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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像院士一样思考》是一本讲述院士思维故事的通俗读物，收录100位科学家
的励志故事。涉及人物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王大中、中国遗传学泰斗谈
家桢、“中国肝胆外科之父”吴孟超、著名数学家谷超豪、一代国医吴阶平、地球物
理学家马在田等，院士研究方向涵盖能源、生命科学、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等领域。

近期，中国商飞试飞中心组织党员干部开展读书活动，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
的阅读感受。

“像院士一样思考”

凡事心中先问个为什么
测试工程部副部长 孙紫檀

该书使我收获良多。书中以100位院士
的思维故事为载体，分为5个章节，从目标-
方向、用心-动脑、质疑-批评、突破-创新、勤
奋-坚韧5个方面生动展示了院士们在各自领
域所取得的突出成就，形象说明了具备这5方
面的素质对从事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中国两弹元勋王淦昌说过，敢于大胆怀疑，
精于小心验证。权威和经典，都是值得尊重、
需要遵循的，但这绝不等于迷信权威，匍匐在
经典面前不敢越雷池一步。须知，没有十全十
美的权威，也没有一成不变的经典。科技史上，
权威被挑战、经典被打破的事例，不胜枚举。

在试飞科目攻关的过程中，很多同事都
在谈论以前是如何飞的，如何测的；在日常的
工作中，我们也习惯借鉴之前一些技术方案，
也曾经讨论过以前的方案的合理性。在这些
工作过程中，我们在学习经验的同时，一定要
保持冷静的判断和敢于质疑的精神，对传统
的做法，像曾溢涛院士所说的“凡事问个为什
么”，现行的技术方案到底为什么这样做？测
试方法为什么这样设计？以前的系统优点是
什么？缺点又是什么？保持对科学的敬畏，
保持质疑的态度，才能去伪存真，学习他人长
处，吸取他人教训，使自身进步。

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
党群工作部（企业文化部）副部长 温鑫

该书使我们了解了国之大者的科学家们
的思维方式，如何培养创新性思维，并在这个
逐渐深入的过程中，全面提高把握事物本质
的能力。书中的科研小故事非常接地气，揭
示出院士得以建功立业的思维利器，进而从
简要的事例中提炼出复杂的“院士思维”。
首先，我的第一感受是，简短、易懂、提炼、“解
渴”的写作方式，完全可以作为日常新闻写作
中撰写先进典型的写作方式。

其次，这百位院士深厚的专业素养以及
他们所秉持的科学思维，对于大飞机事业来
说也完全适用。我们作为大飞机科技工作者
凭着一股韧劲做成了多个民用航空事业的第

一，这些成绩的取得，除了我们具有开阔的科
技创新思维，也是因为一直遵照着习近平总
书记“一以贯之、善始善终、久久为功 ”的嘱
托，既仰望星空，也脚踏实地。成立12年里，
干成拿下了多个试飞试验任务。我们党群
部也踏踏实实一步步做实基层党建、严守意
识形态、做强工团品牌，在大飞机的事业中
也作出了应有的贡献。目前，我们应该学习
院士们质疑、坚韧的思维方式，尽快补齐短
板、铸造长处、提升效率，关注各类航空基础
学科的提升和发展，加大深度专业类试验室
的建设，可以在多个平台全链条提升试飞能
力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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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一线

甘坐“冷板凳”啃下“硬骨头”

提升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

成立于2021年3月的北极星智库博士行动
队，汇聚了30多名博士科研人员，专业方向已
覆盖了先进加工技术、绿色制造技术、先进装配
技术、总装集成技术等多个领域，他们积极践行
科学家精神，紧扣型号科研任务，纵深推进飞机
制造过程中的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新装备
的研发工作。

需求牵引，梦想驱动

“当和我预计比较接近的一个应力分布图
像出来之后，那是一种无法描述的狂喜。”黄信
达回想起近阶段的科研工作难掩兴奋。在他看
来，在一个总装制造企业从事科研工作，更多是
要以科学家精神为指引，坚持问题导向，把小我
融入大我当中。

