贫困发生率为

30.7%。因此，亟需探索一种既能体现社会

主义公有制性质，又不失对农业生产主体

经济激励的土地政策。

1978年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是一

个 20户 115人的生产队，是全县有名的

“吃粮靠返销、用钱靠救济、生产靠贷款”

的“三靠队”，生产生活非常困难。1978年

11月，小岗村的 18位农民以“敢为天下

先”的精神，在一纸分田到户的“秘密契

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实行农业“大包

干”，此举打破了人民公社化体制，土地所

有权仍归集体所有，但承包经营权由集体

转向农户家庭。1979年小岗村实现了从未

有过的大丰收，粮食总产量 13.3万斤，相

当于 1955年到 1970年粮食产量的总和。

1980年 5月，邓小平同志发表了《关于农

村政策问题》的重要讲话，公开支持“包产

到户”。他指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在于

发展生产力，只要生产力发展了，低水平

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集

体经济不巩固的也会巩固起来。1982年和

1983年连续两份中央一号文件的颁布标

志着“大包干运动”取得完全合法地位，家

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正式确立。到 1984年，

全国农村 95%的农户实行包干到户。20

世纪末，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大

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土地流转倒逼

“三权分置”，将经营权从使用权中再一次

分离，构建了“集体所有、家庭承包、多元

经营”新模式，从而解决了新时代土地“谁

来种”和“怎么种”的问题。

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特点

和重要意义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指农户以家

庭为单位向集体组织承包土地等生产资料

和生产任务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实行“统分

结合、双层经营”，主要形式有包干到户和

包产到户。其基本特点是在保留集体经济

必要的统一经营（如大型水利、土地改良、

谷物运输等）的同时，集体将土地和生产资

料承包给农户，承包户根据承包合同规定

的权限，独立作出经营决策，并在完成国家

和集体任务的前提下分享经营成果。一般

做法是将土地等按人口或劳动力比例根据

责、权、利相结合的原则分配给农户经营。

承包户和集体经济组织签定承包合同。其

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实现了土地产权中

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激发农民生产积极

性，提高劳动效率，增加农民个人利益，促

进农业生产实现高速发展；解决国家粮食

产量不充足、人民温饱无法满足问题，为接

下来的改革开发奠定坚实基础。

2016年 4月 25日，习近平总书记来

到小岗村，感慨道:“当年贴着身家性命干

的事，变成中国改革的一声惊雷，成为中

国改革的标志”。2018年 12月 18日，党中

央、国务院授予农村改革的先行者，小岗

村“大包干”带头人 18位同志改革先锋称

号，颁授改革先锋奖章。

三、科研组织模式的思考

研究所借鉴当时中国农村改革中实

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做法，划小

所内经济核算单元，普遍实行研究组（课

题组）核算制，即将有限数量的科技人员

组成一个稳定的组织单元，称为研究组。

研究组具有人财物管理权，开展各类活动

所需要的经费需要自主争取，支出（包括

人员工资福利、科研业务活动费、房租水

电等）在其实际到位的经费中扣除，同时

须按一定的规则向研究所交纳管理费。此

举充分调动和激发了广大科研人员争取

项目经费的积极性，有力增强了研究所活

力，吸引和培育了一批优秀人才，促进了

一批成果产出。但研究组人员规模普遍不

大，以承担小型课题为主，单项投入不高，

所需资源较少，有相对独立的产出目标且

技术风险较小；难以承担系统性强、综合

集成度高的任务，重大成果产出较少；容

易自我循环发展，存在“小而全”现象，研

究组间关联较少。

1998年大连化物所成为中科院知识

创新工程试点首批单位，按照创建世界一

流研究所的发展战略，根据科技创新规律

探索建立多元化的科研组织模式，不断加

强研究组和研究室（部）建设，优化科研布

局，创新体制机制，提升核心竞争力，促进

重大成果产出。2008年出台创新特区研

究组政策，发展新的学科方向，吸引、凝聚

和培养一批国内外优秀青年学者（40岁

以下），先后成立 43个创新特区研究组。

2009年出台组群政策，围绕国家战略需

求，组织优势力量，发挥团队作战优势，进

一步提升综合竞争能力，促进多学科交叉

融合以催生新的研究方向，保障重大科技

任务顺利实施，加强对学术领军人物和人

才团队的培养，促进重大成果产出，先后

成立 16个 B类组群。

2017年以来，大连化物所扎实推进中

科院“率先行动”计划，牵头筹建中国科学

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集合了中科院能

源领域 20余家研究所及大学相关优势研

究力量，以“1+X+N”开放融合的创新组织

体系，组建能源科技“集团军”，参照国家

实验室体制机制先行先试。组织实施中科

院 A类先导专项“洁净能源关键技术与

示范”，有力促进跨所跨学科协同创新和

交流合作，大幅提升了对外竞争力和影响

力，促进了一批重大成果产出（下转 6版）



在中国共产党百年辉煌历程中，1949

年 -1956 年是具有极其重要和深远意义

的 7年。这七年里发生的几件大事，奠定

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无产

阶级政党带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政权的

坚实基础。其中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

法，“五四宪法”的诞生又具有极其深远的

影响，在党的历史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

