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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海岸线
长达3.2万多公里。中国工程院院
士、哈尔滨工程大学教授杨士莪，是
一个响彻中国水声界的名字。

作为我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
和水声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杨士
莪秉承“哈军工”优良传统，全力投
身水声科学研究，带领团队攻克了
一系列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实现了
重大创新突破，完成了由我国科学
家首次独立指挥和实施的大型深海
水声综合考察任务，将毕生心血奉
献给祖国。

今年3月19日，杨士莪因病在
哈尔滨逝世，享年93岁。“做人做事
做学问，为船为海为国防”，一大批
国家急需的水声人才在他的感召
下，践行强国梦想，守卫万里海疆。

以身许国 为国“听海”

杨士莪于 1931 年出生。从小
经历战乱、流离辗转，使他萌生出

“读书是为了救国和报国”的强烈渴
望。新中国成立后，在清华大学物
理系学习的他毅然报名参军，后来
到第一海军学校（现海军大连舰艇
学院）任教。

195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
工程学院开始筹建，这是我国第一
所综合性高等军事技术院校。因校
址在哈尔滨，被称为“哈军工”，也就
是哈尔滨工程大学的前身。杨士莪
再度北上。

1957年，杨士莪被派往苏联进
修。当时，我国水声学科亟须填补

空白，他便从天文学改行研究水
声。因为光波、电磁波等在水中“寸
步难行”，声波可以远距离传播。

其间，杨士莪发现有两个关键
技术实验室对他这样的外国人是紧
紧关闭的。“真正尖端的东西，想从
国外学、从国外买，都是不可能的，
只能自己干。”他暗下决心：一定要
让中国的“耳朵”，听懂大海的声音，
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骨气。

1960年，杨士莪在回国后选择
白手起家，在哈军工创建了我国第
一个理工结合、配套完整、为国家战
略服务的综合性水声工程专业。他
挤出时间钻研理论，编写教材，推出
了国际上最早集中论述水下噪声机
理的著作《水下噪声原理》，国内最
早的声学理论著作《声学原理》，以
及《水声传播原理》等课程和教材。

70多年来，中国水声学科从无
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杨士
莪始终引领前行。无论是海洋矿产勘
探、船舶导航、水下作业等海洋资源
开发，还是海疆保卫重任，都离不开
水声学，离不开他所打下的基础。

创新不止 迈向“深蓝”

南海，我国最深最大的海区和
重要海上通道。1994 年 4 月，一场
中国水声界期盼已久的考察，终于
出征了。这是我国首次具有战略意
义的水声科学综合考察，堪称中国
水声“从浅海迈向深海”的第一步。

两艘水声科学考察船悬挂着五
星红旗，承载着近百名科研人员稳

稳行进，杨士莪担任此次考察队队
长和首席科学家。行至赤道附近，甲
板温度接近 70 摄氏度，酷热难耐，
加上淡水告罄，年过花甲的他便把
船上漂着油花的压载水烧开了喝。

“要想‘下五洋捉鳖’，拼的就是
那股劲儿，做科研就是打仗，该咬牙
的时候一定得咬住。”回想当年与老
师一同出海，同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的杨德森仍难忘怀。

最早提出水声定位方法，为我
国自主设计研发的“蛟龙号”载人潜
水器奠定基础；主持设计并建造我
国首个针对声学研究的“重力式低
噪声水洞”；在制定我国水声发展规
划、确定水声学科研究方向、指导重
大水声科研和工程项目中，始终发
挥重要作用……在我国水声科研领
域，杨士莪总是走在前列。

2016年，国家海洋局为85岁高
龄的杨士莪颁发“终身奉献海洋”纪
念奖章，但他奋斗的脚步从未停
下。试验设备研制、海洋水文条件
监测、海试数据分析……他坚持参
加科研海试和科学考察，很多项目
都会过问、筹划。

“夕阳虽落苍山后，犹映晚霞满
天红。”在90岁寿辰仪式上，杨士莪
铿锵的话语振奋人心。

潜心治学 培育“后浪”

“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国土’，需
要每个人爱护、保护、守护。”在数十
年的教学和人才培养中，杨士莪热
衷将海洋理念传递给人们。

