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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天眼”问天到
万米深潜……一项项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不断
书写中华民族发展恢弘史诗的新篇章。

一部科学史，就是一部科学家的精神史。从钱
学森、邓稼先、黄旭华到黄大年、南仁东、刘永坦，
我国不同时期、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者有着共同
的精神内核——胸怀祖国、矢志创新。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科
学家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科学家精神是
科技工作者在长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
富”，强调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习近平总书记的
重要讲话极大鼓舞和激励了广大科学家和科技工
作者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矢志报国为民

“怕家国难安！怕人民受苦！怕受制于人！”为
了锻造海防线上决胜千里之外的“火眼金睛”，科
学家刘永坦一生专注于国之重器——新体制雷达
的研究，带领团队在荒芜的海岸线上奋战多年，终
于使我国新体制雷达实验系统首次实现目标
探测。

“报国为民”，是我国科技工作者不变的奋斗
底色。

“太行山上的新愚公”李保国 35 年如一日扎
根太行山、以创新成果助力广大农民致富；“糖丸
爷爷”顾方舟一生致力研究脊髓灰质炎防控、守护
几代国人健康成长；植物学家钟扬长期致力于生
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16 年跋涉于青藏高原，采
集了数千万颗种子……他们以实现国家富强、民
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把热血、汗水挥洒在祖国大地上。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
代表大会上强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一代又一代科学家心系
祖国和人民，不畏艰难，无私奉献，为科学技术进步、人民生活改善、中华民
族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时代更需要继承发扬以国家民族命运为己任的
爱国主义精神，更需要继续发扬以爱国主义为底色的科学家精神。”

敢于创新创造

凭着勇攀高峰的创新精神、敢为人先的自信勇毅，广大科技工作者敢于
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涌现出一批批高水平的原创成果。

中国电科国基北方第三代半导体技术团队，肩负着我国载人航天、北斗
导航、5G通信等重大工程核心芯片自主保障的使命。

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产业化，中间横亘着大量的工程难题。早期实验中
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波动，在产业化阶段都会呈几何倍数放大。团队不舍昼
夜、联合攻关，建成了先进的化合物半导体工艺线，每年为各类重大装备提
供几百万只核心芯片，有力支撑了装备现代化。

从“嫦娥五号”探月、“天问一号”落火，到快速研制新冠病毒检测试剂和
高水平疫苗；从成功下线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统，到突破二氧化碳
人工合成淀粉技术……中国科技工作者不断以创新成果“惊艳”世界。

接力精神火炬

今年 5月，“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与世长辞。去世前两个月，年过九旬
的他还在海南三亚南繁基地开展科研；病危之际，他最挂念的仍是稻子
长势。

传精神火炬，自有后来人。目前，我国众多科研人员从事杂交稻研究，仅
国家水稻产业技术体系里的科学家就有100多位。

值得欣慰的是，一代年轻科技工作者登台接棒，用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淡泊名利、潜心研究，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精神品格，奏响科学报国的时代
乐章——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80 后”研究员付巧妹甘坐“冷板
凳”，致力于开发创新古基因组实验技术，探索人类群体的起源与演化；“改
革先锋”叶聪先后担任“蛟龙”号主任设计师和首席潜航员、“深海勇士”号副
总设计师、“奋斗者”号总设计师，深度参与并见证了我国载人深潜的每一次
跨越……

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逐年增长，推行“揭榜挂帅”“赛马制”“包干
制”……一系列改革蓝图徐徐展开，为扎根学术、潜心科研的科技工作者保
驾护航。

“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
民生命健康，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勉励广
大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科学充满未知，探索永无止境。在科学家精神指引下，我国科技工作者
有信心、有意志、有能力肩负起历史重任，以更加昂扬的精神状态和奋斗姿
态，投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书写更多创新故事。

据新华社北京9月2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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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点亮文旅“夜明珠”
——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夜经济扫描

河北日报记者 刘禹彤 通讯员 李 超

在老字号云集的“唐山宴”里细品冀
东风味，在植物风情馆“万象森林”中拥
抱光影斑斓，在“湖畔里”商圈中欣赏着
音乐……国庆期间，唐山南湖·开滦旅游
景区主题活动丰富多彩，消费业态各具
特色，成为市民夜间打卡消费的新地标。

“今天正逢国庆，我们组织了朋友聚
会，携家带口一起来这儿吃饭，饭后大家
还准备去隔壁音乐酒吧坐一会儿。”唐山
市民张亚伟是一名 80 后，10 月 1 日晚，
一行6人在唐山南湖湖畔往事火锅店聚
会。随后，他们打算全方位体验南湖夜
经济营造出的欢乐节庆氛围。