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体现了中国共产

党优秀卓越的执政能力。

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

议的召开

新中国成立之前，筹建成立新中国的

工作，是通过新政治协商会议（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进行的。1949年 6月，新

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召

开，为新中国成立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1949年 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

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召开。毛泽东在开

幕词中宣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

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

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

此站立起来了。他还预言：随着经济建设

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

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

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

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人民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

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纲领成为中国

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新中国

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

府组织法，选举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

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

澜、高岗等为副主席。会议通过了北平为

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

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确定《义勇军进行

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

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毛泽东在这次大会上做了《中国人民

大团结万岁》的宣言。宣言说：“在人民领

袖毛泽东主席领导之下，我们的会议齐心

一致，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制定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制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制定了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决定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于北京，制定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采用了义

勇军进行曲为现实的国歌，决定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的纪年采用世界公元，选举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选举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中

国的历史，从此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社会主义新政权的诞生和巩固

1949年 10月 1日，随着毛泽东主席

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

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国翻开了波澜

壮阔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宏伟篇章。

但是事实上，党和人民政府面对的是艰巨

复杂的建设局面。经济上，新中国继承的

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军事上，人民

解放战争还没有彻底结束；国际上，美国

妄图称霸全球，拒绝承认新中国，对新中

国实行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

党的自身建设也面临着全国执政的新考

验。为此，党和政府开展了一些积极稳健

的政策措施，领导全国人民满怀信心的开

始了新中国的建设。

军事上，人民解放军解放了主要的城

市和地区，但是新疆、西藏、广西、海南等

偏远地区还没有彻底解放，人民解放军乘

势追击、顺利解放了这些地区，到 1951年

底实现了全中国的彻底解放。到 1951年，

全国共成立 29 个省、1 个民族自治区，8

个省级行政公署、13个直辖市人民政府，

140个省辖市人民政府及 2283个县人民

政府。

同时，为了保家卫国、打败美国围剿

新中国的野心，中国派出人民解放军志愿

军入朝作战，抗美援朝。在敌我力量悬殊

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

并肩作战，打败了美军侵略者，保卫了新

中国的安全。

为了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坚定明确了

新的外交方针和原则，毛泽东主席确定了

三条基本外交方针。一是另起炉灶：不承

认国民党政府与各国建立的外交关系；二

是打扫干净物资再请客：把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残余势力清除干净再考虑建交；三是

