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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衡阳县洪市镇礼梓村，一条青石小道
通向夏明翰故居。这是一座深宅大院，有４０多
间房屋。

正是从这里出发，夏明翰走上了革命道
路，一步步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
共产主义战士，并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写下气
壮山河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
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夏明翰（１９００－１９２８），字桂根，出生于父
亲居官的湖北秭归，１２岁时随全家回到家乡衡
阳。少年夏明翰，贴近劳苦大众，表现出对国外
列强的强烈不满。

１９１７年春，夏明翰违背祖父意愿，怀着“工

业救国”梦想，考入湖南省立第三甲种工业学
校。１９１９年，五四运动爆发，他和同学们走出校
门，开展了抵制日货等一系列爱国运动。

１９２０年，夏明翰在长沙结识了毛泽东。
１９２１年，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夏明翰加入中
国共产党。入党后，夏明翰在长沙从事工人运
动，参与领导了人力车工人罢工斗争，代表人
力车夫向当局严正表明“我们反加租，我们要
活命”立场，领导工运取得胜利。

１９２４年，夏明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委员，负
责农委工作。１９２６年２月，他到武汉任全国农民
协会秘书长，兼任毛泽东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
所秘书。１９２７年６月，夏明翰回湖南任省委委员
兼组织部长。同年７月，大革命失败后，他参与发
动秋收起义。１０月，湖南省委派他兼任平（江）浏

（阳）特委书记，领导发动了平江农民暴动。
１９２８年１月，党组织决定调夏明翰到湖北

省委担任领导工作。此时，女儿夏芸出生才两
个月，夏明翰只能离妻别女独自前往武汉。临
行前，他意识到此行凶多吉少，特意从街铺买

来一颗红珠，赠予妻子郑家钧，并以诗明志：
“我赠红珠如赠心，但愿君心似我心。善抚幼女
继吾志，严峻考验不变心。”

１９２８年３月１８日，由于叛徒出卖，夏明翰不
幸被捕。３月２０日清晨，被押送刑场。行刑之前，
敌人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大声道：

“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写下了那首传颂至
今的就义诗。

年仅２８岁的夏明翰壮烈牺牲后，谢觉哉等
同志组织工人将夏明翰的遗体偷运出来，安葬
在汉阳城外长江江畔的鹦鹉洲上。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夏明翰牺牲
后的３月２２日，弟弟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英勇
献身。同年６月，妹妹夏明衡面对敌人的抓捕，
殉身成仁。弟弟夏明霹、外甥邬依庄也先后为
革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夏明翰烈士牺牲整整９０年，他立志图强的
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其精神历久弥
新，感召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后来人”。

（据新华社长沙５月２１日电）

□人民日报评论员

“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
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
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
书记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对加强
生态环境保护、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作出重
大部署，为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美丽中国指
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于我们
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建成美丽中
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顶层设计和制度体
系建设，加强法治建设；到建立并实施中央
环境保护督察制度，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再
到深入实施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
动计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开展一系列根本性、开创
性、长远性工作，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
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但也必须清醒
地看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还有不少硬骨头
要啃，还有不少顽瘴痼疾要治。坚决打好污
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解决历史交汇期的生态
环境问题，是时代赋予的重大任务，我们必
须完成，不能有任何的松懈。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增强政
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是我们党向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不能一边
宣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边生态环境质量
仍然很差，这样人民不会认可，也经不起历
史检验。只有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
项，坚决打好这场攻坚战，我们才能兑现承
诺，不负人民，无愧历史。现在，广大人民
群众热切期盼加快提高生态环境质量。积极

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不断满足
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是
我们的宗旨所在、使命所在、责任所在。这
场污染防治攻坚战，不管有多么艰难，我们
都不可犹豫、不能退缩，必须以壮士断腕的
决心、背水一战的勇气、攻城拔寨的拼劲，
坚决打好打赢。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就要集中优
势兵力，采取更有效的政策举措。各级党委
和政府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重大部
署，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健全生态
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
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全面推
动绿色发展，加快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倡导
绿色生活方式；把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
为民生优先领域，坚决打赢蓝天保卫战，深
入实施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全面落实土壤

