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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部部长王志刚：

我国正研发广谱药应对新冠病毒变异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在8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第二场“部长通道”上，科
技部部长王志刚就当前科技创新
热点问题，回应了社会各界的
关切。

基础研究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

王志刚表示，2021年，全社
会研发投入达到2.79万亿元，同
比增长14.2%，研发投入强度达
到2.44%。在产出方面，推动一
批高新技术成果涌现的同时，技
术合同成交额超过3.7万亿元。

“基础研究、前沿探索是拓展
科学的认知边疆，为技术创新提
供源头活水，是基础性、前沿性、
关键性的逻辑起点。在这方面，
我们把基础研究摆在非常重要的
位置。”王志刚说。

“在政策、法律方面，我们要
进一步优化，以科技人员为中心，
围绕调动人的积极性、创造性等
重点来推动落实。”王志刚表示，
要抓住人才这个关键来抓落实。

青年是整个国家的未来，也
是科技的未来。王志刚介绍，让
青年人有更多的机会，我们开辟
了专门的青年科学家项目，让他
们能够早有机会在科技创新的舞
台上一展身手，推动国家事业和
个人成长共同进步。

“抓落实最后检验的效果，就
是要能看到通过抓落实有更多更
好的科技成果涌现出来，让广大
科技人员有更多的满意和获得。”
王志刚说。

创新不问出身

走创新驱动发展的道路，企
业这个市场主体必然要成为创新
主体。王志刚介绍，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79%是由企业牵头或者企
业参与的。高铁、5G、核电、新能
源汽车以及科技冬奥、抗疫，很多
都是企业在其中发挥着牵头或主
力作用。

“创新不问出身，不管是大企
业、中型企业还是小企业，不管是
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都能作

为创新的主体，只要自己有这个
能力，就会在国家层面上提供机
会。”王志刚说。

抗疫向科学要答案、要方法

疫情防控要向科学要答案、
要方法。

“中国能够成功控制疫情，其
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科技。”王志刚
介绍，在疫苗方面，原来有3个灭
活疫苗、1个腺病毒载体疫苗附
条件上市，今年又有1个重组蛋
白疫苗附条件上市。还有2条技
术路线取得积极进展，一个是
mRNA疫苗，已经进入三期临床
试验；另一个是DNA疫苗，也进
入了三期临床试验。

“在药物研发方面，1个中和
抗体药已经附条件上市，还有3个
小分子药进入了三期临床试验。
另外还有一些中和抗体药、小分
子药、中药，都在积极研发中，表
现出很好的前景。”王志刚介绍，
目前还在积极研发广谱药，鼻喷
式、吸入式疫苗等。

本报综合消息 针对中国
未来的深空探测计划，全国政
协常委、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
师吴伟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中国正在组织专家深化论
证太阳系边际探测方案，计划
于2049年实现100个天文单
位，也就是150亿公里远的深
空探测。

吴伟仁表示，深空探测是
航天领域的一个制高点，无论
是从技术难度、规模大小，还是
科学贡献来看，它都处于前沿
领域。

针对中国未来的深空探测
计划，吴伟仁说：“我们希望在
2030年之前实现火星采样返
回，这比月球采样返回的难度
大多了，它需要更大推力的运
载火箭。后续中国还准备进行
太阳系边际探测。太阳距离地
球约1.5亿公里，这是一个天文
单位。我们计划于2049年实现

‘双百’目标，也就是在新中国
成立100年之际，完成100个天
文单位，也就是150亿公里远的
深空探测。”

此外，深空探测还包括近
地小天体防御。吴伟仁说，小
行星撞击地球，是“极小概率，
极大危害”事件。对于一些近
地小行星，特别是可能撞击地
球或会对地球产生威胁的小行
星，要进行探测、预警、防御和
处置。目前中国已经开始相关
研究。

谈及2月底揭牌成立的深
空探测实验室，吴伟仁表示，之
所以要成立该实验室，一是支
撑中国深空探测重大工程，二
是开展深空领域的前沿性、基
础性、战略性研究，三是形成力
量能对后续深空探测工程或前
沿性项目进行深入论证，提出
实施方案。这是深空探测实验
室的主要任务。

“成立深空探测实验室只
是一个起步，希望它接下来能
成为吸引国内外人才的高地和
科技体制机制创新的示范。”吴
伟仁说，也希望该实验室能在
深空探测科学技术领域，成为
一个国际知名的创新机构，它
的任务重、前景好。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拟于2049年实现太阳系边际探测

杜丽委员：

冬奥会带动
青少年兴趣多元化

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面
对新奥运周期里国际射击运动
联合会对项目规则的修改，全
国政协委员、国家射击队步枪
项目主教练杜丽8日在接受新
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练好基
本功最关键，同时也要争取更
大的话语权。

据了解，东京奥运会结束
后国际射联又对比赛规则进行
了大幅修改，包括调整项目、更
改赛制和计分方式等。“我们一
方面进行基本功训练，另一个
大的方面就是对规则的适应和
演练。在适应过程当中，国际
射联又修改了一次比赛规则，
所以过程比较曲折复杂，可能
刚刚适应完新的规则，马上它
又进行更改。不停地在适应规
则，修改规则，再适应规则，还
要重新研究选拔办法，对于我
们来说挑战还是比较大的。”杜
丽说。

近几届奥运会之后，国际
射联都会在新周期对规则进行
不同程度的修改。杜丽表示，
除了做好适应和备战，我们还
需要更加努力和主动地在国际
体育组织里争取更大的话
语权。

