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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张春晓 赵君 本报通讯员 范粟

◎海洋：40名住鲁院士，涉及海洋领域的约
有20位。

◎农业：山东作为农业大省，光山东农业大
学就有三位院士，这次新当选的赵振东院士，来
自山东农科院。

过半住鲁院士工作生活在青岛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知，我省三人成功当选2013年度两
院院士，由此现有住鲁院士达到40名，其中，中国科学院
院士1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28人。

“从专业领域来看，住鲁院士主要集中在海洋和农业
两大领域。”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我省有中国海洋
大学、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等多家高校与科研机构，培
育了海洋地质、海洋生物等诸多创新领军人物，40名住鲁
院士中，涉及海洋领域的约有20位。同时，山东作为农业
大省，农业科研基础好实力强，光山东农业大学，就有余
松烈、束怀瑞、于振文三位院士，这次新当选的赵振东院
士，来自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长年致力于小麦优质高产与
超高产广适品种选育研究，成绩斐然。

放大“院士效应”

院士作为中国科学家中“塔尖”式的人物，必然对科
学研究、人才培养以及地区发展带来重要影响。近年来，
省委省政府十分重视院士人才，为院士在科研资金支持、
医疗保健等多方面提供充分保障，吸引院士来鲁。

据介绍，目前，我省除了有40名住鲁两院院士，还有
6位院士常年在山东工作，院士们为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建
言献策，我省蓝黄两区、西部隆起带等四大战略中，都有
院士的身影，全省138个县市区均有与院士合作项目。

此外，通过聘任的形式，每年至少有100人(次)的省外院
士来山东开展合作，南京农业大学的盖钧镒院士就是其中
一位。盖钧镒院士是我国大豆研究领域唯一的院士，自
2010年5月起，山东圣丰种业科技有限公司与盖钧镒院士
开始进行合作，成立了山东圣丰种业科技院士工作站，他
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现代农作物商业化育种平台建设
等方面给企业很多指导，帮助企业收集引进了珍贵的8000
余份大豆种质资源材料，经济价值近1000万元，极大地充
实了圣丰的大豆种植资源库。“短短三年时间，盖钧镒院
士帮助我们企业成为了大豆种子综合实力全国排名第一的
企业。”该公司副总经理何进说。

◎承诺书：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全部签署了
院士承诺书。

◎八点共勉：中国工程院发表了致51名新院
士的一封信，对新院士提出八点共勉：头脑清
醒，婉拒不适当的物质待遇……

据新华社北京12月19日电 2013年中国科学院和中国
工程院院士增选结果19日分别发布。中科院新增选院士53
名，中国工程院新增选院士51名。

中科院的53名新院士是从391名有效候选人中脱颖而出
的。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54岁，其中60岁及60岁以下
的占85%。经过此次增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总人数为750名。

中国工程院的51名新院士是从560名有效候选人中产
生的。新增院士中年龄最大的是“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总
设计师、77岁的船舶设计制造专家徐芑南，最小的年龄48
岁。至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达到807人。

19日当天，新当选的中科院院士全部签署了院士承诺
书，承诺今后将严格执行国家、学部和工作单位的各项规
定，认真履行院士应尽义务，珍惜院士荣誉，倡导科学精
神，恪守科学道德，提携后辈人才，积极参加学部活动，
承担学部任务，促进学部发展。

中国工程院19日发表了致51名新院士的一封信，对新
院士提出八点共勉：发挥所长、深入工程科技实际、尽量从
事一线工作；头脑清醒，婉拒不适当的物质待遇；院士不是

“万事通”，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
询；谦虚谨慎、不以“权威”自居，带头营造科学民主的学术
环境和氛围；实事求是，尊重同事的劳动和成果，正确处理
成果、论文和报奖的署名和知识产权问题……

