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姻新华社记者 赵琬微 顾瑞珍

跨越多个领域，他一生致力于推动自主
创新产业发展。患癌症十年，他一直坚持工
作，为推动上海以及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
大科研专项和战略产业布局鞠躬尽瘁。

2011年 6月 24日，在上海瑞金医院的
一间病房，他的生命在 64岁戛然而止。数个
月来，在人们的回忆中，这位战略型科学家
的人生轮廓渐渐清晰。他就是原中芯国际董
事长江上舟。

为国谋利的“产业推手”

从集成电路到电动汽车、大飞机，他涉
猎多个前沿领域，力推自主创新，被人称为
“产业推手”。
“他不仅是要引进一个产业，更让其产

生更大的推动效果。如大飞机，不仅带动了
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还带动了整个产业链的
繁荣。”和江上舟共事多年的科技部部长万
钢说，“江上舟主张的自主创新，不仅是技
术，更是产业发展。”
江上舟创造了世界最快建芯片厂的纪

录，实现了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零”的突破。
2000年 8月 1日，中芯国际在上海张江打下
第一根桩，自此中国集成电路产业飞速发
展。到 2004年，仅上海一地，就已会聚 6条
８英寸 200毫米集成电路生产线。10年前，
上海集成电路销售额约 50亿元，而今已达
539亿元，占全国的 37%。

他力主在浦东建设面积 22平方公里的
张江微电子开发区，仅“十五”期间，张江开
发区便引资 100亿美元，建设了 10条 8英寸
至 12英寸的集成电路生产线，芯片产业迅
速形成规模。与此同时，北京、武汉、深圳等
工业重镇也先后介入芯片制造业。
他提出了“以产品制造带动产业链上下

游”的观点。他说：“100项技术出不了一个产
品，但是，通过一个大飞机产品完全可以带
动 100项技术。”在他和许多专家共同努力
下，大飞机项目被列入国家重大专项。

进行大飞机项目论证时，一些人认为这
个项目不适合中国。众多争议给江上舟带来
了很大压力。他对助手何志庆说：“如果我们
提出的是正确的建议，对国家也算有了交
代。但如果搞错了，就成了历史的罪人。”尽
管压力很大，他仍不懈地坚持着。如今大飞
机项目在上海全面展开，运转顺利。

纵横海内的前瞻者

江上舟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回国
的留学生，与一般留学生埋头专业不同，他

利用在国外学习的机会，不仅学习了专业，
还广泛涉猎产业、经济等方面的先进经验与
理念，并把它们带回国内。
从 1998年开始，时任上海市经委副主

任的江上舟为集成电路奔走呼吁。那一年他
富有前瞻性地提出上海要大力发展 IC（芯
片）产业。2001年在科技部组织的一次讨论
会上，江上舟力主做光刻机。这给时任科技
部高新司副司长戴国强留下深刻印象：“他
是个重视结构调整、产业升级，有战略眼光，
向前看的人。”
“他从来都是十年磨一剑，把眼光放在十

年、甚至二十年之后的发展。对事情的发展态
势作出判断，需要深厚的功底。”万钢说。
科技部重大专项办公室主任许倞回忆说，

2001年 4月，美国能源基金会和欧盟在意大利
召开一个关于汽车排放的研讨会。会上，一位
中国官员对国际燃料电池汽车产业的发展表
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就是江上舟。

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谈到相交往事，万钢用“敬重”一词来形

容。他说：”江上舟为人，从来不考虑个人，他
的全部身心都放在事业上，乐此不疲。”

江上舟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据秘书陈
筱琳回忆，江上舟写的报告从没有大话空
话，极为慎重：既要有科学依据，又要有政策
建议，既有技术含量，还要浅显易懂，篇幅还
不能长。江上舟曾规定，重大决策咨询项目
建议一定要在 500字之内，最多 2页篇幅要
讲清楚问题。为了一份 3分钟的材料———
《上大飞机宜早不宜迟》，他前后竟然写了整
整一个多月。

