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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眼中的2035，什么样？（下）

本报记者 杜军玲

任何一次技术进步都
是有边界的！

张德兴：人们更健康有赖于技术进
步，比如基因组学的发展，从生命编码的
最根本层次上，让我们前所未有地认识到
很多东西。我们意识到原来很多事情我们
是可以提前做的，比如，一些遗传缺陷导
致的潜在代谢性疾病，通过对人的基因组
的分析，可以提前预防。我想到2035年
的时候，大概每个人从出生开始，他的遗
传密码就会破译存起来。当然这涉及隐私
需要保密，档案会用于将来的健康筛选。
比如可能某些东西有的人不能吃太多，而
有的人就要注意多吃一点。所有这些会改
善我们社会的整体健康。因为如果每个人
更健康了，社会的代价就会小很多，家庭
就更幸福了。

实际上，我们通过生物基因工程技
术，已经做了好多工作，比如让水果更漂
亮，让作物的产量更高等。但我们要意识
到，任何一个技术进步、技术应用都是有
边界的，我们只有尊重边界，才能理性地
去利用这些资源，社会将变得更美好。

我们现在为什么要约束我们人类活
动，尽快达到碳中和？

我认为，我们担心的，不只是二氧化
碳增加，而是在二氧化碳增加的同时，还
有好多其他因素也在起作用，比如环境污
染、生态环境破坏等。科学家回顾地球的
历史，有一个共识，就是地球大概经历过
5次巨大的生物灭绝事件。仔细分析，每
次都不是单一事件影响，都是几个事件叠
加到一块。

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碳排放这个事情，
因为它会影响到我们2035年，我们到时
候将面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这个环境还
能不能让我们的孩子们像我们一样畅想未
来的美好？

科学技术肯定会越来越进步，但是，
我们必须清楚认识到，无论是科学技术的
应用，还是人类对自然探索，都应该有边
界。对边界的认识将会有助于整个社会，
以及我们地球的健康发展。

周玉梅：新冠病毒的出现，让人们得
以重新审视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全
国政协有一个读书群，有委员推荐了《病
毒星球》和《寂静的春天》。我的读后感
受，就是人类有时在发展中，会忘记了人
其实是环境中的一分子。而事实上，人类

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伟大。对于信息技术
的发展也一样，比如说，人工智能的发展也
会遇到伦理的问题，遇到边界的问题。

朱星：在纳米科技发展的初期，国际
上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同时，非常关注有关
技术标准和纳米技术的社会冲击，如社会
伦理方面，张委员也提到了类似问题。我
记得大概是10年或者更早之前，西方人做
了一部卡通科幻片，里面有一个纳米机器
人蓝色精灵叫Blue-goo。一开始，蓝色
精灵还可以接受人的指示，但成长到一定
程度后，它开始具有智能。他们自己结成
团伙，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够自己决定行
动。最后，人本身变成了被动的客体，他
们变成了主体。

这实际上是提醒科学家们：你在发展一
种新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一定要关注它的负
面影响。比如纳米生命材料的安全性的问
题，会不会在使用或治疗过程中产生什么新
的副作用？

齐让：我们畅想未来，想象未来的人会
是什么样的？我想，有可能是三种人：自然
人，机器人，还有头脑植入了芯片的人。如
果真是这样，我们的教育肯定要改变，因为
现在考试那些知识都不用去背了。如果基因
技术更发达，一个人体就像一部机器，什么
器官坏了换什么，那不就永生了？所以我们
的科技伦理一定要超前！

蓝图已经绘就，我们只
需“干起来”！

齐让：未来2035年的蓝图已经有了，
要让我说，就三个字，“抓落实”，这是最关
键的。

回想我们改革开放40多年，怎么过来
的？那就一个字，“干”过来的！

我谈到公民科学素质，到了2035年，
如果要达到一个数字，假如说是25%，难
度还是不小。怎么抓？我想举两个例子。一
个是我现在任中国老科协做常务副会长，在
陈至立会长领导下，我们正在启动探索做一
件事：办老年科技大学。“老年科技大学”
的概念和我们现在的老年大学有区别。现在
的老年大学，要有独立的场地，财务，课程
基本上是书画、音乐等文学艺术为主。我们
的老年科技大学，课程安排：要讲前沿科
技，这些内容，对老科技工作者关心也关
注。要讲科学健康，讲一些实用技术，包括
智能手机的使用。谈到疫情防控，我们说，

政府做适老化的事，但是老年人，特别是老
年科技工作者，我们对自己要有信心，要能
跟得上科技进步。老同志们还有很大的一项
任务，就是教育第三代，还要讲教育学和学
心理学等。

办大学要场地，我们打算和科技馆联手
办。科技馆过去重点是青少年，以后要有意
识地把老年人这个人群作为第二重点。科技
馆周一休息，周末和节假日人多，平时周二
到周五，人不是特别多，我们就利用这个空
隙，把教室解决了。至于老师，好办，我们
这些人群里面藏龙卧虎，组织志愿者教师队
伍。至于教法，不是作报告，可能几位教授
讲那么 20分钟，然后就开始讨论，讨论
式、聊天式教学。