一边倒：明确新中国站在社会主义和世界

和平民主阵营一边。这些原则方针明确表

明了新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阵营的关

系。

经济上，在全国极快推动没收官僚资

本、稳定物价和统一全国财经，中央人民

政府成立时，财政经济极为困难，社会经

济千疮百孔，为了阻碍新人民政府建设新

中国，有人扬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

币进不了上海。为此，党和人民政府成功

组织了“银元之战”、“米棉之战”，彻底打

击了投机商人的企图，国营经济取得了稳

定市场的主动权。

1950年 3月，政务院发出决定，统一

全国财政收入、物资调度、现金管理，新中

国在财政经济战线上取得了重大意义的

胜利，使国内外怀疑共产党能够搞好经济

的人叹为“奇迹”，表示赞佩。1950年 6月，

党在七届三中全会上提出了创造三个条

件：土地改革完成；现有工商业的合理调

整；国家机构所需经费的大量节减。党在

经济上的有力组织为新中国奠定了发展

基础。

为了 1954年顺利召开第一届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党在前期组织了人口普查和

人民代表的选举工作。全国上下空前团

结，并实现了第一次大范围的人口普查及

人民代表选举。全国各行各业农民、工人、

解放军、知识分子和手工业人员都有机会

参与投票选举。1954年 9月 15日，第一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到 28日结束，会

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

法，即“五四宪法”的诞生。

在宪法的起草阶段，毛泽东主席倾注

了极大的精力。1953年 11月，他带领宪法

起草小组到杭州专门封闭讨论起草，认真

研读其他国家的宪法，吸取其它国家宪法

的精髓，多次深入研读宪法草案，几易其

稿并对宪法草案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组

织召开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确

定宪法草案，随后在人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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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四宪法”的诞生及其意义

（下转 6版）



我们走在西迁路上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西迁精神鼓舞着我们

多能融合是我们的方向

向前进 向前进

能源革命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西迁的道路洒满阳光

绿色发展之路宽广

西迁的我们热血高涨

挥动科学和技术的画笔

誓把塞上绘成天堂

向前进 向前进

能源革命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榆林明天更加辉煌

国家需要是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前程无比辉煌

我们献身这壮丽的事业

无限幸福无上荣光

向前进 向前进

能源革命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绿水青山歌声嘹亮

我们肩负着国家重托

我们团结奋发向上

不辱使命开拓创新

努力实现伟大梦想

向前进 向前进

能源革命不可阻挡

向前进 向前进

不忘初心不负众望

乔波涛，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室

（十五室）研究员、张大煜优秀学者。乔波

涛长期致力于负载型高分散亚纳米 / 单

原子金属催化剂的基础研究与开发，取得

一系列创新性研究成果。曾荣获首届“中

国催化新秀奖”、入选“兴辽英才青年拔

尖”人才。

机遇青睐有准备的头脑，脚踏实地才

能仰望星空。2011年，乔波涛在长期高分

散催化剂研究基础上，在合作导师张涛研

究员指导下，首次通过实用方法制备得到

氧 化 铁 负 载 的 铂 单 原 子 催 化 剂

（Pt1/Fe2O3），证明单原子铂可以作为催

化活性中心用于一氧化碳氧化和富氢条

件下的一氧化碳选择氧化反应。相关研究

成果在国际顶级期刊 Nature Chemistry

（Nat. Chem., 2011, 3, 634）上发表。在此工

作基础上，合作导师张涛团队首次提出

“单原子催化”的概念，开创了一个新的研

究方向，现已发展成为多相催化领域新的

研究前沿与热点。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为更好地充实

自己，在这备受关注的一年，乔波涛选择暂

时离开自己熟悉的科研环境，接受课题组

委派，去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进行为期三年的合作研究。三

年中，尽管科研产出较少，但他经历了不一

样的科研环境与氛围，接触了不同的文化

与思维，其独立从事科研的能力和带领团

队工作能力得到锻炼与提升。2015年，乔波

涛回归课题组后开始带领小团队开展单原

子催化相关的基础研究。不断涌现的新想

法和扎实的科研基础，使他很快报道了许

多优秀的研究工作（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16054; Angew. Chem. Int. Ed., 2018,

57, 7795; Angew. Chem. Int. Ed., 2020, 59,

7430; Nat. Commun., 2019, 10, 5181; Nat.