患癌症的十年间，他仍坚持为推动上海
以及国家中长期科技规划重大科研专项和
战略产业布局工作。作为一个战略型科学
家，他总是在不断地学习，在飞机上，他往往
都是在看书、看杂志。

万钢最后一次见到江上舟是在 2010年
5月，地点在上海的瑞金医院。万钢说：“我
们谈的仍然是工作。他告诉我一些对未来
科技发展的判断。多年来，我们感情很深，
我一直视他如兄长，但我们很少谈工作之
外的话题。经常是一杯咖啡、一杯茶，谈到
很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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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2011年 12月 26日至 29日，中国科学院 2011年
冬季党组扩大会议在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
礼主持会议，全体院领导和院机关各部门、中国科技大学、国
科控股等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会。

会议进一步深化了对中科院发展战略和战略使命的认
识。从社会职责上看，应当是以科技创新为中心，科技创新、人
才培养、思想库建设三位一体，三者既各具特色、互相不可替
代，又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整体；从贡献和目标上看，
应当是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三位一体，三者有机统一、不可
分割；落实在组织体系上，应当是研究机构、学部、教育机构的
三位一体，三者有机结合、共生发展。

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实施发展战略、实现战略使命的重大
改革举措。一是要建设充满活力、包容兼蓄、和谐有序、开放互

动的国家创新生态系统示范区。二是要大力推进协同创新，促
进科技与经济、科技与区域发展、科技与教育紧密结合，推进
区域创新集群建设。三是要落实好“一三五”规划，加快重大产
出。四是要探索人才培养新机制，加快建设人才高地。

会议部署，中科院 2012年要重点抓好院层面重大产出、
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协同创新、科技体制改革、发挥研究所
学术委员会作用、开好院工作会等重要会议、启动后勤支撑发
展规划、继续抓好党建与领导班子建设等八项工作，分别明确
了负责的院领导和具体落实的部门。

会议学习讲座阶段邀请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
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朱之鑫，分别作了关于国
家科技体制改革和经济形势的专题报告，白春礼作了学习辅
导报告。 （柯讯）

中科院冬季党组扩大会召开

鞠躬尽瘁中国心
———追记战略型科学家江上舟

科学时评

姻本报记者 潘希

“我工作将近 30年了，无论传统育种还
是杂交育种，所有的研究工作在作评价时，都
没有转基因的‘门槛’设得高。”在近日举行的
中国科协第 59期新观点新学说学术沙龙上，
黄海水产研究所所长王清印说。
这次沙龙的主题为“转基因水产动植物

的发展机遇与挑战”。3个月前，美国白宫“一
纸禁令”再次将科学家研究转基因三文鱼供
人类食用的“梦想”无情撕碎。
其实，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一直在

犹豫是否同意转基因三文鱼用于人类食用。
但事实是，它依然没有成为全球第一个被批
准供人类食用的转基因动物。
让科学家想不明白的是，到 2010年为

止，全世界 81%的大豆、64%的棉花、29%的玉
米、23%的油菜都是转基因食品，为何转基因
动物想要摆上桌面，却如此费劲？

魔鬼还是天使

王清印表示，转基因已经通过最严厉的
检验，但还是不被大多数人认可。
一部分科学家认为，美国的担心不无

道理。转基因鱼要比普通鱼大得多，如果这
一鱼种逃入自然界自由生活，它们能轻易
取得交配优势，也会与野生鱼竞争食物和
空间，从而破坏自然界原本相对稳定的生
态平衡。
其实，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早就想到了。
会议前一天，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作言还

专程去了趟他位于郑州的“转基因鲤鱼”实验
养殖场。“5个月，这群鱼长得非常快，体形也
非常漂亮，和黄河鲤鱼非常相似”，在朱作言
展示的照片中，同龄的转基因鲤鱼比普通鲤
鱼看上去大了一倍。
几年来，朱作言与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