她还表示，队伍将面临连
续几场选拔赛，以确定今年的
世界杯参赛阵容，之后再确定
世锦赛和亚运会阵容。“我们的
备战过程目前只有两年时间，既

要适应规则、寻求变化，还要在
巴黎奥运周期里选出适合参加
奥运会的运动员阵容。我们在
这个过程当中要注意训练手段
的变化，还要稳定军心。不过在
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基本功是
最基础的东西。巴黎奥运周期
我们肯定全力以赴，但是过程将
比较困难。”

杜丽还是北京冬奥组委运
动员委员会委员，她说冬奥会
期间自己关注了短道速滑，以
及谷爱凌和苏翊鸣参加的比
赛。“感觉这次大家关注的不只
是金牌数、奖牌数和运动员的
成绩表现，还关注着场馆设施
建设。这次冬奥会的场馆让人
印象深刻，像‘雪如意’（国家跳
台滑雪中心）造型特别漂亮，

‘冰丝带’（国家速滑馆）还打造
出‘最快的冰’，感觉在科技方
面冬季项目更为突出。”

杜丽认为，通过举办冬奥会
带动了三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相
信还带动了青少年兴趣爱好的
转变和多元化。“通过这次冬奥
会，大家对冬季项目的了解更深
了，而且青少年一旦接触冰雪运
动之后，可能会产生新的兴趣
点，也是给了他们更多的选择。”
杜丽举例说，“就比如我儿子，因
为他本身比较喜欢滑板，看完苏
翊鸣的比赛以后，他说他要改，
以前玩的都是双板（滑雪），现在
他要改单板。”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

提前谋划部署6G发展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工业经济是经济发展的“压舱
石”。面对新的下行压力，如何促
进工业平稳运行？加快5G发展，
今年有哪些“任务单”？8日举行
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第二
场“部长通道”上，工业和信息化
部部长肖亚庆作出回应。

肖亚庆说，工信部对重点地
区、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了
密切跟踪。从分析了解的数据
看，今年1至2月工业经济平稳运
行的态势明显。但也要看到，工
业经济还存在着来自原材料价
格、物流运输等方面的挑战，外部
环境的变化不可避免地对工业经
济平稳运行造成影响。

“要积极创办一流的企业，使
市场主体的竞争力有明显提升，
为稳定工业经济起到带头作用。”

肖亚庆说，我国制造业总量
已连续12年位列全球首位，制造
业门类齐全，为工业经济和整个
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制造业和实体经济的发展，
未来仍然是我们重点努力的方
向，要落实好报告提出的各项要
求。”他说，要加大制造业投入力
度，保持制造业占比总体稳定，进
一步提升产业集群的发展。

“要在提升水平、自立自强上
下功夫。”肖亚庆说，要解决自立
自强的关键核心问题，使制造业
水平在一些行业、一些领域突破
的基础上，整体不断跃升。

引导中小企业走“专精特新”
发展道路是巩固壮大实体经济的
重要举措。

肖亚庆说，要进一步扩大“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的规模，在已有

基础上，从国家层面进一步创新
“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发展的路
径。“今年国家级‘小巨人’企业准
备再培育3000家以上。”他说，支
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的政策，
要扩大到广大中小企业发展过
程中。

针对社会关注的5G发展，肖
亚庆说，我国5G基站总数已超过
142.5万座，实际连接的用户也超
过5亿，很多场景不断涌现。

他说，还要在基站建设上下
功夫，5G基站今年力争突破200
万座。同时进一步扩大和丰富应
用场景，做好推广和引领示范。
在发展5G的同时，考虑下一代移
动通信技术（6G）的演进方向、演
进技术路线，提前谋划部署，“这
是5G发展的成果，也是5G未来
发展的延续”。

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今年北部、南部发生洪水的可能性较大
据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3

月8日上午，十三届全国人大五
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
议结束后，今年第二场“部长通
道”再次开启。

今年的汛情会怎么样？水利
部部长李国英介绍，水利部努力
将“防”的关口前移。对今年汛
期，特别是6至8月份的汛情进行
了初步的趋势性研判。研判的结
果是这样的：我国北部、南部发生
洪水的可能性较大，北部大于南
部，中部地区发生干旱的可能性
较大。从流域来讲，北部，嫩江、
松花江、黑龙江，海河流域中北部
水系，黄河中游干流及支流泾河、
汾河等河流有可能发生流域性较

大洪水。南部，长江上游、珠江流
域西江、东南沿海诸河有可能发
生区域性洪水。中部，长江中游、
汉江下游有可能发生区域性
干旱。

当然，这是目前最初步的趋
势性研判。水利部将对今年汛期
的汛情进行滚动分析研判预测，
并及时衔接相应的应对准备
工作。

今年1月，国家层面正式发
布《“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划》，
这也是国家层面首次编制实施水
安全保障规划。

全面提升国家水安全保障能
力，这是《“十四五”水安全保障规
划》的总体目标。在这个总体目

标下，结合水利发展的实际，进一
步解构为四个次级目标：一是提
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二是提升
水资源集约节约利用能力，三是
提升水资源优化配置能力，四是
提升大江大河大湖生态保护和治
理能力。

河湖长制旨在解决人民群众
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水灾
害、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问题，
满足人民群众对绿水青山的热切
期盼。各地在省市县乡四级设立
了河湖长30万名，设立了村级河
湖长，包括巡河员、护河员等90
万名。现在可以说，基本每一条
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有人管，都有
人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