围绕打造“第二个八小时”夜间消
费场景，唐山市精心打造南湖“湖畔里”
商圈，在咖啡、甜品、音乐酒吧等项目基
础上，又新增了一批全新时尚美食项

目，逐渐丰富完善休闲消费业态。走入
网红打卡地植物风情馆“万象森林”，国
内首创的森林实景沉浸式多媒体夜游
项目，正以声、光、电等多媒体数字科技
为呈现载体，立体呈现五彩斑斓的奇特
景观和形态各异的生物形貌，引得游客
阵阵惊叹。

唐山文旅集团总经理宋建军介绍，
南湖·开滦旅游景区围绕夜经济，持续织
密夜经济体系，深度植入“冀东三枝花”
评剧、皮影、乐亭大鼓等唐山特色非遗文
化，形成了“那年芳华”“皮影主题乐园”

“相期吾少年”三大核心文化项目，并与
景区餐饮、购物、休闲、亲子、住宿等夜经
济业态全面联动，构建起拉动夜间经济
消费的链条。目前，景区夜间营业的文
化娱乐设施项目占比达到90%以上。

“ 请 大 家 佩 戴 好 口 罩 ，有 序 登
船 ……”10月2日上午，记者来到北运河
香河中心码头大运河 3 号游船登船区，
只见香河嘉禧船运有限公司船运负责人
杨晓波拿着扩音器，正在维持登船秩序。

近几天来，公司三条游船满负荷运
转，仍不能满足需求。

北运河香河段，上连北京通州，下接
天津武清。今年上半年，香河县全力推
进北运河旅游通航工程，打造了运河春
色、河湾湿地、河务印象、半岛寻芳、如意
荷香等十大景观，沿岸设有游船码头、滨
河游道、湿地驿站、河畔广场、运动乐园
等功能分区，成为饱览运河风光、品味运
河风情、了解运河文化的绝佳选择。

“目前我们共投入3条游船运营，运
营路线为香河中心码头至京冀交界处的

鲁家务码头，全程6公里左右，游览一次
约需40分钟。”杨晓波说。

游客登船完毕，大运河3号游船驶离
码头，进入蜿蜒曲折的北运河航道，向着
北京方向驶去。从游船上向四周望去，只
见水清岸绿，风光旖旎，水中、岸边不时有
水鸟出没，令游人赏心悦目、陶醉其中。

当下，坐船游览北运河风光正成为
游客的新选择。“以前，我们想坐船只能
去天津、唐山、秦皇岛的海边。现在，北
运河香河段通航了，我们在家门口就能
享受坐船游玩的便利，这种感觉实在太
好了。”来自廊坊的一位游客说。

据介绍，待大运河北京段旅游通航
以后，游客还可以从香河坐船去北京，循
着历史的河道，聆听运河故事，观赏两岸
胜景，感受岁月变迁，体验幸福生活。

泛舟览胜北运河
——在北运河香河段

河北日报记者 孟宪峰

国庆假期，临城县绿岭核桃小镇人
头攒动。李保国科技馆、核桃博物馆、儿
童智趣园、水上乐园等，点缀在万亩核桃
林中，随处可见三五成群的游客在结伴
参观游玩。

在数十亩的脆柿园，男女老少分散
在一棵棵一人多高的柿子树下，开心地
采摘黄澄澄的柿子。掰开一个尝一尝，
又脆又甜。来自临城县城的齐悦与同伴
一共摘了满满12袋柿子。

最热闹的莫过于农事体验园。其中，
核桃林包围着的一片红薯地成为孩子们
的乐园，两个团队正各居一方，热火朝天
地挖红薯。在园区员工和带队老师的指
导下，几十名孩子两两一组，一个用小铁
锨翻开枝蔓小心翼翼地深挖，一个顺藤
取下红薯放到一边。每当发现大个或成

串的红薯，就会传来孩子们的欢呼声。
欢声笑语中，孩子们开始清点收获，

装袋称重，最重的一袋达8公斤。
孩子们各自挑出一块心爱的红薯，

一起合影留念，红扑扑的小脸上洋溢着
自豪。随后，又兴冲冲地转移战场，翻过
一道坡去玉米地里挑选软硬可口的糯玉
米，计划跟带队老师一起尝试烤着吃。

“作为邢台市首批中小学生研学营
地，我们在不同季节安排不同的农事体
验课，深受城里孩子的欢迎。”绿岭核桃
小镇总经理李占芳表示，除了让孩子们
体验核桃管护、采摘和加工，从春到秋还
有摘水果、挖野菜、挖胡萝卜、挖洋姜等
丰富多彩的农事项目，仅9月下旬以来，
就吸引了来自石家庄、邯郸、邢台的 20
个研学团队近2000名学生。

