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3.11 星期四 编辑 吴天奇 美编 颜威聚焦全国两会 05

面向未来，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
设全局中处于核心地位。推动高质
量发展，构建新发展格局，一个关键
是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从“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草案到政府工作报告，有哪
些科技创新关键词？释放出哪些信
号？

关键词一：基础研究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
“我们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基

础创新能力就要过硬。”今年全国两
会“部长通道”上，科技部部长王志
刚表达了对基础研究的重视和关
切。

困扰中国科技发展的“卡脖子”
之痛，根在基础。中国工程院院士、
哈尔滨工业大学校长周玉代表指出：

“当前我国面临一些‘卡脖子’难题，
其深层次原因在于基础不牢”。

“制定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行动方
案”“重点布局一批基础学科研究中
心”……规划纲要草案打出了强化基
础研究的创新组合拳。

“基础研究是科研的总开关，迈
向高质量发展必须打牢基础。”中国
东北振兴研究院院长赵继委员表示，
做强基础研究才能将技术和发展的
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

“ 这 些 政 策 有 的 放 矢 ，含 金 量
高。”周玉说，只有从国家和社会发展
需求中发现重大科学问题，加强基础
研究，才能为创新提供源源不断的源
头活水。

关键词二：战略科技力量

政府工作报告和规划纲要草案中，
都提到了“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5G遇上北斗，会碰撞出怎样的火
花？两会上，中国移动浙江公司董事

长郑杰代表向人们描绘了这样一幅
图景：当 5G与北斗融合，将形成一个
从天上到地下全范围覆盖的信息服
务网络，构建高精度、高可靠、高安全
的新一代信息时空体系，持续释放科
技创新带来的发展动力……

“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代表了国家
科技创新的最高水平，对解决制约国
家发展和安全的‘卡脖子’难题，掌握
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至关重要。”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连玉
明委员说。

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5 所毫米波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主任董胜波委员
认为，我们应坚定不移走自主创新之
路，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统筹上
下游创新主体联合承担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形成创新合力。

关键词三：人才创新活力

规划纲要草案鲜明地将人才定
位为“第一资源”，强调要“激发人才
创新活力”。受制于压任务、定指标、
求数量等一些科研评价倾向，不少科
技人员表示“压力山大”。

“这种算工分式的做法，会让一
些科研人员急功近利。”中国科学院
院士袁亚湘委员说。在袁亚湘看来，
应取缔不合理的评价指标，破除不利
于科研人员健康成长的“藩篱”，让他
们安心、潜心、舒心研究。

坚持问题导向，规划纲要草案提出
全方位为科研人员松绑，拓展科研管理

“绿色通道”，这些暖心的政策令来自科
技领域的代表委员们非常振奋。

“创新正从单点突破走向融合发
展。”全国人大代表司富春说，“期待
这些政策尽快落地生根，让广大科研
人员更有获得感，推动创新链产业链
上下游共同进步。”

关键词四：揭榜挂帅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年要改
革科技重大专项实施方式，推广“揭
榜挂帅”等机制。规划纲要草案就

“深化科技管理体制改革”提出实行
“揭榜挂帅”“赛马”等制度。

“ 英 雄 不 论 出 处 ，能 者 尽 展 其
才。”联泓新科董事长郑月明代表认
为，“揭榜挂帅”等机制的实施，能让
企业和更多创新主体在国家重大科
技创新项目中占有一席之地，形成

“万类霜天竞自由”的良好局面。
“‘揭榜挂帅’就是要让能者上、

让有为者上。”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代表认为，科技创新要

“顶天立地”，“顶天”就是要有先进的
原创科研成果，“立地”就是要让科研
成果走出实验室，从科学技术到管理
模式全方位创新。

关键词五：企业创新主体

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浪潮，如果
仅靠“一招鲜”，很难“吃遍天”。政府
工作报告提出，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
位，鼓励领军企业组建创新联合体。

“组建创新联合体开展联合攻
关，是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途
径，五指并拢成一个拳头打出去才有
力。”赵继委员建议，由龙头企业当盟
主，各相关企业、科研单位及投资机
构共同参与，研发关键共性和前沿核
心技术。

“企业投入的增长释放了创新
创造的热情与活力。”沈阳鼓风机集
团董事长戴继双代表说，在激烈的
市场竞争中，唯创新者进、唯创新者
赢。

圣湘生物董事长戴立忠代表说，
近两年公司研发费用实现翻番增长，
吸引更多高层次人才加入公司，目前
公司聚集了近百名归国留学人员，为
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此外，政府工作报告提出，2021
年延续执行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
75%政策，将制造业企业加计扣除比
例提高到100%。

“用税收优惠机制激励企业加大
研发投入，说明国家对企业创新充满
信心和期待，让我们备受鼓舞。”飞鹤
乳业董事长冷友斌代表认为，只有通
过科技创新，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
保持优势地位。政策活了，创新活水
就能充分涌流。

