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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问道求索之风

集岱岳北斗之成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新中国成立以来，一大批山东籍及住鲁科

学家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齐鲁文化的浸润

下，默默耕耘、潜心求索，在基础前沿、战略

高技术、民生科技等领域，勇于攀登、甘为人

梯、接续奋斗，取得一项又一项重大科技成

果，在山东科技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

辉足迹。

从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的田间地头，到华

北、华南酸雨的科学观测现场，从胜利油田、

渤海油田钻井勘探的石油会战，到海藻、大菱

鲆养殖的千里海滩……大爱化作田间行、守护

蓝天卫环保、水击石穿寻地火、耕海踏浪谱华

章……这一项项创新成果、一座座科技丰碑的

背后，都凝聚和倾注着老一辈齐鲁科学家的心

血和汗水，他们把自己毕生的科学追求融入建

设科技强省、科技强国的伟大事业中，用创新

求索的实干和实绩，挺起了山东乃至我国科技

创新发展的脊梁。

为了更好地宣传和弘扬老一辈科学家精

神，把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的艰辛历程保存和

记录下来，为加快科技创新、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提供丰厚的精神滋养，2010年，经国务院

批准，由中国科协牵头，联合中组部、教育

部、科技部等11部委共同组织实施了“老科

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采集对象主

要面向年龄在80岁以上、学术成长经历丰富的

两院院士，或虽不是两院院士，但在我国科技

事业发展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老科技工作者。这

是一项抢救性科技民生工程，也是当前国内规

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类型最广泛的中国现当

代科学家珍贵历史资料收藏工程。

自2012年起，山东省科协开始承担中国

科协山东采集项目的管理工作。2014年，在

中国科协指导下，山东省科协自主开展了本

省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山东采

集工作自启动以来，得到了老科学家本人、

亲属及有关单位的大力支持，获得了社会各

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截至目前，共开展了

余松烈等29位老科学家的资料采集工作，采

集对象涵盖农业、数学、海洋、化学化工、

物理、采矿、医学等专业领域，分布在山东

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中国水产科学研究

院黄海水产研究所、山东农业大学等高校和

科研院所，形成了一大批类型丰富、形式多

样的采集成果，为厘清我省科技界学术传承

脉络、保存科技发展历史文献、记录科技发

展历程、深入研究科技人才成长规律、宣传

优秀科技人物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和原

始素材。

弘黄钟大吕之声

扬科研学风正气

居高声自远，风正好扬帆。

如果说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接续奋

斗的前行灯塔，那么科研诚信就是筑牢科技

创新大厦的坚实基石。近年来，山东省科协

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山东省

委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

风建设的重要部署，搭平台、组队伍、聚资

源、建机制，不断创新宣传弘扬科学家精神

工作方式方法，扎实推动科学道德和学风建

设，激励和引导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树立科

技界广泛认可、共同遵循的价值理念，培育

促进科技事业健康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在

全社会营造尊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

才、热爱科学、献身科学的浓厚氛围。

成立山东省科学家精神报告团，在全国

领先组建省域科学家精神宣讲队伍。2020年4

月，在多方调研、广泛征求专家意见的基础

上，依托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经认真组织遴选，成立了山东省科学家精神

报告团，确定了郭永怀事迹陈列馆馆长李波

等首批入选专家14名。2021年9月，在前期工

作基础上，开展了第二批专家征选，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图书馆馆长、研究员沈刘峡等12

名专家入选。组织开展“红色科学路”科学

家精神报告活动。 6月 2日，在省科协举办

“红色科学路”新时代科学家精神报告会暨

学习宣传郭永怀事迹巡回宣讲启动仪式上，

沈刘峡、李燕、王莹等专家分别作沈忠厚、

余松烈、郭永怀等先进事迹宣讲报告，来自

省级学会、大学及中小学学生代表等120余人

参加活动，引起热烈反响。相关工作经验入

选中国科协“十大”会议交流材料。

发挥资源优势，编辑出版《红色科学

路——— 山东科学家传记》(上、下册)。依托山

东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专家团队，深

入挖掘采集成果，组织编辑撰写山东首部记

录科学家学术成长历程的传记——— 《红色科

学路——— 山东科学家传记》(上、下册)，由山

东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近80万字，收录了

余松烈等16位山东籍及住鲁老一辈科学家入

传，全面展示了党领导下的山东籍及住鲁老

一辈科学家取得的辉煌成就、感人事迹和优

秀品质，入选2021年山东省第三批主题出版重

点出版物选题。突出系统优势，组织开展

“红色科学路”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在省

科协官网推出线上科学家精神主题展览。面

向广大青少年、科技工作者等社会公众，组

织全省地市科协广泛开展线下主题展览活

动。青岛市科协组织展览20余场，进学校、

进社区、进基地、进产业园区，受众5万余人

次；济南市科协组织巡展吸引近4000人次参

观；聊城市科协展览活动接待公众3400余人；

菏泽市科协展览活动参观公众累计达1万余人

次；滨州市科协巡展10余场次，参观科技工

作者和中小学生近万人。

聚焦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凝聚创新发展磅礴力量

科学无止境，精神永流传。

2021年5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

士大会、中国科协十大上发表的重要讲话指

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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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面