Commun., 2019, 10, 234; Nat. Commun., 2019,

10, 3824; Nat. Commun., 2020, 11, 558; Nat.

Commun., 2020, 11, 1263; Chem.Rev., 2020,

120, 11986），为单原子催化推动均多相催化

的融合、单原子催化剂的规模化制备提供

借鉴。

敏锐洞察力，助力科研路。在单原子

催化剂研究课题上大放异彩的同时，乔波

涛在金属 -载体强相互作用（Strong met-

al-support interaction, SMSI）领域也做出

了优异的成绩。在一次指导学生实验的过

程中，乔波涛发现实验结果与预期不符。

他没有简单放弃，而是敏锐地察觉到其中

可能的新现象。因此他带领学生进行了深

入研究，通过仔细的实验设计与验证，最

终发现了非金属氧化物———羟基磷灰石

（HAP）与纳米金之间可在高温氧气条件

下发生金属 -载体强相互作用（Oxidative

strong metal-support interaction, O-SM-

SI）。该 O-SMSI效应的发生伴随着载体对

金属的包裹和载体与金属之间的电子转

移，对催化剂的催化活性和高温稳定性有

极大的改善。该成果很快发表在了美国化

学会志上（J. Am. Chem. Soc., 2016, 138,

56）。基于这一新的发现，乔波涛指导学生

在 SMSI 领域不断拓展新的研究体系

（Angew. Chem. Int. Ed., 2016, 55, 1; Sci.

Adv., 2017, e1700231; Chem. Sci., 2018, 9,

6679; Angew. Chem. Int. Ed., 2020, 59,

11824; Nat. Commun., 2020, 11, 5811），给这

个相对古老的经典概念注入了新鲜血液。

平易近人，亦师亦友。作为一名博士

生导师，乔老师始终是以平等交流的方式

给予学生及时的帮助和耐心的指导。在学

生培养方面，对待刚刚接触科研实验的学

生，常常能够看到乔老师耐心解答学生的

各类问题和困惑，并亲临现场指导学生做

实验。而对待高年级的学生，又能够适时

放手让学生去实践和验证自己的方案和

想法，并在关键的时候对学生进行有效的

指导和建议。乔老师也会经常与学生们分

享自己的科研经历、得失与心得，鼓励学

生们大胆尝试，发散思维。为了尽可能给

学生提供更多作报告的机会，乔老师经常

带领学生参加学术会议，把学生推荐给学

术界里面知名的学者和同行，给学生未来

的独立科研一步一步铺平道路，是学生们

科研生涯的良师益友！在生活中，乔老师

豁达的为人处世风格和乐观积极的人生

态度感染着小组成员中的每一个人，整个

团队昂扬着一种和谐共进、努力向上的斗

志。

（十五室 单原子小分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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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心科研路 矢志追梦人
———记十五室乔波涛研究员

◎榆林分院 李富岭韩震

奋斗者之歌：我们走在西迁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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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徐长海老师：