据科协统计，现在科技工作者有9100
万人，老科技工作者大概占20%，1800多
万人，这是很大的一个人群也是社会宝贵的
财富。

第二件事，我是中国科技馆发展基金会
的志愿者，从 2012 年 8 月提出并做了 8
年，一直在推动在农村中学建科技馆。教育
改革后，高中进到县城，初中留到乡镇。农
村孩子父母在外打工，青少年教育成为很大
的问题。基金会做了8年，利用社会募集资
金，利用中学现有的教室里面，放了20多
件可以互动的科普展品，还配了 3D打印
机，数字内容，最重要的还要放孩子们的作
品，培养孩子们的自信心。这个馆建在中
学，要求对附近小学和村民开放，主要在老
少边穷地区已经建了 1000 多所学校科技
馆，受益人群有1000万人次。

我讲这两个具体事，主要是想说明什么
呢？科学素质是个大概念，所有人都要做。
我们的科学家特别是在一线的科学家，任务
很重，也很忙，但是有责任也有义务，要让
公众理解你所研究的东西，这很重要。我觉
得，未来的路很长，但是路径清楚，有信心
能够做好。我们的目标能够达到。

朱星:我想提一点：如何能够提高青年
人，特别是年轻学者的想象力，特别是具有
超前创意的想象力？

纵观世界上科技发展的过程，很多东西
并不是在学校里教出来的，而是由一些天才
或者说智力超常的人想象出来的。就像我们
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没有做不到的，只
有想不到的。

比如微软的比尔·盖茨，苹果的乔布
斯，特斯拉的马斯克等人，都不是常规课堂
上教育出来的，而是具有特异的想象能力和
执行力。需要给这类青年人开绿灯，提供他
们发展的环境。

我们的基础教育希望孩子们循规蹈矩，

老老实实听中小学老师的话。到大学和研究
生的阶段时听导师的话等等。但是忘记了一
件事情，就是能够营造一个环境，培养这些
青年人足够的想象力。

还有一点，我觉得最重要。现在对
年轻科技工作者或者是学生，特别要提
倡家国情怀。热爱自己的家，热爱自己
的国家！这种家国情怀在任何一个国家
都是非常重要的。有了这种情怀每个人
感觉做任何事情都是为自己的家，为了
自己的国家的发展，都和我们下一代紧
密联系在一起。具有这种情怀和视野的
人，工作起来就充满了自主，充满了热
情，会充分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不
会因为工资待遇、资金经费、各种“学
术帽子”等问题太纠结。

周玉梅：畅想未来15年，大家在担忧
我们发展比较迅速，可能会引来一些问题。
各位委员从各自的领域方向，都给了一个很
正面、很积极的回答。确实，现阶段出现了
一些过去没有的问题，有些可能正是社会发
展、科技进步带来的。听了各位委员的观
点，我突然感到：每个人都需要了解多学科
的知识。

说到如何实现远景目标，对我们做技术
的人来说，就是踏实去做，任何事情不去
做，一定不会有收获。希望我们的集成电路
领域和芯片领域能有更多的进步，满足我们
国家的需求，解决我们现在的困境。

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全球的产业链，按
分工来做各自的。台湾地域并不大，但就集
成电路代工来说，全球代工的60%份额都
在台湾，不仅是份额大，而且是先进工艺，
整个代工业利润的60%也都在他们手中。

在集成电路这行业，如果你做不到前
三，其实你就没有生存空间。我们有投入，
有清晰的目标，我相信未来中国的信息技术
产业一定会给人类带来更多的便利。

刚才各位委员提到现在这种教育模式，
对激发人的创造性能力还是有欠缺。

而我们国家的发展，有些领域已经走到
了一个需要在前引领的地步。当你走到前
面，或者是即将走到前面时，就需要自己有
充分的想象力和充分的创新力。

齐让：我从来不追剧，但最近我把《跨
过鸭绿江》追完了。

那真是个好剧。冰天雪地，没吃少穿。
上面是敌人飞机，下面是大炮，我们那样的
装备愣能把它打到谈判桌上了。

精神的力量！

张德兴：2035年极为重要，如果我们

达到了目标，全民都富裕了，将引起非常巨
大的变化，因为一些转变是要有基础的，特
别是物质基础。

刚才齐委员讲的我非常赞同。回顾咱们
国家的历史，影响我们国家复兴、变得更强
大的，不是外部力量，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屈
服过。

那内部有什么会阻碍我们民族的复兴？
根本上就是刚才讲的：有没有创新？我

们的人才跟上跟不上？所以教育问题，极为
重要。

现在的家长应该往前看：你的孩子长
大的时候，他们面向的是 2035 年的社
会，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生存？让孩子有真
才实学，而不是只会刷题，这永远是刚性
需求。

来看看，委员打广告了！

周玉梅：大家都关注芯片，今天有机
会跟网友们沟通聊天，如果有正在准备高
考，或准备考研究生的网友，我们很希望
大家能够选择微电子领域或者集成电路领
域来求学！

这个行业真的有发展前途，是我们未来
整个信息技术的重要支撑。集成电路专业从
去年12月30号，已经正式批复建设成为一
级学科。

张德兴：我也来“卖”一下我自己的
专业。我学的是进化生物学，它是一个综
合性的学科，它除了帮助我们了解我们周
围的世界是什么之外，更重要的是对思维
方式的影响。

你会发现好多事情都是个偶然的存在，
正是因为某个条件出现让它变为必然。事物
之间总有联系，这个联系无论多弱，如果你
忽视它，可能过一段时间就有大问题。所以
大家如果尽早让知识架构更全一点，会非常
有利于自己的成长。

齐让：免费广告，也来一个。提升公民
科学素质，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人人有责，
未来不是梦，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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