污染防治行动计划；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
险，把生态环境风险纳入常态化管理，加快
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提高环境治理水
平，充分运用市场化手段，对涉及经济社会
发展的重大生态环境问题开展对策性研究，
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

“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
天也是幸福。”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
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
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
实物质基础，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我们就一定能还老百姓蓝天白云、繁星闪
烁，还给老百姓清水绿岸、鱼翔浅底的景
象，为子孙后代留下美丽家园，为中华民
族赢得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5月21日电 人民日报5月
22日评论员文章）

□新华社发
5月21日，河北省新乐市东名村农民在田间查看小

麦长势。
当日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各地农民抓时令忙

生产，田间地头一派繁忙。

□新华社发
5月21日，GA20首架机在进行滑跑演示。
当日，由中国民企冠一通用飞机公司自主研制的

单发四座固定翼螺旋桨通用飞机GA20首架机在江西南
昌顺利总装下线并完成滑跑演示。

据新华社北京５月２１日电 从今年９月开始，清华
大学将在２０１８级本科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
课程。

记者从清华大学获悉，到２０２０年，此课程将覆盖
全校所有本科生，并力争面向研究生提供课程和指
导。

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著名作家刘勇（笔名“格
非”）和历史系教授、教务处处长彭刚共同担任该课
程负责人。学校将成立专门的教学机构，组建不少于
２５名专职教师的教学队伍，并鼓励各院系不同专业背
景的教师共同参与授课。

“‘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
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以期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
训练，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沟通交流能力、逻
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能力。”彭刚说。

据介绍，不同主讲教师可以根据自身专业背景和
学生的具体情况，在教学内容和风格上各有不同，但
是在训练的范式、学生写作的产出、教师对学生写作
与沟通实践的指导等方面，要求相对一致。

目前，一些世界一流大学对学生写作和沟通能力
的培养与训练都很重视，写作课是哈佛大学和普林斯
顿大学本科生的必修课程。

“写作与沟通”将成

清华本科生必修课

据新华社杭州5月21日电 全球首个行业IPv6根服
务器“广电根+华数根”21日在杭州举办的“2018全球
下一代互联网峰会”上启动上线。该IPv6根服务器系
统面向广电网络，由下一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与华
数集团联合建设运营，将深入推动广电行业发展和产
业升级。

“对消费者而言，IPv6根服务器系统的启动意味
着用户体验的极大提升，视频服务、点播服务、智能
家庭服务的精准推送，都可以很快变为现实。”下一
代互联网国家工程中心主任刘东介绍，IPv6根服务器
系统通过一整套基于IPv6的标识解析体系，服务于每
一台接入系统的机顶盒和网络用户，方便监管每一台
机顶盒的运行状态以及管理情况并提供精准服务。

IPv6是“联网协议第六版”的英文缩写，是由负
责互联网国际标准制定的机构——— 互联网工程任务小
组（ＩＥＴＦ）设计的用于替代现行互联网协议第四版
（IPv4）的下一代互联网核心协议。IPv4协议沿用40
年，地址池已完全耗尽，远不能满足发展需求，而
IPv6理论上可提供的IP地址数量达2的128次方，几乎可
以“为全世界的每一粒沙子编上一个网址”。

全球首个行业IPv6根

服务器系统启动上线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 三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重要讲话

夏明翰：就义感召“后来人”

▲夏明翰 □新华社发

全球招才引智、设立诺奖实验室、发力中
外合办高校、打造大科学装置群……系列举措
让深圳再度成为瞩目的焦点。

从学习到创新，从跟跑到并跑、领跑，深圳
迅速崛起，成为全球重要的科技节点城市，但
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不足，也成了制约“巨人”
成长的“阿喀琉斯之踵”。

站立在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节点，深圳不
断发起“原点冲击”，全力打造科研新起点、技
术新起点、产业新起点。

全球“寻人之旅”