“趁着假期，带着孩子来这里看一
看，让他感受一下红色文化，并为国家繁
荣昌盛感到自豪。”10 月 2 日上午，在涉
县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广场，来
自石家庄的刘松为儿子留下一张双手挥
动国旗的照片。

作为主会场承办了第六届省旅发大
会的涉县，成了这个国庆节的热点旅游目
的地。位于赤岸村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
部旧址、赤岸公园、红色记忆小镇等红色
旅游景点，更是人潮涌动。

走进八路军一二九师司令部旧址，
讲解员在涉县革命遗址分布图前为游
客介绍涉县的红色历史，刘伯承、邓小
平当年亲手植下的紫荆和丁香树枝繁
叶茂，游客纷纷在此拍照留念；穿过旧
址，进入新打造的连心巷，声音邮局、赤
岸手工坊、红色绘本馆等11个特色院落
散落其中，游人或品尝特色小吃，或尝
试制作一些当地手工品，或看一场红色

经典电影……
据介绍，抗战期间，刘伯承、邓小平

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进驻涉县，在这里
生活战斗达 6 年之久，留下了众多革命
旧址。为更好发挥这些革命旧址的红色
传承作用，涉县积极开发红色旅游，叫响
了“太行红河谷”品牌，大大增强了红色
文化的吸引力和传播力。

为实现红色传承和旅游业态的融
合，涉县还按照1∶1比例，选择晋冀鲁豫
边区公安总局、一二九师医院等境内有
代表性的革命旧址，集中建设了红色记
忆小镇。

“二期工程完工，我们小镇复建的旧
址达到了 28 处。”八路军一二九师纪念
馆宣教科的窦晓北说，“我们小镇还是涉
县研学课程中沉浸式的体验基地，包括
染、纺、织、缝、绣、刻、印、编等15种体验
项目。还有夜间的行浸式演出，这个国庆
节可忙了！”

10月2日，衡水湖畔的闾里古镇，鲜
红的国旗迎风飘扬，灰墙青瓦的汉式建
筑里洋溢着节日的喜庆。

闾里古镇位于衡水市滨湖新区魏屯
镇，古镇统一采用汉代风格进行了改造
建设，已成为以中国传统礼孝文化为主
题的体验式研学游古镇。

在古镇孙敬学堂，市民黄静芳走进
了大门。拾级而上，不时有身穿素雅汉服
的少男少女穿行其中。

走进“衣冠社”，多彩的汉服吸引着
人们的视线。“容礼堂”前，身体微探，双
手环扣，低头向前一伸，传统的“揖礼”让
人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百工坊，古法造纸、活字印刷、武
强年画制作等传统技艺的展示，让游客
大开眼界。在活字印刷体验区，游客们

把铅字排好顺序，放在模具里，把毛刷蘸
上墨汁，从上到下轻轻地压过去，瞬间一
首《静夜思》古诗便印在了纸上。

午饭时分，古镇的百食坊内，传出清
脆整齐的诵读声。“餐前净手，主动帮忙，
饮食坐走，长者先行”……餐桌前，小朋
友们一起喊出刚刚学习的餐桌礼，并面
对老师和家长认真地行了一个刚学会的
揖礼，彬彬有礼的模样引来游客们的阵
阵称赞。

“孩子学习中国优秀传统礼仪，不仅
增长了知识，更让孩子亲身感受到传
统文化的魅力，不虚此行。”黄静芳用手
机记录下女儿学习的每一刻。说话间，女
儿思思用刚学会的茶道，沏了一杯热茶，
向黄静芳做了一个敬茶礼。黄静芳接过
茶杯，开心地一饮而尽。

10月2日的西柏坡，风清气爽，游人
如织。走在景区的路上，游客们纷纷惊叹：
西柏坡变了，变得更有看头、有品位了！

西柏坡又有啥新变化？记者登上了
观光车。

乘车观光的第一站，是在西柏坡村
口新建的民俗村。

土坯房前，沉浸式实景演出《梦回西
柏坡》正在精彩上演，引来游客无数。

土地革命、送子参军、七届二中全会
等一个个历史场景，把游客拉进了当年
的峥嵘岁月。全新的体验让石家庄赶来
的游客胡红霞看得入迷：“用演出的形式
重温历史，让我心中的革命圣地变得更
生动伟大了！”

