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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中共中
央、国务院9日上午在北京隆重举行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
平、李克强、刘云山、张高丽出席大会并为
获奖代表颁奖。李克强代表党中央、国务
院在大会上讲话。张高丽主持大会。
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

开始。在热烈的掌声中，中共中央总书
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首先
向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的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赵忠贤院士和
中国中医科学院屠呦呦研究员颁发奖励
证书，并同他们热情握手，表示祝贺。随
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向获得国
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李克强在讲话中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
全体获奖人员表示热烈祝贺，向全国广
大科技工作者致以崇高敬意和诚挚问
候，向参与和支持中国科技事业的外国
专家表示衷心感谢。
李克强指出，刚刚过去的一年，面对

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经济社
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科技战线大事喜
事多，一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科技成
果涌现，科技创新成果加速转化，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蓬勃兴起，中华大地在创新中
展现出勃勃生机与活力。当前，世界新一
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孕育兴起，我国经
济结构深度调整、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进入
新阶段，必须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
全局的核心位置，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
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深入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培育壮大新动能、
改造提升传统动能，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
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李克强说，要全面提高科技创新能

力，筑牢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基石。瞄准前
沿、紧扣需求、前瞻部署，推进国家科技
重大项目、重大工程和重大基础设施建
设。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建立长期
稳定的支持机制，鼓励科研人员潜心研
究。建立以企业为主体、以市场为导向的
技术创新机制，利用互联网等新平台新
模式，集聚优化创新要素，提高科技创新
和成果转化效率。
李克强指出，要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科技领域“放管服”，赋予科研
院所和高校更大的科研自主权，赋予创
新领军人才更大的人财物支配权。加大
成果处置、收益分配、股权激励等政策落
实力度，使创新者得到应有荣誉和回报。
着力激发全社会创新潜能，既支持本土
人才勇攀高峰，也吸引海归人才、外国人
才来华创业创新，为他们施展才华提供
更大空间。
2016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

279个项目、7名科技专家和1个国际组
织。其中，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国
家自然科学奖42项，其中一等奖1项、二
等奖41项；国家技术发明奖66项，其中
一等奖3项、二等奖63项；国家科学技术
进步奖171项，其中特等奖2项、一等奖
20项、二等奖149项；授予5名外籍科技
专家和1个国际组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赵忠贤屠呦呦折桂科技最高奖
国家科技奖励大会昨举行，习近平出席并颁奖

中国科学院院士赵忠贤是国家科
学技术奖励大会的“常客”。他及团队
在1989年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集体一
等奖，2013年又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他还曾两次获得国家自然科学
奖二等奖。
1月9日，75岁的赵忠贤登上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他是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里的首位“40
后”。生于辽宁新民的赵忠贤，身材魁
梧，声音洪亮，性格里透着东北人的直
爽和幽默。“我就是个普通人，只要大
家说‘这个老头还不错’，我就挺高
兴。”接受采访时，他饶有兴趣地讲起
40余年持续研究超导的往事。
超导是指某些材料在温度降低到

某一临界值以下时，电阻突然消失的
现象。从核磁共振成像仪到超导磁悬
浮列车，超导正在或即将为人类创造
可观效益。无数科学家试图回答“超导
体为何会超导”，并寻找临界温度更
高、更适于应用的超导体。

乍看之下，赵忠贤是个幸运者，他
也总说自己“运气比较好”。偶然一份
招生简章，让他迈入科技大门；1964年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成，被分配到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至今。人
类发现超导百余年来，高温超导总共
出现了两次重大突破，他都抓住机遇
且取得重要成果。
但是倘若没有长年坚守，运气不

过是昙花一现。赵忠贤及其团队第一
次重大突破是在1987年，那时距离他
提出“结构不稳定性可以导致高临界
温度”的观点已有10年。面对质疑，他
们终于突破被奉为圭臬的40K(约零
下233摄氏度)麦克米兰极限，获得液
氮温区(约零下196摄氏度)的高温超导
体。传统理论崩塌，“北京的赵”崭露头
角。
这份执着在取得第二次重大突破

上更为突出。高温超导研究在20世纪
90年代遇到瓶颈，赵忠贤的团队由此
坐了近20年的“冷板凳”，精打细算从

淘汰物品里刨设备。“热的时候坚持，
冷的时候坚持。”他说，最终团队在
2008年合成出绝大多数50K以上铁基
超导体，又创造出大块铁基超导体55K
的世界纪录，掀起高温超导新“热潮”。
“你问我遇到困难时怎么想？就像
有人打麻将，即使坐得久了挺难受，也
还是想打。我就是在享受着科研过
程。”赵忠贤风趣地说，“我每天能够看
到新的事情，很多人享受不到这种乐
趣。再说我们也是经常‘和牌’的。”
如今，赵忠贤依然带着团队成员

包括他名下的4名学生活跃在实验室。
“我已经干不动了，最近一两年就出了
点主意，他们做得挺来劲。”他解释说，
自己眼也花、手也抖，要说还在科研一
线工作已不符合实际。
“忠诚超导数十载，后学尽忙挠耳
腮。哲贤升温铜雀台，人皆仰止齐喝
彩”。中科院物理所超导八组成员在赵
忠贤七十大寿时所做的祝辞，巧妙嵌
有“忠”、“贤”二字。 据中新社

据新华社北京１月９日电 ９日，北
京人民大会堂。８６岁的屠呦呦站在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上，从习
近平总书记手中捧回红彤彤的奖励证
书。
１９９９年国家科技奖励制度实行重
大改革以来，２７人先后问鼎国家最高
科学技术奖，他们中有吴文俊、袁隆
平、王选……
屠呦呦有三大特别之处：２７人中

第一位女科学家，第一位非院士，第一
位诺奖获得者。
１９３０年12月出生的屠呦呦，履历简

单：１９５５年北京医学院药学系毕业后，分
配到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工作至今。
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终身研究员、首席
研究员、青蒿素研究中心主任。
这位中国浙江宁波的女子，成就

不凡：她从中医古籍中获得灵感和启
迪，改变青蒿传统提取工艺，创建低温
提取青蒿素抗疟有效部位的方法，成
为发现青蒿素的关键性突破；率先提
取到对疟原虫抑制率达１００％的青蒿
抗疟有效部位“醚中干”。
“三千年医药兴，佑生救疾民族昌

盛……昂首看，更领健康潮，众呦常

鸣。”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
院院长张伯礼院士在《呦呦三鸣》中写
道。
从上世纪９０年代起，世界卫生组

织推荐以青蒿素类为主的复合疗法
（ＡＣＴ）作为治疗疟疾的首选方案，
过去２０余年间在全球疟疾流行地区广
泛使用。近年来，ＡＣＴ年采购量达３
亿人份以上。
《２０１５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从
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１５年，由于采取包括
ＡＣＴ在内的有效防治措施，挽救了
约５９０万儿童的生命。

屠呦呦：独创最高奖仨“第一”

赵忠贤：我就是在享受着科研过程

1月9日，习近平向获得2016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赵忠贤院士(右)和屠呦呦研究员(左)颁奖。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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