“从事科研最重要的就是以需求和知识牵
引，以兴趣和梦想驱动”，这也是孙晓龙从事科
研工作多年的深刻体会，“平时除了课题工作以
外，我经常到型号现场搜集问题、了解这些问题
产生的原因。我觉得现场的需求能够不断驱动
我进一步探索事情本质。”

在日常工作过程中，孙晓龙也常常激励团
队的工作伙伴：“我们要将爱国、创新、求实、奉

献、协同、育人为内涵的科学家精神，贯穿科研
工作的始终，只要是型号所需、事业所需，我们
一定要努力坚持去做。”

紧跟时代步伐，勇攀科技高峰

对于创新的初心与求索，不同的人有着不
同的答案。

2017年5月5日，C919成功首飞。首飞结
束后，全场欢呼，吴光辉院士蹲下身子开心得像
个孩子一样。很多年后，这一幕仍然深深地烙
印在张虎翼的心里，“我觉得这就是科学家精神
最终转化为成果的一个瞬间，那是我们所有人
值得去学习和享受的瞬间。”张虎翼说。

也正是这个难忘的一瞬，激励着张虎翼矢
志创新、勇攀高峰。这些年，作为航研所创新规

划的负责人员，他积极推动部门科技创新规划
工作，助力打通从预先研究到试验验证、成果转
化，以及未来产业孵化的全链条工作。在他看
来，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还要激励更多的科
技工作者追求真理、严谨治学。

“科研应该与国家整体战略布局相匹配，顶
层设计是我们创新的重要驱动力。比如新质生
产力，怎么才能实现新质生产力？新的技术不
断更新换代，我们是不是要紧跟其上？如何跟
上，如何超越？”余卓多年来一直从事表面处理、
智能制造以及数字化转型方面的工作，研究人
工智能对现有生产模式的影响，探索如何利用
人工智能赋能生产制造。她紧跟时代步伐，向
着创新方向持续发力。

“科学就是要不断试错，勇于去试错，在不
断试错的过程中调整方向，找到正确答案。我

们要继承老一辈科学家的光荣传统，求真务实、
攻坚克难，奋勇攀登世界科技巅峰。”余卓表示。

“静”在精钻科研，“动”在协作创新

科研是一场接力赛，既要耐心，也要毅力。
“孤独应该是科研天生的属性，因为科研的

过程必然要求非常专注，专注的过程中必然孤
独。对于沉浸在科研工作中的个体而言，其实
是很享受这个过程的。”黄信达直言。

“科研的旅程是否孤独，要多层次看待这个
问题。现在更多时候是面向需求做科研，一个
方向有很多人来做，整个科研过程实际上是一
个协作的过程。”孙晓龙说。

每一个高光时刻，背后都有一群甘坐“冷板
凳”、啃下“硬骨头”，在科研“无人区”砥砺前行

的年轻人。而他们，乐此不疲。
“未来的科学家应该是亦静亦动的，‘静’在

享受孤独，精钻科研，‘动’在协作创新。”在余卓
看来，现在的科研工作需要大协同大合作，不同
的科学家之间、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将会越来
越多，在交流的过程中，不同技术充分融合，形
成更好更新的整体效果。

“作为大飞机事业的一个参与者，我们要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所谓型号成功我成才，能经
历一两个型号的研制，是一生中最宝贵的回
忆。”黄信达表示。

“选择科技创新这条路，成为一名大飞机
科技工作者是很荣幸的。希望有更多的博士
生和硕士生，加入到大飞机研制中，和我们一
起开创祖国大飞机事业更加美好的明天。”张
虎翼期待。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习近平
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
会、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科技强
国，必须拥有强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
能力，不断壮大国际顶尖科技人才队伍和国家战
略科技力量。壮大国际顶尖科技人才队伍和国
家战略科技力量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备要素，也
是重中之重。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牢牢把握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奋力抢占
科技制高点提供了重要遵循。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科技创新最活跃、最具
决定意义的能动主体。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
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都是国家
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要自觉履行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的使命担当，为人才成长和发展
提供广阔宽松的空间，以进一步激发其创新创造
活力。近年来，为科研人员松绑减负工作取得了
积极进展，但也还存在评价机制不完善、非科研
负担重、生活压力大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创新
资源统筹和力量组织，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积极
性。改进科技计划管理，深化科技经费分配和管
理使用机制改革，赋予科研单位和科研人员更大
自主权，提升科技创新投入效能。坚持“破四唯”