读懂创新的五大关键词
——从全国两会看科技自立自强

2020年5月21日，在海拔6500米的珠峰前进营地，中国移动工作人员在调试5G基站。

正在进行的全国两会上，有关中
高考体育改革的话题再次引发热议。
随着推进体教融合的步伐不断加快，
越来越多地方开始讨论、探索“中考体
育100分”“体育入高考”的可能性。考
试能否成为解决当前体育教育问题的
良药？推进体育课改革、实现学生身
心健康发展，前路在何方？

“中高考体育”话题背后

作为最早推动“体育入中考”的
专家之一，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全国
学校体育联盟（教学改革）主席毛振
明表示，设计中考体育，主要是为了
解决当时初三体育课大量被文化课
占用，学生体质普遍下滑严重的问
题。他坦言，“虽然是应试教育，但至
少它能提升体育课在学校的地位，促
使孩子们增加体育锻炼。”

2020年9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
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 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将学校
体育的重要性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

高度。面对刻不容缓的改革之势，一
些业内专家认为，用应试的办法来解
决应试的问题，一定程度上能起到倒
逼效果。

记者采访发现，随着体育中考分
值不断提升，不仅学校体育课日益受
到重视，“体育老师被生病”现象日益
减少。

毛振明认为，从目前中考的经验
来看，中高考体育改革一定能够推动
中学生体质状况的改善，而从体育教
育改革的全局考虑，体育考试应该是
一个阶段性的策略，其目的在于用应
试教育的办法来解决应试教育造成
的问题，而当素质教育大行其道时，
这种方式也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

体育教育改革亟须“破冰”

针对体育考试存在的弊端，一些
业内人士表达了担忧。“分数不是教
育的全部内容，更不是教育的根本目
标。”全国政协委员唐江澎说，“好的
教育应该是培养终生运动者、责任担

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
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大学国际教

育交流学院副院长双少敏认为，将原
本象征快乐、自由的体育纳入考试范
围，不仅增加了家长的负担，而且让
一些学生对体育产生了抵触情绪，这
某种程度上是对体育的“异化”。

受访专家普遍认为，促进青少年
身心健康发展、形成体育爱好和运动
习惯是推进体教融合的终极目的，仅
靠考试显然无法达到，而要真正实现
这一目标，学校体育教育仍有诸多问
题亟待解决。

记者发现，体育教师短缺问题在
一些地方仍十分突出，特别是一些农
村地区地域性和结构性的缺编问题
严重。在山西一所挂牌“足球特色学
校”的农村小学里记者看到，该校没
有一名专职体育教师，足球教练是由
美术老师和另一位身兼多门课程的
老师来担任的。

此外，体育教师专业素养不足、
体育课质量较低等情况也是有关专
家普遍提及的问题。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跆拳道协会和空手道协会主席
管健民认为，“当前的普遍现象是青
少年喜欢体育，但不喜欢上体育课，
运动项目化发展水平不高是学校体
育工作的明显短板。”

体教融合任重道远

面对体育教育目前存在的问题，
专家表示，中高考体育改革只是体育
教育改革的一个方面，推进体教融合
不能“一考了之”，而是要多措并举、
对症下药。

“加大资源投入、完善资源配置
是推进体育教育改革的前提和基
础。”双少敏建议，各地政府应加大体
育教育投入力度，增加体育教师编
制，支持学校体育场馆建设和体育设
施购置，保障各中小学尤其是乡村学
校配齐体育教师、开足体育课程。他
同时呼吁政府相关部门加强宣传引
导力度，让家庭、学校、社会各方加快
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真正促
进青少年健康发展。

“运动项目化是现代体育的本质
特征之一。”管健民建议，以运动项目
为抓手，推动学校体育工作高质量发
展，加大中小学运动项目专项师资的
培养、培训力度，同时教育部门应与
国家级体育单项协会加强沟通协作，
就如何科学合理地在中考体育测试
内容、方式和计分办法中融入更多运
动项目元素，如何将运动项目教学、
竞赛活动纳入中小学体育课程内容
与教学体系等展开合作与研究。

“高水平运动项目赛事应是未来
学校体育的重要载体之一。”毛振明
提倡中小学体育课施行走班制教学，
把全年级的体育课安排在同一时间，
打破班级，以项目分组，设置排球班、
足球班、舞蹈班等，学生自行挑选感
兴趣的项目进行学习，只要喜欢就可
以坚持下去。同时每个班都是一支
运动队，体育课主要通过比赛的形式
进行，每学期一开学赛季就开始了，
让学生在实战竞技中提高技术、获得
成就感，从而真正爱上某项运动。

本版文图均据新华社

从考试100分到健康“100”分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代表委员热议中高考体育改革

两会特别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