□ 本报记者 吴洪斌 隋翔宇

“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这
是《史记》中项羽学兵法的一段故事。

1978年，入伍4年的何友，从海军北海舰队
报务员的岗位上考入武汉海军工程大学指挥
系统专业，开始了自己“学万人敌”的起点。

2013年，57岁的他凭借着在信息与通信
领域内的成就，获评中国工程院院士，达到
了自己科研征途中的一个新里程碑。

从海军战士到工程院院士，在别人眼
里，何友的人生经历跨越颇大。“我的转
变，最初源于当兵时在东海大陆架测量的一
次经历。”2013年12月19日下午，天空飘着
雪花，当记者驱车赶到位于烟台海滨的海军
航空工程学院采访时，何友对记者说。

上世纪70年代，作为海军战士的何友曾
被抽调到“东方红”号海洋测量船，参加东
海大陆架的测量。当测量船行驶到公海时，
遭到了他国飞机和舰艇的抵近监视和恶意骚
扰，形势一度非常严峻。最后，大家努力用
信号灯与对方交流，表明我方只是一艘普通
的海洋测量船，才避免了冲突。

公海之上虽有公理，但也需有强大的武
装力量做后盾。“我当时就从心底有一种屈

辱感，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要去军校深
造，为国家的国防现代化事业作出自己的贡
献。”提到往事，何友仍显激动。

从“英语盲”到“英语通”，从后进到
前茅，从本科到研究生，进入军校之后，何
友用实际行动攻克了一个个难关，为自己在
信息化领域内的探索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海军工程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1991
年10月何友迎来了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机遇。
当年，他被派往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进
修，师从著名雷达专家霍尔曼·罗林。很快，
这个初出国门的学生就产生了一个别人眼中
的“狂想”：冲击“恒虚警”。

雷达自动检测与“恒虚警”处理技
术，当时还是国际雷达界的热门研究领
域。所谓“恒虚警”，主要用于雷达运行
中早期探测和预警，但在那个年代，已存
在的各种“恒虚警”处理技术存在较大局
限。对此，何友经过大量的思考与论证，
拿出了科学合理的数学模型和处理方法，
并用英、德文撰写发表了3篇论文，在国际
学术界轰动一时。德国布伦瑞克工业大学
信息研究所将何友提出的“恒虚警”方法
命名为“何氏方法”。

归国之后，已达不惑之年的何友又作

出了一个让他人困惑的决定。在清华大学
攻读博士学位时，何友有意避开了自己擅
长的雷达恒虚警课题，选择了信息融合领
域内另一个关键性前沿课题“多目标多传
感器分布信息融合算法研究”。经过不懈
努力，他撰写的毕业论文荣获“全国百篇优
秀博士论文”。

作为吉林省磐石市人，何友与山东结
缘也正因为对信息技术研究的执着。从清
华大学毕业后，何友选择来到位于烟台海
滨的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任教。“一个人的
能力有限，只有造就一批人才能推动整个
学科的迅速发展。”何友这样认为。在他
的指导下，其弟子唐劲松完成的两项科研
课题全部获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成为人
民海军自己培养的第一个博士后研究人
员。另一名弟子关健在校期间发表了12篇
高水平论文，有6篇被国际三大检索机构收
录，并出版专著一部，被清华大学免试录
取为博士研究生。

瑞雪兆丰年，12月19日中国工程院公布
新增选院士名单时，烟台正好下起了阵雪。
面对当选院士之后的工作打算这个问题，何
友微微一笑，“信息化，不进步就是退
步。”

从海军战士到工程院院士，因科研与山东结缘

何友：从军当学“万人敌”

□ 本报记者 薄克国 张晓帆

辛苦而浪漫的海洋研究

风景秀丽的中国海洋大学鱼山校区，
有座文苑楼。12月19日下午，随着中国科
学院2013年院士增选结果的公布，继文圣
常、冯士筰院士之后，这座物理海洋楼迎来
了她的第三位院士——— 46岁的物理海洋学
家吴立新。