您好！

看到您最近在朋友圈发的银川边塞

风光，在“大明神威”的旗帜下，您的身姿

还是那样矫健，这次出游心情很愉快吧。

距离您离开实验室已经十多年了，时

间真是白驹过隙，转眼就过。可是在实验

室一起度过的时光仍然历历在目。不只是

我，还有很多很多十五室的学生和职工都

记得您。我们记得您真诚温和的笑容，耐

心仔细的教导，记得您不辞辛苦地搭建试

验装置；记得您如父兄般和我们一起聊人

生聊未来，记得您在我们第一届联欢会撰

写的对联，还有一首首给学生们的送别

诗，那么贴切生动。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和徐老师一起做

双金属加氢评价的日子。那时候王翠菊老

师负责研制催化剂，组里派我协助徐老师

建立评价体系，以便及时反馈催化剂效

果。我那时虽然做过钌碳催化剂评价，但

是两者有很大差别，而且也没有动手搭建

装置的经验，全要依靠徐老师费心指导，

关键地方常常要您自己动手。即便如此，

徐老师您总是那么耐心，从无责备，让我

现在想起心中还是非常感念。其实做这种

勇担重任，高山仰止
———致老一辈科学家的一封信

尊敬的老一辈科研者们：

你们好！

我是硕博连读研二在读的学生，进入

实验室真正接触科研工作恰满一年。刚刚

开始进行科研工作时，我常因畏难心理而

迟迟不肯动手尝试自己的想法，以致工作

拖延，进展缓慢；也因习惯性想逃避困难

而束手束脚，禁闭起自己的思维时常感到

焦虑和孤独。如今借着“庆祝建党百年活

动”的契机，我阅读了《光辉的历程Ⅱ》，第

一次认真详细地了解老一辈科学家们为

国奉献、解国家之急需和勇开行业之先河

的光辉岁月后，顿觉自惭形秽。而你们无

私无畏、勇担重任的形象，仿佛耸立着的

一座座高山，巍峨雄浑。

满载着过往七十余年国家和社会的

高度评价和认可，怀揣无数荣耀和累累重

大科研硕果的化物所，走过了建国初期一

穷二白，只有几间实验室，几个研究课题的

艰难岁月，如今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基础研

究与应用研究并重，具有较强开发能力、以

承担国家重大项目为主的综合性研究机

构。这期间离开不了你们这些力排众难而

勇肩巨任的、舍弃小我而奋力投身科技事

业的开拓者们。正是你们锐意创新、协力攻

坚的精神，壮大了化物所的优势学科规模、

孕育和奠定了大连化物所精神，为国家的

科技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七十余年风雨兼程，而今我们身处

这个科技如焰火般璀璨的时代，也处于

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不断交流、竞争和

较量的时代，身为大连化物所人，理当追

求一流、勇挑时代赋予的重担，为国家的

科技进步贡献自己的力量。而对于初入

科研工作的我，尽职培养自己的科研能

力，磨砺坚韧的意志和养成迎难而上、敢

想敢干的做事风格，这都是为将来成为

一名合格的科研工作者必须要经历的蜕

变。但过程不乏迷茫，而回望你们走过的

路，实际工作运行中的诸多艰难，哪一个

不是曾承担过巨大的心理压力？我们这

又算什么，所以每想至此，又觉你们是当

之无愧的精神楷模，是后辈科研路上最

好的指明灯。

科研是座难以攀爬的险山，我常因通

往山顶的多条崎岖险峻的小路而踌躇不

前，也尝试想找那条最容易攀爬的捷径一

路大踏步直上。可哪有那么多的捷径可

循。每每在我困惑之时，再次翻看手头的

那本载满前辈们峥嵘岁月的书，常常热泪

盈眶，为前辈们奋尽全力攻坚克难的勇气

和担当而备受鼓舞。仿佛是你们在告诫

我，不要浮躁，不要过于计较一时的成果

得失，别怕，别质疑自己的能力，在充满泥

泞的小路上前行也会有更多的风景，坚持

下去终有迷雾散开的时刻。

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前辈们在科学

救国、振兴中华的道路上做出了重大的贡

献，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当下，我们后辈也

当踔厉奋发以传承你们的爱国情怀与不

为艰难所轻易动摇的决心，秉持你们勇担

重任、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敢想敢做、

勇于转化科研成果到工业应用的实干精

神，从你们的奋斗历史中汲取前进力量，

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用实际行动为国家

的美好未来努力奋斗！

此致

敬礼！

（一室第二党支部 马俊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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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2版）

