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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是我们科技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这是我学习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精神、重温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院士提出的“四个表率”

要求后最主要的体会。

1956 年，我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1962 年本科毕业后又考入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

师从熊庆来先生，主要做复分析方向的研究。可以说，我完全是在新中国的红旗下

成长起来的。

过去我们做科研，虽然外部环境很艰苦，但内部环境很纯粹。我在北京大学学习的

6 年间，停课很常见，去工地和农村的时间比较多，可那个时候同学们都很努力，

只要有条件就非常刻苦认真地学习，学风很好，这为我们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到了研究生阶段，受当时社会背景影响，科研工作遭到冲击，已经没有什么做学术

的氛围了，但即便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依然还能坚持搞科研。在我看来，作为一名科

研工作者，做科研不需要理由，不做科研才需要理由。我们想的是要对得起国家的

培养，因为国家培养你就是希望你在科研战线上发挥应有的作用。那时我和张广厚

合作研究全纯与亚纯函数族，获得了原创性成果，写成学术论文发表于《中国科学》。

新中国成立 70 多年来，在党的领导下，国家取得现在的重大成就很不容易，因此

我们更应该珍惜当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科技报国的理想信念。

当前，我们做出的原创性成果不多，这与整个学术环境和社会风气有很大关系。

大家总希望比较快地出成果，不太愿意花很多时间来思考所在领域的重大问题，

攻坚克难的动力和决心不足。我希望年轻人要勇于挑重担，有创新的思想，走出

一条新路。

杨乐院士：牢记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初心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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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院士制度改

革的若干意见》。保持院士称号纯洁性、让其回归荣誉性和学术性是党和国家的要求，

我衷心拥护。应该让院士群体更好地发挥科研带头作用，进一步增强科技创新的紧

迫感和使命感，坚持问题导向，从国家发展大局出发，主动承担国家急难险重科研

任务，解决重大原创科学问题，奔着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去开展科技攻关。

另外，我认为院士制度虽然在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需

不断完善。这次的深化改革除了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外，更需要院士们从自身做起，

遵照院士章程和学部条例做事，进一步学习践行“四个表率”，把思想、认识、行

动统一到党和国家的决策部署上来，这样才能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