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钢与学子代表面对面交流。万钢鼓励青年学子们心怀国之大者，坚持“四个面向”，传承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厚

植家国情怀，握住时代的接力棒，努力成为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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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钢与安徽大学生举行见面会

10月23日，中国科协主席与大学生见面

会活动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水上报告厅举

行。中国科协主席万钢与来自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安徽大学、安徽医科大

学、安徽农业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安徽建筑

大学、合肥师范学院、合肥学院、巢湖学院等10

所在皖高校的220名优秀学子代表进行面对面

交流。省政协主席唐良智，中国科协党组成

员、书记处书记王进展，副省长任清华，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党委书记舒歌群参加见面会。

中国科协主席与大学生见面会活动是第

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重点活动之一，由中国

科学技术协会和安徽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本次见面会以“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为主

题，万钢与大学生们围绕中国科学界如何应对

当前全球性挑战、基础科学学生如何在中国科

技发展中贡献力量、如何通过科普活动推进科

技创新、如何应对科研实验中的不可控因素、

如何利用现代科技诠释中医疫病诊治方法的

科学基础等问题进行交流，向青年学子分享了

自身在成长、求学、工作等方面的人生经历，给

予同学们殷切期待、悉心指导与温暖关怀。

面对气候变化与公共卫生等全球性挑战，

同学们提出中国科学界应如何应对并在国际

合作中展现中国担当等问题。万钢表示，中

国的发展与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面对发展中

的挑战，我国科学家主动应对、勇担责任，在

双碳战略赋能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了巨大

的贡献。

在谈到如何通过数据驱动产学研高效融

合、释放全社会创新创造潜能时，万钢指出以

“ChatGPT”等为代表的通用人工智能的广泛

应用，为探究世界、获取信息提供便利、提升效

率，但不能替代人的灵感与判断，科学研究要

独立思考、注意观察、累积经验，才能走向成功

之路。

万钢鼓励青年学子们心怀国之大者，坚持

“四个面向”，传承新时代科学家精神，厚植家

国情怀，握住时代的接力棒，努力成为堪当民

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

见面会前后，万钢还参观了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校史馆，调研了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建设

情况。

（陈婉婉）

唐良智出席

本报讯 10月23日，由中国核学会承办的

第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核能聚变·点亮未

来”论坛在合肥市举办，论坛由核工业西南物

理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和

安徽省核学会协办。

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长张红文，科学技术

部中国国际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副主任

杨雪梅出席论坛并致辞。中国核学会副理事

长兼秘书长刘建桥主持论坛并致辞。

张红文在致辞中指出，核聚变能研究工作

为人类在选择未来能源方面开辟了一条光明

的道路，当前正处于由科学研究到工程实践、

商业应用的临界点，日益成为国际科技竞争

合作焦点。必须坚持自立自强，以我为主前

瞻布局，保障能源安全，维护发展利益。必须

坚持实干为要，持续在研发应用中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有效化解各类风险挑战，不断巩固

领先优势。必须强化系统思维，从科研、工程

两端发力，探索“以任务需求为牵引的科研”

和“以商业应用为目标的工程”，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验证，强化项目管理，尽快实现聚变

能演示发电。必须坚持科产融合，以产业思维

开展有组织的科研，提升项目建设工作质效，

加快构建全产业链布局，打造科技、产业发展

新高地。

杨雪梅在致辞中表示，中国国际核聚变能

源计划执行中心，就是聚变“点亮”的，她因聚

变而生，因ITER（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计划）

而来。参与ITER计划的十余年来，我国核聚

变能研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实现了在国际聚

变领域由跟跑至部分技术方向领跑的高质量

发展，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未来，中国国际

核聚变能源计划执行中心将继续履行国际承

诺，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加强国际聚变

学术组织和学术会议的参与组织，鼓励并选派

更多人员积极“走出去”，进一步加强核聚变能

研发的顶层设计，充分利用ITER装置开展科

学实验，加快做好国内谋划与布局，积极搭建

国内合作交流平台，进一步提升我国核聚变研

发人才队伍和工程技术力量的协同创新力度。

刘建桥在致辞中指出，我国核能发展坚持

“热堆-快堆-聚变堆”三步走战略，经过不懈努

力，取得重大成就。当前我国在运核电机组55

台，总装机容量5700千瓦，在建机组22台，规

模全球领先。2022年，37台机组在WANO综

合指数满分，占世界总数的一半，核电安全运

行水平世界领先，示范快堆建设取得重大成

果，核聚变研究成绩斐然。

论坛邀请了国内聚变相关领域的院士、专

家、学者，国际ITER组织与会作报告，希望借

助本次论坛，面向聚变科技前沿，推动交流与

合作，紧紧抓住新形势下的新机遇，寻求创新

发展力量，共同打造聚变技术发展新引擎，推

动由聚变大国向聚变强国的转变，为聚变点亮

未来做出新贡献。论坛还邀请了10位院士和

专家做专题报告。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的

报告为《对能源之源的讨论》，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建刚的报告为《托起明天的太阳》，国际热核

聚变实验堆计划（ITER）副总干事罗德隆的报

告为《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项目最新进

展》，中国核学会核聚变与等离子体物理分会

理事长、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科技委主任刘

永的报告为《磁约束核聚变能研发的进展、挑

战与展望》等。

有关部委、地方政府、企业集团、科研院所

和高校的相关领导出席论坛。安徽省政府相关

部门、合肥市政府相关部门、科研院所、相关企事

业单位的领导和专家、核科技工作者和合肥物质

研究院的优秀学生代表150余人现场参会。

此次论坛展示了聚变核能领域的最新研

究成果和技术进展，分享了聚变核能领域的理

论和实践经验，对增强公众对我国核聚变事业

的认识，促进聚变核能领域学术交流、技术创

新、产业发展与国际合作，加快聚变核能在能

源领域的应用起到积极作用。

（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第二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核能聚变·点亮未来”论坛在合肥成功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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