报上公开发表草案发动全国

人民对草案进行讨论，征集到修改意见

118万条，最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上投票通过。

宪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的根本政治

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

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

家”。宪法还确立了国家体制的格局，即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

务院及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

关，会议选举毛泽东为国家主席、朱德为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周恩来为政务院

总理。

“五四”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

确定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

度，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两项基

本政治制度。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

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是中国人

民在人类政治制度史上的伟大创造；是深

刻总结近代以后中国政治生活惨痛教训

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中国人民翻身做主，

掌握自己命运的必然选择；这是在中国政

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

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也是我们坚持制

度自信的源泉。

同时《宪法》规定：我国人民在建立中

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以

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

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

战线。至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

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执行全国人民

代表大会职权的任务宣告结束，但是 1954

年 12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举行第

二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中

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肯定了人民

政协的地位和作用仍继续保留。

同时，宪法从根本上确立了中国国内

各民族间平等友爱互助的关系，明确规

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

家。这是党根据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特点，

运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解决中国民族

问题的一项重大创造，《政治协商会议共

同纲领》确定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确

定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的地位。民族区域

自治制度的实行，对于中国在任何复杂的

国际国内环境下，始终保持国家完整统

一、促进各民族团结互助和发展进步，具

有重大长远的意义。

从以上几方面的根本性制度的确立，

中国共产党正式开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发展的步伐，开启了新中国政治体制和国

家建设的新征程。 （重质处 肖驰）

和转化落地，推动我国首个

多能融合区域示范基地（榆林）建设，打造

能源技术新体系“试验田”，积极争建洁净

能源国家实验室。

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科

技创新体系面临新的变革甚至重塑。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

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

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将科技

创新作为首要的重大任务进行专章部署。

我们是“国家队”“国家人”，必须心系“国

家事”、肩扛“国家责”，要坚持“四个率

先”，按照“两加快一努力”要求，加快建设

世界一流研究所，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科技处 曹恒）

学党史 谈体会 谋新局（ ）

学党史 谈体会 谋新局（ ）

（上接 3版）

有机评价试验，不是我们催化实验室的专

长，经验和用品都有不足。中间也经历了

很多次失败。因为资料有限，需要不断思

考改进。同时催化剂的研制任务又很急

迫，没有评价就难以深入开展。开始验证

评价体系那段时间，一次反应几小时，出

来的结果又不理想，等待的时候着急，做

完了失望，我真是每天都很心焦。面对这

种结果，徐老师常常凝神思考，我看到您

虽然凝视前方，但眼前的一切仿佛都不存

在了，目光好像投在另一个空间。有时候

又换着手势，喃喃自语。那时一旁的我想，

这就是专注的思考吧。您最终总会想出办

法解决问题。那时候设备不像现在这么丰

富齐全，为了安装一个高速搅拌装置，您

借鉴了牙科机械，最后证明使用效果非常

有效。等到所有装置都不断改进、搭好，试

验走上正轨，我也跟您经历了学习和成

长，学会了操作，跑了加工，慢慢地把自己

的急躁放下，更明白了怎样一步步把事情

做好。

后来在催化剂的制备时，我最钦佩您

的奇思妙想。看到您那些充满创意的小发

明，解决了制备中的很多不便之处，我经

常感慨“徐老师真聪明啊！”。许多年以后，

当我因为新型催化剂制备遇到问题，设计

新的浸渍器、设计防高温爆裂的焙烧管

时，当我告诉身边刚入职的年轻人，遇到

不合适的地方就要积极想办法改进时，当

她们也在工作中提出新的想法和改进时，

我就想起您，前辈们的影子已经默默地投

射在我们前进的路上。

您一定还记得咱们航天楼前的那株

金银花藤吧。它是新楼盖起后，从我们原

来的小试验楼前移植过来的。在这年年岁

岁的相同花香中，亲爱的徐老师，我感觉

我们就慢慢地成为了你们，您和那些前辈

们。我们研究室增加了更多的生产线，拓

展了研究的方向，有了新的收获和高度，

但我们有一样的奋斗，一样的汗水，心中

有永远的追求，永远的家国！在航天催化

的科研路上，曾经有你们，现在有我们，将

来还有他们！有一种力量将我们融汇，我

们在拼搏中接力，在创新中传承，这是我

们共同的使命与荣光！这种力量就是中

国！

徐老师，有时间的时候，欢迎您回到

室里，再叙。

致祝

安好！

（十五室党总支第一党支部 丛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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