12月18日晚8时，记者拾阶而上，拜
访了这位从美国归来的物理海洋“筑峰
工程”教授吴立新。吴教授很有“学者
范 儿 ” — —— 外 貌 儒 雅 ， 性 格 很 有 亲 和
力。

2005年，吴立新放弃了美国优越的条
件，进入中国海洋大学，成为“筑峰工程”
第一层次教授，领衔从事海洋环流和气候年
代际变化等方面的研究。进行海洋环流研
究，自然要赴深海大洋考察试验。2008年，
作为“973”项目“北太平洋副热带环流变异
及其对我国近海动力环境的影响”首席科学
家，他乘“东方红2号”海洋科考船去西太平
洋考察。

太平洋不太平，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更
高。“有一天，风大浪急，加上睡眠不好，
当时就晕船了，吃不下饭。”吴立新回忆
说：“按照项目计划，晚上还要做实验，再
晕船也要做出来。”

“从事海洋科学事业是一种很浪漫的事
儿，虽然出海很辛苦，但发现海洋中很奇妙的
东西，很开心。”他说：“回国后我做事情喜欢从
全球视野看，从近海到大洋，从南极到北极，都

很感兴趣。”

追逐“透明的海洋”

儒雅的吴立新，用妻子的话说，其实是
一位“不安于现状的人”。1983年，17岁的
吴立新考入清华大学力学系流体力学专业；
1988年本科毕业进入北京大学深造，从事涡
旋动力学研究。1994年博士毕业后，他去美
国作博士后，先到罗格斯大学，一年后又到
了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气候研究中心，
在美国科学院院士John Kutzbach的团队工
作。这期间，他开始与海洋结缘，研究方向
从涡旋动力学转向海洋动力学，后又跨越到
气候动力学。

虽然都是动力学，但是研究领域区别甚
大。其中，海洋动力学是研究海洋力场及其
引起的各种机械运动的学科；气候动力学则
是以地球流体力学和大气环流动力学为基
础，是大气科学与地球科学、物理学、数学
以及计算机科学相互交叉的一个前沿学科。

“动力赋予了大海的生命，海水的流动，其
中的能量如何流动，如何引起海洋的流动，都
需要动力，否则就是一潭死水。”吴立新说，对
于海洋动力过程的研究，有助于人们解读大自
然的风向标，更好地预测海洋环境和气候变
化，提高海洋灾害预测能力。

在吴立新的研究计划中，希望通过对海
洋的观测，熟知海洋动力关键过程机理，使
之成为“透明的海洋”。他说：“在透明海
洋状态下，有利于人类在保护海洋环境的情
况下，安全地开发海洋资源，也有利于保护
国家的海洋权益。”

2012年，根据教育部和财政部启动实施

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中国海
洋大学联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海洋科学与技
术青岛协同创新中心，由吴立新任中心主
任。他表示，希望通过海洋科学与海洋技术
完美“协同”，准备用5-10年时间，将中心
建设成全球著名的海洋科学与技术的研究中
心之一，对我国海洋科学与技术的发展起辐
射带动作用。

海洋知识普及亟待加强

对于山东蓝色经济，吴立新认为，蓝
色经济的发展要上升到蓝色文明的高度与
层次。蓝色文明即海洋文明，是以海洋科
学与技术发展为根基的文明，蓝色经济与
蓝色文明同步发展，才是真正和谐发展之
路。中国海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性大学，
不仅要以蓝色文明建设为发展平台，更要
责无旁贷地成为山东蓝色文明建设的科学
思想库、技术发展源、人才储备地、战略
制高点。

在吴立新看来，实现海洋强国梦，就目
前而言，海洋知识普及亟待加强，国民海洋
意识有待提高。作为海洋科技工作者，要积
极进行海洋科普工作。他准备和同事一起，
撰写一本物理海洋的科普书籍，内容包括流
动的海洋、潮汐神秘的流动等。