直到耄耋之年，他依旧投身教
学科研一线，坚持为本科生上课，并
且几乎都是站着讲课，被称为“一站
到底”的“90后院士”。

写工整的板书、讲前沿的知识，
目光平和、声如洪钟，慢条斯理、充
满睿智……每当课堂结束，不少学
生起立鼓掌，还有的冲上讲台请教
问题、与他合影，他都一一应下。

学生们说，请他审阅论文，一两
天就能得到反馈，修改意见写得清
清楚楚。有时他到外地开会，只要
一回校，第一件事就是把耽误的课
补上。

同事们说，几乎没见过他发脾
气，但他不怒自威；也未见他流露疲
态或者慌乱，他总是指挥若定、沉着
果断。

据统计，杨士莪累计培养了
110 多名水声专业硕士、博士研究
生，其中多数已经成长为科研及学
术骨干，我国水声领域的三名中国
工程院院士都曾受他指导。他曾获
评“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全国优秀
科技工作者”“龙江楷模”等称号。

“教育就是传道授业解惑，受过
教训、栽过跟头的人应该帮助年轻
人少走弯路”“要把理论研究与工程
实际联系起来，要把个人的前途和
国家的需要结合起来”……

如今，铭记他的初心，追寻他的
脚步，一大批能挑大梁、担重任的科
技人才乘风破浪、砥砺前行，为全面
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
新的贡献。

（新华社记者 杨思琪）

一生为国“听海”
——追记我国水声工程学科奠基人杨士莪院士

（上接第1版）要加快推进科技成果
转化应用，大力建设中试验证平台，
培育高能级孵化平台，加强与高校、
大学科技园的联动发展。要加快培
育壮大优质企业群体，打造世界一
流企业和科技领军企业，加强瞪羚
企业、独角兽企业培育力度，促进中
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推动大中小
企业融通发展。要做大做强高新技
术产业，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改造升
级传统产业，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培
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
业，不断开辟新领域新赛道，打造具
有全球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集

群。要大力推动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深入推进数字园区建设，开展园区
绿色发展行动，完善园区配套功能，
形成宜创宜业宜居的发展环境。要
持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推动先行
先试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优
化产业发展生态，当好进一步全面
深化改革的排头兵。

金壮龙要求，要健全国家高新
区发展工作体系，提升管理服务水
平，促进出成果、出人才、出效益、
出经验。要强化理论武装，把准改
革发展导向，抓好“十五五”战略研
究和规划编制。要优化发展布局，

构建科学规范的国家高新区创建
工作体系，推动交流合作，全面提
升发展质效。要完善评价和动态管
理机制，建设综合管理服务平台，
加强分类指导。要健全部门协同、
央地联动机制，落实园区建设主体
责任，加强资源集聚和政策协同。
要充分发挥火炬中心服务支撑作
用，打造“火炬”品牌升级版，促进
形成高质量发展合力。

本次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培
训班，是国家高新区、自创区等科技
园区建设职能转隶至工业和信息化
部以来举办的首次培训班，为期两

天半，采取集中授课和分组研讨相
结合方式。全国178家国家高新区管
委会主要负责同志，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国家高
新区主管部门以及工业和信息化主
管部门负责同志230余人参加培训。

在浙江，金壮龙还调研了光
学、医疗器械等领域的高新技术企
业。他强调，要强化企业科技创新
主体地位，加强企业主导的产学研
深度融合，不断加大研发投入，提
升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为
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形成新质生
产力贡献力量。 （耀 文）

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数字技术领域）在杭州揭牌成立

（上接第1版）
王浩指出，浙江省将以国家卓

越工程师实践基地落地浙江为契
机，认真落实合作备忘录要求，体系
化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特别是要
以最高标准打造培养平台，围绕

“415X”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和
“315”科技创新体系建设工程建设，
高水平打造工程师协同创新中心，
努力构建浙江特色的卓越工程师培
养体系；以最大力度激发改革活力，
深入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改
革，构建工科高校、中试平台、领军

企业“三位一体”培养机制，创新人
才评价模式，加快促进创新链产业
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以最大
热忱提供政策服务，坚持“人才需要
什么，政府就服务什么”，实施制造业
人才支持计划、卓越工程师培养工
程，为卓越工程师大展拳脚、竞相奔
腾打消后顾之忧、营造最佳环境，为
建设制造强国贡献更多浙江力量。

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数
字技术领域）是工业和信息化部联
合浙江省试点建设的首个国家卓越
工程师实践基地，旨在面向工业和

信息化领域工程技术从业人员，联
动央地资源，深化产才融合，开展卓
越工程师实践培养和能力评价，探
索工程师培养新模式。在揭牌活动
上，金壮龙和王浩共同见证了《工业
和信息化部、浙江省人民政府共同
推进国家卓越工程师实践基地建设
合作备忘录》签署，并为国家卓越工
程师实践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代表颁发聘书。杭州市人民政府、浙
江省经信厅、教育厅、科技厅、人社
厅、部电子五所、中国通信学会等七
方签署共同推进国家卓越工程师实