少军合作，做了转基因鲤鱼不育的三倍体，并
取名“863吉鲤”。“它们不育，到自然环境后
也不会造成生态威胁。如果有兴趣，我可以让
大家亲口尝一尝。”
朱作言说，他们曾对转基因鲤鱼进行了

很严格的食品检验，“相当于国家一类新药的
安全检测标准”，对所有 12个组织器官进行
组织化学详细检查，对遗传后代、生理生化指
标进行严格检查，“都没有发现其他问题，和
正常鲤鱼是一样的”。
然而，社会对转基因食品的态度，仍旧是

“一片否决声”。如果在搜索引擎中把“转基

因”当做关键词输入，会发现结果中 90%以上
是对转基因的负面评价。
“记得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专家对我说：

你们做转基因鱼，说好就是好，说魔鬼就是魔
鬼。”中科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张培军直言不
讳，其实，绝大多数做转基因研究的科学家都
有这样的困惑：如果社会一直排斥转基因，他
们所有的付出都是“白辛苦”了。

科学家还能做什么

“关于转基因安全的问题，我们通过基因
改造，和杂交产生的优良品种是一样的，在自
然界优胜劣汰，好的基因会很好保持下来。”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所研究员孙
效文认为，巨大的经济性状优势，是转基因鱼
突破“围堵”的优势所在。
其实，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科院院士

童第周就在世界上首创了鱼类的克隆技术。
然而，随着童第周的去世，类似工作随之成为
历史。
朱作言指着一张照片说：“这是 1998年

在荷兰养殖的转基因鲤鱼，5 个月就长到了
2.7公斤，6个月长到了 4公斤。但就像亩产
920 公斤的水稻一样，不是能够普遍推广

的。”朱作言认为，如果转基因鱼要想大面积
养殖，其条件将非常苛刻。

转基因鱼的生态安全，是科学家必须考
虑的重要问题。“可育转基因鱼个体逃逸，势
必会与其同种或近缘种之间发生基因交流，
而不育的转基因鱼也不能 100%保证其不
育。”孙效文说。
与此相对应，美国一个顾问小组表示，

2010年已经证明食用转基因三文鱼是安全
的，但是在提供给消费者的餐桌前，还需要更
多的研究。
因此，尽管各项监测指标合格，朱作言也

没有把转基因鲤鱼提议作为食品走向市场。
朱作言也承认，“转基因鱼可能会产生生态安
全问题”。
“作为科学家，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

结网。”王清印的话也许能代表一部分转基因
研究者的观点，“社会对转基因食品有顾虑，
而转基因用品则易于被消费者接受，可以做
转基因观赏鱼。”

在转基因领域的科学家们看来，尽管发
表了不少文章，但很多研究还是欠缺的。“对
转基因鱼的整合机理及评价、安全性做得比
较少，能够信服人的还很不够。要加强基础研
究，作好技术储备。”朱作言说。

转基因鱼能否摆上餐桌

2012如期而至。在对新年伊始的憧憬时，我们或有几多莫名
的恐慌、焦虑、烦躁、困惑，或多或少会被“2012末日预言”主宰自
己的思考与判断，由昔日的“杞人忧天”变成今日的“杞天忧人”。

2012，由于好莱坞大片《2012》而变得神奇、神秘，充满悬念，
夹杂着恐慌和焦虑。这或是电影的影响力，艺术的感染力，人性的
感召力。这部影片的核心价值是，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些伟大的
灵魂将脱颖而出，而一些自私的心灵将无所遁形……最终，仅存
的人们用互爱和对生命的尊重渡过难关。

有媒体解疑释惑，从科学的角度认定，“2012世界末日”不存
在，各种灾难的“预言”不靠谱———“2012 末日预言”源自玛雅历
法，据说，这部神秘历法的纪年到 2012年就戛然而止了。历史学
家研究后指出，玛雅文明只是把 2012年 12月 21日看做一个“全
新启蒙时代”的来临日，但他们并没有说清楚这个启蒙时代意味
着什么。（2011年 12月 31日《新闻晚报》）