对“十四五”新征程、新挑战、新使命，山

东省科协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在省委、省政府的坚强

领导下，聚焦“走在前”的目标要求，扎实

履行“四服务”工作职责，大力弘扬科学家

精神，涵养优良学风，团结动员全省700万科

技工作者，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争当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排头兵，在新时代现代化强

省建设中贡献应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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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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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

期以来，一大批山东籍及住鲁老一辈

科学家秉持科技报国的理想，深深扎

根齐鲁大地，刻苦钻研、勇于创新、

无私奉献，为我省科技事业发展作出

了突出贡献。他们身上所镌刻的“胸

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

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

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淡泊名

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

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为人

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融入了

一代代齐鲁科学家的血脉之中，穿越

时空、熠熠生辉，传承至今。

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

之远者，必浚其泉源。近年来，山东

省科协深入践行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

作者的桥梁和纽带职责，把宣传弘扬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作为重要工作抓

手，不断强化对科技工作者的思想政

治引领，组织实施山东省老科学家学

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加强全省科学

道德和学风建设，成立山东省科学家

精神报告团，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宣

传弘扬活动，为推动形成具有科技共

同体特色的创新文化生态，营造风清

气正、求真务实的良好学术环境，激

发科技人才创新活力，坚定创新自

信，紧抓创新机遇，勇攀科技高峰，

迈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了坚强

支撑。

山东籍及住鲁老一辈科学家掠影

弘扬科学家精神 凝聚创新发展磅礴力量

著名力学家、应用数学家、
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
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士）、
“两弹一星”元勋郭永怀：“我
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后回
国！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
的无能！”

著名果树栽培学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束怀瑞：“从事农业科
研，必须关注农业、关心农民，
对农民负责。我们的成果只有简
单实用才能让农民接受，更好地
发挥作用。”

▲1956年，郭永怀、李佩夫妇(左一、左
二)在回国的邮轮上 ▲束怀瑞2019年9月4日手书

著名核化工专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
中国科学院院士）、两弹功臣曹本熹：“伟大的
发明绝不是灵机一动，轻而易举的。科学家的
发明都是在掌握前人积累的知识的基础上，努
力探索、研究才获得的。每一个学生都应该踏踏
实实地求学，绝不能异想天开地不学自知或一蹴
而就。”

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文圣
常：“许多人问我取得成功的经验有哪些，我并
无什么经验可谈，唯
独信仰爱国主义和追
求科学精神，牢牢树
立健康正确的价值
观。爱国主义和追求
科学精神以及健康正
确的价值观，是我毕
生献身于祖国海洋事
业的力量源泉，这也
是我想给同学们说的
心里话。”

文圣常开展海
浪研究的手稿

著名环境化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文兴：“人才
是一个学科真正的生长点，是学科生命力所在。经过
‘七五’和‘八五’科技攻关两个关于酸雨污染的项目
研究，不仅收获了众多科研成果，而且培养、储备了一
大批科研人才。”

他们践行集智攻关

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

著名数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即中
国科学院院士）潘承洞在担任山东大学校长之后仍坚持
给本科生上课，先后指导培养了14名博士研究生和20多
名硕士研究生。他人才强校、“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发
展战略为山东大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他们践行甘为人梯

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著名小麦栽培学家、教育家、中国工
程院院士余松烈：“在下放滕县劳动锻炼
的五个年头中，是我一生中最愉快、最紧
张、最兴奋的时间。虽然生活比较艰苦，

劳动比较沉重，但我始终沐浴在农民的温
暖友情中，是我向农民、向生产实践学习
的 最 佳时刻 ， 我 在 业 务 上 获 得 较 大 丰
收。”

▲1983年，潘承洞(前排右一)参加山东大学数学系
博士论文答辩会

▲1993年，王文兴(右一)在白云山检查酸雨采样

▲1966年，余松烈(左三)在肥城县汶阳公社砖西
村考察

▲农民为余松烈颁发的“丰
收”金质勋章

著名海洋生物学家、中国科

学院学部委员（即中国科学院院

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曾呈

奎：“我们必须把增强自主创新

能力作为国家战略，落实到在海

洋生物学领域，加强原始创新，

在海洋科学前沿和战略高技术领

域占有一席之地。”

1944年，曾呈奎在美国加

利福尼亚近海潜水海底做石花菜

生长实验

▲1949年，曹本熹在清华大学化工系
师生学习会上发言

(资料来源：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他们坚守淡泊名利

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

他们秉持胸怀祖国

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

他们坚守追求真理

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

他们秉持勇攀高峰

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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