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电 从无到有，他主持
建立我国飞机设计体系，推动我国
航空工业体系建设；无私忘我，作
为我国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
他始终致力于推动中国航空科技
事业的发展；年逾九旬，他的心愿
还是继续奔腾在科研一线……

他就是两院院士，歼 8、歼 8Ⅱ
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熟悉顾诵
芬的人都说，他心无旁骛，拥有的
是从童年培养起来的专精、执着的
爱好——对飞机设计制造发自内
心的向往和着迷。

1951年，正值抗美援朝的困难
时刻，新中国航空工业艰难起步。
这一年，21岁的顾诵芬便将自己的
一生与祖国的航空事业紧紧联系
在了一起。1956年，我国第一个飞
机设计机构——沈阳飞机设计室
成立，顾诵芬作为首批核心成员，
担任气动组组长，在徐舜寿、黄志
千、叶正大等开拓者的领导下，开
启了新中国自行设计飞机的征程。

顾诵芬参加工作后接受的第
一项挑战，就是我国首型喷气式飞
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计。

1964年，我国开始研制歼 8飞
机，这是我国自行设计的首型高空
高速歼击机。顾诵芬作为副总设
计师负责歼 8飞机气动设计，后全
面主持该机研制工作。

1969年7月5日，歼8飞机实现

首飞。但在随后的飞行试验中，飞
机出现强烈振动，这让所有参研人
员都悬起了一颗心。为彻底解决
这一问题，已年近半百的顾诵芬决
定亲自乘坐歼教 6飞机上天，直接
跟在试验飞机后面观察振动情况！

经过三次蓝天之上的近距离
观察，顾诵芬和团队最终找到了问
题的症结所在，通过后期技术改
进，成功解决了歼 8跨音速飞行时
的抖振问题。

顾诵芬的办公室像一座“书的
森林”，而他总能记得每一本书的
位置，记起每一本书的内容。一
生，顾诵芬就坚持干好研制飞机这
一件事。从小事中，人们也能时刻
感受到顾诵芬的节俭与质朴。有
在顾诵芬身边工作的航空后生们
曾开玩笑说：“顾院士家里的家具
可能比我们年龄都大。”

90多岁的人生，70年的科研生
涯，顾诵芬的经历，见证着新中国航
空工业从创立到强大的70载春秋。

顾诵芬：“歼8之父”心无旁骛设计飞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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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电 在先进核能技术研发
的征程中，王大中一干就是几十年。
王大中带领研究团队走出了我国以
固有安全为主要特征的先进核能技
术的成功之路。同时，王大中也是该
领域的学术带头人、清华大学原校
长，对我国人才培养作出突出贡献。

1964年，北京昌平南口燕山脚
下一支年轻的科研队伍，建成了我
国第一座自行研究、设计、建造、运
行的屏蔽试验反应堆。这其中就有
王大中的身影。作为我国第一批核
反应堆专业的学生，王大中从反应
堆物理设计，到反应堆热工水力学
设计与实验，再到零功率反应堆物
理实验，在理论与实践结合的奋斗
中，逐渐成长为具有工程实践经验
和战略思维的领头人。

1979年，世界核能事业陷入低
谷。王大中意识到，安全性是核能发
展的生命线，如何破解这个难题？王
大中带领团队瞄准这一重大难题，
坚持发展固有安全的核反应堆。

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能源危
机的阴霾仍未散去，国内社会发展迫
切需要充足的能源供应。王大中敏
锐地认识到核能的重要意义，积极
投身到低温核供热堆的研究工作中。

从1985年开始，王大中主持低温
核供热堆研究。他带领团队花费了
近一年时间进行论证，其间专程带
队去欧洲考察，最后确定壳式一体

化自然循环水冷堆方案，并计划先
建设一座5兆瓦低温核供热实验堆。

切尔诺贝利核事故使世界核能
发展转入低谷，核安全问题更加凸
显。但此时，王大中并没有动摇。在
国家“863计划”支持下，他带领团
队开始了 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
堆研发。该项目于 2003年并网发
电，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从实
验室到工程化，王大中团队继续将
中国自主创新成果推向世界前沿。

核工程是一门交叉学科，需要
融会贯通。几十年来，王大中带出
了一个能打硬仗的团队，也为中国
高等教育改革发展做出了重要贡
献。1985年，王大中从老所长吕应
中手里接过清华大学核能技术研究
所（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
究院的前身）所长的担子，继续坚持
团队攻关道路。他的目标是解决国
家重大需求，他与同事们一起克服
重重困难，即使在核能事业陷入低
谷的形势下也坚持了下来。

新华社电 中共中央、国务院3日
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大会。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
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大会并为
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韩正主持大会。

上午 10时 20分，大会在雄壮的
国歌声中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
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首先向获得2020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
限公司顾诵芬院士和清华大学王大中
院士颁发奖章、证书，同他们热情握手
表示祝贺，并请他们到主席台就座。
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两
位最高奖获得者一道，为获得国家自
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的代表颁发证书。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
国务院，向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
祝贺，向全国广大科技工作者致以
崇高敬意，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
事业的外国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说，我们党高度重视科
技事业，尊重关心科技工作者。新
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
举世瞩目成就，广大科技工作者拼

搏奉献、勇攀高峰，书写了辉煌篇
章，尤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守护
人民群众生命健康方面作出了重要
贡献。我国已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要以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
导，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
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
展，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全面提高科技创
新能力，广泛激发社会创造潜能，依
靠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

李克强指出，要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推进重大科技项目，推广“揭榜挂
帅”等机制，让愿创新、敢创新、能创
新者都有机会一展身手。持之以恒
加强基础研究，尊重科学规律，推动
自由探索和问题导向有机结合，保
持“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耐心，强
化长期稳定支持，引导企业和社会
资本加大投入，深化基础教育改革，
加强高校基础学科建设。营造激励
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科研生态，支
持科研人员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创
造更多“从0到1”的原创成果。

李克强说，要强化企业创新主
体地位，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制

定更多激励创新的普惠性政策，促
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推动产业
链上中下游、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运用，开辟科技
成果转化快车道。

李克强指出，要以更大力度打
破制约创新创造的繁文缛节，深化
科技体制改革，切实给科研人员松
绑减负。建立健全完善的管理和监
督体制，落实责任制，确保各项下放
的权责接得住、管得好。完善科技
评价和奖励机制。培育有利于创新
的土壤和环境，让更多双创主体生
根发芽、开花结果。促进更多青年
人才脱颖而出。深化国际科技合
作，在扩大开放中实现互利共赢。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副总理韩正在主持大会时说，科技
立则民族立，科技强则国家强。希
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榜
样，继续发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统，
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坚持“四个面
向”，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我们要更
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不移走中国
特色自主创新道路，为建成世界科
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

总理刘鹤在会上宣读了《国务院关于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王大中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
奖励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党

和国家领导人会见了国家科学技术
奖获奖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留念。

丁薛祥、许其亮、陈希、黄坤明、
艾力更·依明巴海、肖捷、卢展工出
席大会。

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军队
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国家科技领导小
组成员，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委员会委
员，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代
表及家属代表，首都科技界代表和学
生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评
选出 264个项目、10名科技专家和 1
个国际组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
技术奖 2人；国家自然科学奖 46项，
其中一等奖 2项、二等奖 44项；国家
技术发明奖 61项，其中一等奖 3项、
二等奖 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157项，其中特等奖 2项、一等奖 18
项、二等奖 137项；授予 8名外籍专
家和 1个国际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举行
习近平出席大会并为最高奖获得者等颁奖

顾诵芬王大中获国家最高科技奖

王大中：“核能大神”一生为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