和“立新标”相结合，加快健全符合科研活动规律
的分类评价体系和考核机制。持续整治滥发“帽
子”“牌子”之风，让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潜心钻
研。营造良好学术环境，弘扬学术道德和科研伦
理，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积极实行以增加知识价
值为导向的分配政策，探索对创新人才实行股
权、期权、分红等激励措施，让他们各得其所。

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教育、科
技、人才内在一致、相互支撑。当前，我国人才培
养与科技创新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还比较
突出，应加大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力
度，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
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
理流动的工作机制。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
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
制。坚持以科技创新需求为牵引，优化高等学校
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突出加强青年科
技人才培养，对他们充分信任、放手使用、精心引
导、热忱关怀。建立以信任为基础的人才使用机
制，完善科学家本位的科研组织体系和科研任务
“揭榜挂帅”“赛马”制度，实行目标导向的“军令
状”制度，鼓励科技领军人才挂帅出征。

当前，学科之间、科学和技术之间、技术之
间、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之间日益呈现交叉
融合趋势，需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放眼全球、海

纳百川，在不同学科群之间推动协同创新和集成
创新。我们要实行更加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
效的人才政策，加快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人才
制度体系，着眼国家长远利益、站在人类科学技
术前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任务、汇集多学科优
势力量，进行前沿技术、颠覆性技术研究，构筑汇
聚全球智慧资源的创新高地。

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始创新从来都是九死一
生，不能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这需要进一步
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
社会氛围与和谐宽松、合作互助、共同学习、相互
激励的科研氛围，为广大科技人才发挥才能、干事
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遵循科技创新规律和
人才成长规律，在全社会营造鼓励大胆创新、勇于
创新、包容创新的良好氛围，既要重视成功，更要
宽容失败，为人才发挥作用、施展才华提供更加广
阔的天地，让他们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用有所成。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际顶尖科技
人才队伍实力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积极营造
尊重人才、求贤若渴的社会环境，公正平等、竞争
择优的制度环境，待遇适当、保障有力的生活环
境，培植好人才成长的沃土，才能让各类人才的
创造活力竞相迸发、聪明才智充分涌流，才能拥
有强大的高水平科技人才培养和集聚能力。

据《学习时报》

近日，在上海市浦东明珠小学“五育并举”教育顾问团受聘仪式上，上飞
院飞机结构强度工程技术所机体集成部研究员李维娜受聘成为学校科学副
校长，负责学校科技教育顾问工作。

“科学副校长”聘任工作是上海市加强中小学科学教育的重要举
措，旨在通过聘请专家学者担任科学副校长强调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推
进完善科学教育体系，提高科学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高新
科研单位的丰富科技资源为学校开展校外研学、实践活动提供了优质
外部条件。

面对新身份，李维娜也有自己的期许和期待：“我希望能够发挥自身专
长，将大飞机文化带入校园，让科学家精神陪伴青少年成长。作为一名大飞
机设计师，我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做好国产大飞机事业与学校基础教育间
的桥梁，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航空教育资源。”

施驭风施驭风 摄摄

编者按：
科学成就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代又

一代科技工作者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留下
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如何理解、践行科学
家精神？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答案。

本期《大飞机报》邀请上飞公司北极星
智库博士行动队4名博士代表，与大家共
话科学家精神。

“为孩子们提供更多更好的航空教育资源”
上飞院机体集成部研究员李维娜获聘上海浦东新区明珠小学科学副校长

□ 徐浩然

上飞公司北极星智库代表共话科学家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