今年以来，平山县西柏坡镇以庆祝
建党 100 周年为契机，深入挖掘红色资
源，大力整治全域人居环境，加快构建红
色旅游产业链，全力推动乡村振兴。

赶在“十一”假期前，西柏坡的村史

馆和新装修的村委会建成投用。
64岁的老党员闫上青裹上白头巾，

天天赶到村史馆，把西柏坡的红色故事讲
给游客听。“讲好西柏坡故事，弘扬西柏坡
精神，是咱西柏坡人的责任，也是最有意
义的事儿。”闫上青说，他们还准备组织老
党员，给游客讲党课，开展系列红色教育。

深挖红色资源发展旅游产业，远不
止西柏坡村：北庄村在完善村史馆讲解、
村容村貌参观等红色业态的同时，正在
彩排音乐剧《团结就是力量》；梁家沟村
建起了特色观光采摘园、登山步道，并大
力发展特色民宿、特色餐饮等产业……

“接下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
平总书记给北庄村全体党员的重要回信
精神，结合全镇16个村的特色优势，构建
以红色文化教育体验为核心，以主题民
宿、特色餐饮、观光农业等为补充的产业
体系，让革命老区人民的日子过得越来越
红火。”西柏坡镇党委书记杜建华说。

城里孩子乐享农事体验课
——在临城县绿岭核桃小镇

河北日报记者 王永晨

红色旅游传承红色文化
——在涉县赤岸村

河北日报记者 梁韶辉

亲身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在衡水市闾里古镇

河北日报记者 焦 磊

柏坡岭上感受精神伟力
——在平山县西柏坡镇

河北日报记者 董 昌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③乘船欣赏北运河壮美风光，游客们十分兴奋。 河北日报通讯员 高振楠摄
④国庆节之夜，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人流如织。 河北日报通讯员 王子一摄

①10月3日，游客们在西柏坡纪念馆参观学习。 河北日报记者 史晟全摄
②10月2日，游客在涉县红色记忆小镇体验纺棉线。河北日报记者 梁韶辉摄

（上接第一版）
游船行至淀区深处，白洋淀文

化苑雁翎队纪念馆上方的红色五角
星熠熠生辉。

“红色雄安”，点染画卷精神。
“在冀中平原的白洋淀地区,长期活
跃着一支令敌人闻风丧胆的水上游
击队——雁翎队。这支由渔民和农
民组成的队伍，在淀泊相连、苇壕纵
横的白洋淀上，神出鬼没、来无影去
无踪，谱写了一曲抗日战争的辉煌
篇章……”在纪念馆的“水上奇兵雁
翎队”浮雕前，30 多位系红领巾的
优秀少先队员聚精会神。他们人手
一支笔一个本，认真地记录着讲解
员讲的红色故事。

“国庆节到来之际，我们牵手华
菱学校举行红色研学实践活动，带
领优秀少先队员代表走进爱国主义
教育基地，感受和弘扬爱国精神。”
容城县青少年活动中心主任刘文佶
告诉记者，学生现场观看珍贵照片
和实物，再加上生动的解说，有利于
他们深刻理解和铭记这段红色历
史，激发学生爱国热情。

六年级李佳琪同学将雁翎队的
红色故事记满了两页纸。“我想以革
命前辈为榜样，奋发向上，努力学
习，长大后报效祖国。”

从白洋淀出来，沿白洋淀大道
一路向北，行至南拒马河畔，京雄高

速西，雄安郊野公园横卧在这里。
“绿色雄安”，勾勒雄安画卷青

春。万亩秀林郁郁葱葱，宛如进入
绿色海洋。“雄安郊野公园是新区

‘一淀、三带、九片、多廊’生态格局
中‘九片’之一。以林为体，以水为
脉，构筑三季有花、四季常绿、两季
有果、景色各异的森林生态景观。”
公园内，游客听着工作人员的讲解，
乘电瓶车绕过河流，穿过树林，惬意
游赏公园的一花一草、一石一景。

在辛集园童话城堡区，孩子们
找到了游玩的天地。10 月 1 日，从
北京自驾游过来的李恒阳带孩子来
郊野公园放松游玩，爬架、大黄蜂、
城堡式建筑，这些设计色彩鲜艳、有
趣，孩子很喜欢。

李恒阳说，来了发现这边展园以
河北的城市命名，秦皇岛园的海洋风
情、邢台园的国医文化、保定园的莲
池书院……每个园子展示了各自地
市的自然魅力和人文特色，14个展
园布局错落有致，组团起来更美。

“这里有动人的红色故事，有蓝
绿交织的白洋淀和千年秀林，以后
真想和女儿一起生活在这里。”四川
游客李鑫趁着国庆假期到雄安见女
儿女婿，女儿毕业后来到雄安新区
工作。老人感叹道，展望未来的雄
安新区，是多么令人向往的生态
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