相信科学，还是相信“预言”？无须赘述。
当我们走出“末日论”的阴影，是否有如释重负之感？而这个

未知的“全新启蒙时代”，依然蒙上神奇神秘的面纱，“不识庐山真
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其实，我们可以有所作为、积极作为，勾画出全新启蒙时代的
宏伟蓝图。预言家的预言或是先知先觉，但不可能主宰当今社会，
我们也不能生活在预言里，更不能坐等全新启蒙时代的来临，坐
享其成。唯有用人类的智慧，铸造一把“金钥匙”，打开一个“全新
启蒙时代”。

2012，让我们开启“全新启蒙时代”。人类历史的长河，滔滔不
绝，冲刷尘埃；人类文明的长卷，书写精彩，推陈出新。天生我材必
有用，天生我材须尽用。地球人都是启蒙者，或启蒙思想，或感召行
为；地球人都是社会进步的力量，或智慧给力，或行动接力。一滴水
可以折射太阳的光芒，草根有力量，社会未来更有希望。时代赋予
当代人的历史使命，我们理应义无反顾，义不容辞，敢于担当。

2012，让我们共享“全新启蒙时代”。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大浪
淘沙，传承发展……人类文明进步的量的积累，或达到可以“质
变”的程度，或处于“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的时刻。让我们把对全
新启蒙时代的期待，化为奋进的力量，踏着新春的脚步，带着对
2012的憧憬，扛起社会的责任，用行动与智慧来迎接。有付出才
有回报，今天的耕耘，明天的收获。让文明共享，让启蒙传递，这就
是全新启蒙时代。

开启“全新启蒙时代”
姻王旭东

本报北京 1月 1日讯（记者张楠）“衷心祝愿大家新年快乐、
身体健康、阖家幸福、万事如意”！2012年第一天，中国科学院院
长、党组书记白春礼代表中科院党组向全院科技工作者、干部职
工、青年学生和离退休老同志，向在中科院交流访问的专家学者，
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科院改革创新发展的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祝福
和亲切问候。

白春礼在贺词中表示，2012 年是中科院推进实施“创新
2020”，落实“民主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战略和“一三五”规
划的重要一年。他号召大家携手并进，不断探索创新，为国家繁荣
富强、人民幸福安康、世界科技进步、人类文明发展作出新的更大
的贡献。

白春礼发表新年贺词

1月 1日，施工工人在 160多米高的跨海大桥主塔塔顶进行电焊，该主塔完工后高度将达到 170多米。
当日是 2012年第一天，数百名工人坚守在杭州湾上第二座跨海大桥———嘉绍跨海大桥的工地上，为保证施工进度，紧

张忙碌地工作着。嘉绍跨海大桥于 2008年底动工，是继杭州湾跨海大桥之后杭州湾上第二座跨海大桥，总投资约 139亿元。
其中跨越杭州湾的大桥长约 10公里，按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是 120公里。嘉绍跨海大桥建成后，浙江绍兴到上海的
车程将缩短近一半。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跨海大桥新年施工忙

本报讯（记者张巧玲）日前，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向中国工程院
院士赠送《光明日报》仪式在中国工程院举行。中国工程院院长周
济、副院长干勇等出席仪式。

中宣部副部长蔡名照在赠报仪式上表示，赠订仪式是中国工
程院、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和《光明日报》合作的一项重要举措，架
起了科技界、企业与媒体之间沟通的桥梁。

中石化董事长傅成玉介绍，该公司目前有 20位两院院士，其
中有 16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石化向工程院院士赠报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姻本报记者 潘希