践基地建设合作备忘录。部相关司
局、直属高校、部属单位，浙江省政
府、省直有关部门、杭州市政府相关
负责同志，以及国家卓越工程师实
践基地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代表参
加活动。

其间，金壮龙赴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杭州创新研究院，调研了解极弱磁
场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与零
磁医疗装备成果转化进展情况，勉
励加强科学、技术、产业全链条创新，
打造原创技术策源地，开辟更多新领
域新赛道，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

本报讯 2023 年 9 月 22 日至
23日，全国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在
京召开。会前，习近平总书记就推
进新型工业化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新时代新征程，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实
现新型工业化是关键任务。在全国
新型工业化推进大会召开一周年之
际，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创办《新型
工业化》期刊并公开发行。

期刊突出政治性、理论性、指导

性、实践性，主要面向广大党员干
部、理论工作者、企业家和高校、科
研院所师生等读者群体，设置“重要
论述”“特约文章”“探索实践”“专家
论坛”等栏目，致力于成为宣传阐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型工业化的重
要论述的重要阵地，开展学理研究
的重要载体，展示实践成果的重要
窗口，跟踪交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
产业变革动态趋势的重要平台。

（跃 文）

国家高新区高质量发展培训班在浙江嘉兴举办

工信部公布2024年度

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

工信部印发工业重点行业领域

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南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推进新型工业化、大力
发展新质生产力、支持中小企业发
展的决策部署，根据《促进中小企业
特色产业集群发展暂行办法》，工业
和信息化部近日印发《关于2024年
度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名单的通
告》（以下简称《通告》），新认定100
个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认定有效期为三年。

《通告》要求，中小企业特色产
业集群要进一步聚焦主导产业，畅
通协作网络，增强创新活力，深化开
放合作，推进数字化转型和绿色化
发展，完善治理和服务水平，加大优
质中小企业培育力度，提高产业链
关键环节配套能力，不断提升核心
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各级中小企
业主管部门要针对本地区集群制定
中长期发展规划和专项扶持政策，
加大资源投入和政策供给，支持集
群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和专业化水
平，促进集群不断做优做强。省级
中小企业主管部门要完善集群梯度

培育体系，开展集群典型实践案例
和优秀集群品牌宣传，加强集群发
展跟踪和评估，组织集群填报上一
年度发展情况，于每年3月31日前
报送至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
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开展
集群发展情况监督和考核，对已认
定集群实行动态管理。

据了解，自中小企业特色产业
集群促进工作开展以来，聚焦中小
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以优势特色
产业为主攻方向，因地制宜培优企
业、做强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迄
今已累计培育认定300个国家级中
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
同各地进一步做好集群促进工作，
完善集群梯度培育体系，健全政策
支持体系，强化精准服务体系，推动
东、中、西部地区中小企业特色集群
协调发展，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
的发展经验，不断提升集群核心竞
争力，打造县域经济新增长极。

（布 轩）

本报讯 为加强对推动工业领
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工作的指
导，依据《推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
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方案》和《推动工
业领域设备更新实施方案》，工业和
信息化部日前组织编制了《工业重
点行业领域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指
南》，将在 27 个工业重点行业领域
进行大规模设备更新，并相应提出
了到2027年的更新目标。

据悉，这27个行业包括汽车行
业、工程机械行业、工业机器人行
业、工业母机行业、电子组装行业
等。其中，汽车行业到 2027 年，实
现汽车及零部件生产效率、能耗、
环保水平及产品质量等再上新台
阶；工业机器人行业到 2027 年，工
业机器人行业用设备的数智化水
平、节能环保水平、生产效率大幅

提高，工业机器人关键零部件、整
机性能质量显著提升，工业机器
人全产业链供给能力明显增强；
工业母机行业到 2027 年，规模以
上工业母机企业数字化研发设计
工具普及率、关键工序数控化率分
别超过90%、75%，工业母机骨干企
业完成重点设备更新及技术改造，
制造能力有效提升；电子组装行
业，力争到2027年全行业改造设备
1万台（套），电子整机生产效率、产
品良率显著提升；锂电池行业到
2027年，行业整体生产效率和产品
合格率大幅提高，主要环节基本实
现在线监测，满足产线高精度、高
效率、高稳定性需要，产品质量和
一致性水平进一步提升，高安全、
高比能、长寿命先进产品供给能力
大幅增强。 （文 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