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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雷院士：责无旁贷担负起历史使命和责任

近日，我有幸参加了党的二十大开幕会和闭幕会，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并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听取了中央领导同志关于学习贯彻大会精神的辅

导报告，深受教育，备受鼓舞。

党的二十大是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统一了思

想，指明了方向，坚定了自信，明确了行动指南，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战略意

义和里程碑意义。结合党的二十大精神和实际工作情况，本人谈几点具体的认识

和体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阐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本质要求，具有鲜明的中国

特色和系统的目标任务。毫无疑问，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创新驱动、科技发达、人

才辈出的现代化，一定是在法治轨道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强国建设的现代化，也一

定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前提下的现代化。党的二十大报告将科教兴国、依

法治国和国家安全这三方面内容分别用单独的篇章进行专门的论述和部署，与以前

的报告在布局上有所不同，这对更好抓关键、补短板、防风险十分必要，意义重大。

当前，包括数字化技术、网络化技术和智能化技术等在内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社会

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深远，无论在助力科学技术与教育自身的发展和转型，还

是在依法治国和国家安全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信息技术科学部的院士，

我们应该责无旁贷地担负起历史使命和重要责任。

党的二十大报告还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即“六个坚持”：坚持人民至上，坚持自信自立，坚持守正创新，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系统观念，坚持胸怀天下。其中，“坚持系统观念”不但与唯物辩证法有紧密

联系，而且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数字化和网络化时代，

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系统观念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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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许多具有挑战性的复杂问题，都是系统科学和工程问题，需要利用系统观念

及方法来分析处理并解决。复杂系统科学是当今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应给予高度重

视。我认为，在系统观念的指导下，利用系统科学、信息技术和应用数学等提供的具

体研究方法和工具，中国科学院将在促进我国科技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

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等方面作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

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

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我认为，在我国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强国的道路上，我们也应该发扬并贯彻“三个

务必”的精神和要求。

首先，要牢记科研初心，不忘科研使命，坚持“四个面向”的科研导向，提出真问题、

解决真问题、真解决问题，在科研工作中切忌把表面数量指标当作科研目标来追求，也

切忌把荣誉、“帽子”等科研副产品当作正品来追求。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科技管理体

制改革，建立更好的创新体系和相应的运行机制，进一步加强创新文化建设，营造更好

的创新氛围。其次，作为院士，更要始终保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求真务实的作风。

因为当选院士之后，个人的思想水平和创新能力不可能突然提高，但个人的社会影响力

和话语权往往会增大，因此我们一定要严格把好院士增选这个关键关口，使得院士真正

起到“四个表率”作用，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最后，科学前沿的研究工作通常处于

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既要勇于攻克世界科技难题，努力攻破“卡脖子”技术，在竞

争中不断追求卓越，又要敢于在“无人区”耐住寂寞、顶住压力，做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走前人没有走过的路，开辟新的研究方向，产出更多重大的原创性成果。

党的二十大报告内涵丰富，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行动纲领。我还要继续深入学

习，进一步深化认识，并在实际工作中坚定、准确地贯彻和实施。

转载自《中国科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