2012年的第一天，昆明的阳光很是明
媚，让人们觉得很是惬意。

花红洞在昆明是个有名的地方，它离
市区有十几公里。汽车沿着崎岖的山路走
着，有些颠簸，很多地方都在修路。花红洞
附近山路上的一侧，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
研究所灵长类实验动物中心的大门不显
眼，如果不小心，一踩油门准就过去了。

吕龙宝是这个中心的主任。在这座山
上，他已经工作了 12年。
“这里有 9只与熊猫一样珍贵的一类

濒危动物滇金丝猴，你们想不想看看？”刚
穿上白大褂，吕龙宝就开始热情招呼我
们。

好呀！没有想到有如此意外的收获，
能与滇金丝猴有个意外的“约会”。

穿过一片空旷的草地，我们在足足有
几百平米大、几十米高的铁丝网做的房子
里见到了由 9只滇金丝猴组成的一个大
家庭。
“金丝猴这个名字总让人误以为它满

身金毛吗？怎么好像不都是啊？”我们觉得有些意外。
“金毛的是川金丝猴，其实滇金丝猴背上是黑毛，臀

部、腹部和胸部为白毛，雄猴的头顶中央还有长长的黑色
毛冠，就像时尚的朋克头。如果在树林中与滇金丝猴突然
相遇，你能看到的通常就是一个黑白相间的身影一闪而
过。”吕龙宝说起来滔滔不绝。

在灵长类实验动物中心，滇金丝猴过着“惬意”和“悠
闲”的生活，一日三餐按量供应，且非常准时。“早餐 6:30，
午餐 13:00，晚餐 16:30，除了午餐是蔬菜和水果外，早晚都
是窝窝头和饼干。”吕龙宝正说着，一位饲养员推着小车走
过，里面是滇金丝猴今天的午餐，每只猴子有 300克饼干。

实验动物中心现有饲养员 20多人，还有兽医和观察
员值班。
“金丝猴还是 100多年前一个法国人发现的。一直到

上世纪 80年代初，还没有科研人员见过活的滇金丝猴。绝
大多数现生灵长类都生活在被称为动植物王国的热带雨
林中，可我国滇藏交界的高寒森林中，生活着罕为人知的
滇金丝猴，一年有三四个月与雪为伴，其生态行为学极为
独特。研究它有助于了解亚洲灵长类的分化和进化，学术
价值很高。”

滇金丝猴总数约为 2000只，云南约有 1700只，其他
300多只分布在西藏。
“它们好像可以群居？相处很和睦啊？”我们的问题一

个接着一个。
“滇金丝猴喜欢群居生活。滇金丝猴社会是一夫多妻

制，一雄三雌的家庭结构保证了只有最聪明和最强壮的公
猴才有机会繁衍后代。猴群没有猴王，各个家庭之间友好
相处，又往往保持着互不相犯的默契。而幼崽是猴群之间
联系感情的唯一纽带，它们会聚在一起玩耍。”
“都说金丝猴和熊猫一样珍贵，我们对金丝猴的研究

与熊猫相比如何？”我们问。
吕龙宝解释说：“因为对滇金丝猴的科研投入太少，离

其需求底线相差甚远，虽有过去 20年的科研基础，但对滇
金丝猴的食、住、行等基本生活需求仍了解甚少，所以很难
给其保护行动决策提供各种相关科学依据。”

至今，滇金丝猴还有很多秘密未被揭开———它们的发
源地在什么地方？具有什么样的智慧生活在高寒云岭山脉
上？它们的种群之间是否会有婚姻来往？

这么多未知的问题也是吕龙宝工作的重心所在。而灵
长类实验动物中心的众多科研工作者也希望，在未来的若
干年中，让滇金丝猴也像大熊猫一样，走出国门。
“对滇金丝猴这种珍惜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和保护，也

是展现我国科研实力的一个方面，未来最好能让第一次发
现金丝猴的法国人，也能看到如此稀有的滇金丝猴是多么
地可爱和帅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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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