夯实创新根本

我国第一台自主知识产权3 . 0T高场超导
磁共振成像仪，诞生于深圳南山区一所面积
2000余平方米的实验室。

这是深圳引进的第一所诺奖实验室，以
2003年诺贝尔奖医学奖获得者、磁共振成像技
术之父——— 保罗·劳特伯命名成立。

人才是第一资源，也是核心竞争力。
作为创新之都的深圳，最缺的是“金字塔

尖”的技术和产业。为此，深圳开启全球范围的
“寻人之旅”。

深圳，不断向全球伸出橄榄枝，加大海外
引才力度。

保罗·劳特伯之后，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
中村修二、诺贝尔化学奖得主阿里耶·瓦谢尔
来了，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诺
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巴里·马歇尔也来
了。截至目前，已有近10家诺奖得主科研机构
在深圳陆续挂牌成立。

每一个顶尖学者背后，都是一个团队。深
圳举措频频，包括诺奖得主在内的尖端人才纷

纷会聚深圳。
截至2018年3月，深圳累计确认“孔雀计

划”海外高层次人才3264人，外籍人才1 . 6万在
深圳工作，累计14名外国专家入选国家“千人
计划”外专项目，占广东省的50%。

深圳，也积极在科技资源高地搭建交流平
台。

在美国，在欧洲，在以色列，深圳都在布局
海外创新孵化器。2017年5月，深圳市美国旧金
山海外创新中心、英国伦敦海外创新中心、法
国伊夫林海外创新中心等首批7家深圳市海外
创新中心正式授牌。

“未来，深圳还将建设更多海外创新中心，
努力在全球范围集聚配置创新资源，在更高层
次上参与全球科技合作竞争。”深圳科创委政
策法规处处长潘伟旗说。

格拉布斯实验室负责人张绪穆说：“深圳，
不仅有强大供应链和工厂支持，还有越来越厚
重的知识沉淀。”

“人才效应”与市场协同作用，近年苹果、
微软、高通、英特尔、三星等跨国公司纷纷在深
圳设立研发机构、技术转移机构和科技服务机
构。

“国际尖端人才，可以补深圳源头创新之
短板，夯实创新之根本。”深圳市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吴思康说。

建设大科学装置工程

寻求0到1的突破

在寸土寸金的深圳大学城，位于国家超级
计算深圳中心南部的一块空地虚席以待，这里
未来将建设E级超级计算机。

顺应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潮流和趋势，深

圳上马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工程。
“‘十三五’期间，深圳计划投资40亿元，打

造E级计算机。”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主任
刘明伟说，E级计算机将使中心的计算能力提
升1000倍，每秒可进行百亿亿次数学运算。

刘明伟介绍，E级计算机将成为粤港澳大
湾区重要的大型科学装置，为湾区基础科学研
究、云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提供强有力支
持，同时也为大湾区的科技创新提供有力支
撑。

“新一轮科技周期需要大工程的支撑。”中
国科学院计算所研究员胡伟武说。

随着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大亚湾中微
子实验室和国家基因库的建成使用，深圳的基
础研究能力有了很大突破。

深圳夯实基础的努力不止于此。2014年前
后，深圳掀起了一轮合作办学的高潮。香港中
文大学在深圳设立分校，从2014年起正式招
生，短短两年多时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就
发展成在校人数达2000人的现代化大学。

一个学院保守估计投入要几亿、上十亿
元。目前，深圳已有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清华
-伯克利深圳学院、天津大学-佐治亚理工深
圳学院等十余所高等院校。

“大科学装置，科研院所，可能没有即期产
出、效用，但那将是我们前进的基点。”华大基
因董事长汪建说，前沿科学实现0到1的突破就
是因为有大平台，只有大平台才能真正诞生大
科学。

新型研发机构

激发前所未有的活力

从艰难的起步创建，到立于全球超材料技

术领域前沿，2010年成立的光启高等理工研究
院仅仅用了几年时间。与此同时，其所属光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也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科技
领域的“独角兽”企业。

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说，光启
的成功离不开其作为“新型科研机构”所取得
的突破，它将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产业发展
结合起来，有效地缝合了经济、科技“两张皮”，
构建了全新的产业链条。