他透露，在中国海洋大学建设中的海洋
科学与技术青岛协同创新中心大楼，计划开
设一所海洋科学馆，有别于海洋馆以标本和
鱼类为主的展示，而是重点将海洋科学与技
术、最新海洋科研成果等深层次内容展示给
大众，让大众能够认识深海，更好地爱护每
一寸蓝色国土。

新晋院士

人物志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成
果留在农民家。”

年龄：71
专业领域：作物遗传育种
研究成果：从事小麦遗传育种三十

年，带领团队育成的济麦系列品种，推
动了山东及全国的小麦品种更新换代，
为我国小麦品质改良、持续增产及粮食
安全作出了突出贡献。

工作单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

赵振东

“信息化，不进步就是退
步。”

年龄：57
专业领域：信息与通信工程
研究成果：在雷达目标融合检测、

多传感器航迹关联、辐射源识别等方面
取得系列创新成果，广泛应用于雷达、
情报处理和指控等国家重大工程中。

工作单位：海军航空工程学院（位
于烟台）

何友

“出海很辛苦，但发现海洋中很奇妙的东西，很开心”

吴立新：探秘海洋动力

“从事海洋科学事业是一
种很浪漫的事儿，虽然出海很
辛苦，但发现海洋中很奇妙的
东西，很开心。”

年龄：46
专业领域：物理海洋学
研究成果：长期从事大洋环流基本

理论、海-气相互作用和气候年代际变
化、海洋环流与气候系统数值模拟方面
的研究，发现了20世纪全球大洋副热带
西边界流区“热斑”现象，系统阐述了
副热带环流在太平洋气候年代际及长期
变化中的作用机理……

工作单位：中国海洋大学

吴立新

□ 本 报 记 者 王亚楠
本报通讯员 安 静

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搞农业科研的
人看来，71岁的赵振东实至名归。记者过去
见到赵振东，往往都是麦地里的偶遇，因为
在小麦种植的时节，赵老几乎每天都小跑着
到试验田去，研究了一辈子小麦，他放不
下。赵振东说，“院士”是终身荣誉，更是
对工作的要求，“我就是一个农业科研战线
的老兵”。

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品种

在黄淮麦区，很多农民可能并不知道赵
振东的名字，但一提起他育成的超高产小麦
品种“济麦22”，其中很多人都会竖起大拇
指向你介绍：这个品种就是好，高产优质，
关键是稳产、抗寒、抗倒伏、抗病、抗干热
风……

这些形容词，是老乡们在生产中的真实
感受。尤其近年来气候多变，在干旱、倒春
寒等的考验下，济麦22成为黄淮麦区种粮农
民坚定的选择，得以迅速推广。

某种意义上，济麦 2 2就像一个“传
奇”。2006年育成后，济麦22先后通过国家
审定和鲁、豫、皖、苏、津五省市审(认)
定，连续6年在不同生态类型区66个点次创造
出亩产700公斤以上的超高产典型。2009年，
农业部组织实打亩产789 . 9公斤，创一年两熟
制下冬小麦高产世界纪录。推广范围跨黄淮
冬麦区和北部冬麦区两大生态区，2012年在
黄淮麦区种植3660万亩，占比达1/4，连续4

年蝉联全国种植面积最大的作物品种，也是
近30年来我国年种植面积最大的品种。截至
今年夏收，济麦22单品种7年累计推广1 . 44亿
亩。

种业是农业的关键。正是济麦22这粒小
小的种子，为实现全国粮食生产“十连
增”、山东粮食“十一连增”，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贡献。

争取好年头大丰收坏年头少减产

主要粮食生产要立足自给，是我国最基
本的国策。日前，习近平总书记到省农科院
视察时，专门强调了“粮食安全和农产品的
有效供给，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

我国有18亿亩耕地，折算成播种面积大
约24亿-25亿亩，但实际上我国需要约30亿
亩，所以单产仍是核心。赵振东介绍，粮食
生产是有基本规律的，基本是“两丰一平一
欠”，在全国粮食实现“十连增”的基础上
继续连增难度很大。但是，“与其坐着揣测
年景好坏，不如大家多努力，创新，实干，
争取好年头大丰收，坏年头少减产，确保粮
食安全——— 这，才是我们的任务”。

赵振东带团队，跟年轻人说要“把论文
写在大地上，成果留在农民家”。农业育种
科研条件复杂、周期很长，以小麦为例，平
均育成一个品种需要10年。而赵振东却在不
到30年里就育成济麦系列“济南17”(1999
年)、“济麦19”(2001年)、“济麦20”
(2003年)、“济麦22”(2006年) 4个“大品
种”，成为全国小麦品种更新换代的主导品
种。能出这些成果，赵振东说关键是要想在

前头，从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和农业生产实际
两个大需求出发，确定育种方向，然后努力
去寻找实现的方法。

“科研突破需要协作创新”

赵振东说，现在，小麦品种和技术正进
入一个平台期，平台期不是不发展，是坡度
大，需要跃变；继续向下一个平台期突破，
需要协作创新，包括思路、材料、技术方法
等。他认为，2020年争取小麦平均单产达到
450公斤以上的水平，增长10%，这是不得不
完成的底线。

小麦育种是典型的集成科学。小小一粒
种子上，经验、理论、材料、新技术、新方
法……总成才能形成突破。现在，整个黄淮
麦区都在试图突破济麦22，但至今仍未见大
品种。赵振东说，济麦22并不是终点。他特
别希望农业科研人员能格局再开阔一些，集
成、协作，任何地方只要有好的苗头，就
“钉钉子”、努力突破，“超越济麦22，不
管是哪一家，我觉得都好”。

搞科研或许见解不同，但协作会让大家
都更有力量。赵振东常说，济麦22的成功，
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泰山23”这个老师。当
时，他一门心思琢磨小麦的品质，“泰山23
出来不错，我就是紧学着、调整了思路，少
走了弯路，才出了既高产又广适的济麦
22”。

年过七旬的赵振东，也在用更开阔的眼
光考虑高产：不能单独研究小麦，或是单独
研究玉米；我们要的是全年的丰收，甚至不
光粮食，还有油料作物，如大豆等。

近30年育成济麦系列4大品种，济麦22成为黄淮麦区种粮农民坚定的选择

赵振东：播下“传奇”的种子
住鲁院士集中在

海洋和农业两大领域

两院新增104名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分为院士和归口初
选部门推荐、学部评审及选举等阶段。

◎中国工程院：2013年院士增选于1月正式启
动。10月下旬，各学部通过第二轮评审和选举产
生了51位新当选院士。

自1997年起，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同步进行每两
年一次的院士增选工作。

中科院规定每次增选院士名额不超过60名，被推荐人
年龄一般不超过65岁。院士增选分为院士和归口初选部门
推荐、学部评审及选举等阶段，不受理本人申请。资深院士
不参加对候选人的推荐、评审和选举。

根据中国工程院增选工作实施办法，今年增选名额不
超过60名。被提名候选人的年龄原则上不得超过70周岁。
超过70周岁的被提名人，须经其专业所属学部至少6位院
士提名。值得关注的是，工程院自2013年开始，实行院士
候选人单一渠道提名。候选人本人只能接受院士、单位、
全国性学会中的一种渠道进行提名。

中国工程院2013年院士增选于2013年1月正式启动。经
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直属机构(含所属国有大型企业)、
直属事业单位，解放军总政治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国科协等渠道遴选和院士提名，共产生
了560名有效候选人。6月下旬，经过院士增选第一轮评审，
从560位有效候选人中产生了173位进入第二轮评审。10月
下旬，各学部通过第二轮评审和选举产生了51位新当选院
士。12月19日，中国工程院2013年院士增选结果发布。

(综合新华社、中国工程院网站报道)

如何增选院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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