新型科研机构像企非企，似事业非事业的
科研单位，也就是有人形象比喻的“四不像”。

深圳提出大力夯实基础研究、技术攻关、
成果产业化全过程创新产业链。在企业与人
才、大科学装置、高等院校之间，“四不像”是重
要的连接器。

目前，深圳已有类似科研机构数十家。
作为其中的代表，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

研究院在源头创新方面成绩斐然：世界首创
超声脑调控方法及验证系统；首次合成纳米
人工红细胞，开发肿瘤检测诊疗一体的可视
化精准医疗；成功实施亚洲首例多功能神经
假肢手术；研制国际首台柔软材料爬行机器
人……

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党委书记杨
建华认为，产生“聚变效应”的原因在于，作为
新型科研机构，产学研资“四位一体”创新机制
和集聚一流人才是关键所在。

今年一季度，全社会研发投入达216 . 7亿
元，增长15 . 1%，占GDP比重4 . 16%；新增各级各
类创新载体51家，累计达1800多家；国家高新
技术企业达11230家，占全国总数的8 . 2%。

改革创新，活力迸发。“随着源头创新动能
的不断增强，深圳站在了新一轮科技突破的起
点上。”深圳市发改委主任聂新平说。

（新华社深圳5月21日电）

■壮阔东方潮 奋进新时代——— 庆祝改革开放40年

深圳突进源头创新 发起“原点冲击”

5月２１日5时28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
射中心用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成功将探
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中继星发
射升空。这是世界首颗运行于地月拉格朗
日Ｌ２点（简称地月Ｌ２点）的通信卫星，将
为２０１８年底择机实施的嫦娥四号月球背面
软着陆探测任务提供地月间的中继通信。

长征四号丙运载火箭飞行25分钟后，
星箭分离，将“鹊桥”直接送入近地点高
度２００公里，远地点高度４０万公里的预定地
月转移轨道，卫星太阳翼和中继通信天线
相继展开正常。后续，“鹊桥”将经中途
修正、近月制动和月球借力，进入月球至
地月Ｌ２点的转移轨道，通过３次捕获控制和
修正后，最终进入环绕地月Ｌ２点的使命轨
道，地月Ｌ２点是卫星相对于地球和月球基
本保持静止的一个空间点。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伟仁表示，由于月球有一面总是背
对着地球，当嫦娥四号进行世界首次月球
背面软着陆和巡视勘察任务时，将受月球
自身遮挡，无法直接与地球进行测控通信
和数据传输，而“鹊桥”则相当于架设在
嫦娥四号与地球间的“通信中继站”。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五院“鹊
桥”号中继星项目经理张立华说，“鹊
桥”还携带了由荷兰研制的低频射电探测
仪，未来将开展在轨科学探测试验。

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四号丙运载
火箭是长征四号系列运载火箭第一次在西
昌卫星发射中心承担发射任务。这是长征
系列运载火箭第２７５次发射。此次还搭载发
射了“龙江一号”“龙江二号”两颗月球
轨道编队超长波天文观测微卫星。

“鹊桥”虽然只有400多公斤重，但它是
中国第一次应用于深空探测重大任务的小
卫星。专家们坦言，这次任务周期长、难度
大、风险高，卫星的飞行轨道也与众不同。

吴伟仁说，1772年，法国数学家拉格朗
日推算出，一个小物体在两大物体的引力作
用下，小物体相对于它们基本保持静止的空
间点有五个，即拉格朗日点又称为平动点，
分别为L1、L2、L3、L4、L5。其中，L1、L2点在
两个天体的连线上。“鹊桥”正是要围绕地月
L2点的使命轨道飞行。最关键的一次是近月
制动的变轨，张立华将它形象地称为在距月
面100公里高度时给卫星“踩一脚刹车”。这
次变轨的窗口时间很短，且只有一次机会。
如果没按计划完成好“刹车”动作，“鹊桥”很
可能从此飞离预定轨道。

（综合新华社西昌5月21日电）

嫦娥四号中继星成功发射
将搭建地月“鹊桥”

□新华社发
探月工程嫦娥四号任务“鹊桥”号中

继星成功发射升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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