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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陈和生——

用 大 国 重 器 探 微 观 世 界用 大 国 重 器 探 微 观 世 界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沈沈 慧慧

广东东莞，松山湖畔，地下 18 米处深

埋的“庞然大物”昼夜不停地忙碌着。一

个个质子在其中狂奔到 0.9 倍光速，而后

撞击钨靶，产生散裂中子，只为轻松地穿

透 物 质 ，“ 看 见 ”分 子 和 原 子 尺 度 的 微 观

世界。

这是举世瞩目的大科学装置——中国

散裂中子源。经过十几年的谋划和建设，

2018 年 8 月，这一探索微观世界的“超级显

微镜”横空出世。自此，中国成为世界上第

四个拥有脉冲式散裂中子源的国家。依托

这个装置，香港大学研发的超级钢惊艳世

界；我国自主研发的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

疗实验装置研制成功，有望开启癌症放射

治疗新篇章⋯⋯主持缔造这一“国之重器”

的是一位挺拔俊逸的老者——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和生。

有一种选择叫“祖国需要”

回顾陈和生的人生历程，是对“有一

种 选 择 叫‘ 祖 国 需 要 ’”这 句 话 最 好 的

诠释。

时光回溯，中学时期的陈和生因为一

本爱因斯坦的《物理学的进化》对物理学

“一见倾心”。1964 年，陈和生以湖北省高

考物理状元的身份考入北京大学原子核物

理专业。这样的选择，一半出于爱好，一半

是因为国家需要，“当时我们国家最急需的

就是核物理专业人才”。

1984 年，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

士学位的陈和生面临人生重要抉择。他毫

不犹豫地放弃了国外优厚的待遇回到祖

国，来到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成为

我国第一位博士后。陈和生的理由很简

单，“我深信，中国的科学发展要靠中国人

在自己的土地上奋斗”。

和同事们一起建起我国第一条计算机

数据通信线路，使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

究所的计算机成为我国在国际互联网的第

一个节点；在北京主持阿尔法磁谱仪永磁

体的研制，使其成为人类送入太空的第一

个大型磁体⋯⋯回国后的陈和生一心扑在

研究上，科研结出累累硕果。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1998 年，陈和生出任中国科学院高能

物理研究所所长，由此与大科学装置结下

不解之缘。此后的岁月中，他牵头完成我

国首个大科学装置——北京正负电子对撞

机重大改造（BEPCII），以及中国散裂中子

源的筹划建设。

通往成功的道路从

来不是一帆风顺，北京正负电

子对撞机的改造也是如此。陈和生形

容这个时期的自己“每天都如履薄冰”。

1998 年 ，北 京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已 投

入 运 行 10 年 之 久 。 通 过 无 数 次 研 究 、谋

划 、布 局 ，两 年 后 ，陈 和 生 提 出 北 京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重 大 改 造 方 案 ，并 获 得 国 家

支持。

2009 年，改造工程如期竣工，升级后

的 北 京 正 负 电 子 对 撞 机 性 能 提 高 了 100

倍 ，成 为 目 前 国 际 先 进 的 双 环 对 撞 机

之一。

如今，陈和生还在为建设这些“庞然大

物”到处奔波着。

从事高能物理研究的他深知，现代科

学发现与技术创新越来越依靠大科学装

置：或是提出来的新设想在大科学装置上

得到了验证；或是大科学装置提供了先进

的研究手段，实现了研究的重大突破。甚

至不仅仅是科学研究，许多推进国民经济

持续发展的问题，也需要依靠大科学装置

才能解决。

“我们一定要把大科学装置建设在祖

国大地上，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陈和生坚定地说。

“超级显微镜”横空出世

如果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大改

造工程是“从 1 到 100”的发展，那么中国散

裂 中 子 源 的 拔 地 而 起 则 是“ 从 0 到 1”的

突破。

散裂中子源究竟是什么？陈和生打了

个比方：散裂中子源是一种“超级显微镜”，

其散射的中子如同“探针”，可以清晰检测

物质的内部结构，被认为是当今人类深度

探索微观世界的有力工具。作为多学科交

叉前沿研究的大型平台，它对满足诸多国

家战略需求、攻克产业关键核心技术、探索

科学前沿具有重大意义，是当之无愧的“国

之重器”。

2006 年，中国散裂中子源选址广东东

莞大朗镇，从此陈和生开始了在北京、东

莞两地间奔波的生活。

2011 年 10 月，中国散裂中子源开工奠

基，陈和生担任工程指挥部总指挥和工程

经理。这一年，他已经 65 岁，长年累月的

操劳，让他的身形已不似往日挺拔，但他

的干劲却依旧像年轻人一样昂扬。

由于复杂的地质条件，中国散裂中子

源直线隧

道在一次雨

季出现大面积渗

水 。 推 倒 重 来 ？ 竣 工 日 期 已 定 ，来 不 及

了。危急关头，他带领团队作出决定：在现

有隧道外加修一层隧道，抽出夹层中的水，

解决漏水问题。可如此一来，就要延误一

年半的工期。

怎么办？“竣工时间不能推迟，必须想

方设法抢回土建工期延误的时间。”陈和

生说。

散裂中子源团队将原定在隧道里安

装 、测 试 的 设 备 先 在 地 面 大 厅 提 前 完 成

安装和调试，等隧道完工后，再重新安装

到隧道里。经过几百个通宵达旦的不懈

努 力 ，因 为 土 建 工 程 延 误 的 工 期 终 于 被

团队抢了回来。

经历了连日的酷暑和高强度的工作，

曾进行过多次心脏手术的陈和生在坚持

到工程如期竣工后，住进了医院。明明早

已感到身体不适，怎么还不休息？面对同

事们的担忧，陈和生笑着安慰大家，“国家

急需这样的大科学装置，我们不管怎么辛

苦，都要坚持”。

守得云开见月明。2017 年 8 月，中国

散裂中子源第一束质子打靶顺利产生了第

一束中子。2018 年 8 月，中国散裂中子源

项目顺利通过国家验收，正式运行。2020

年 8 月，陈和生团队利用散裂中子源发展技

术，在东莞成功建设我国首台自主研发的

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为发展

这种新型二元细胞级精准医疗先进技术奠

定了基础。2021 年 10 月，在陈和生团队精

心调

试后，中

国 散 裂 中 子

源功率成功提高 20%，实现重大突破。

当一直萦绕心中的梦想变为现实，已

过古稀之年的陈和生终于松了一口气。“我

们以符合国情的投入和最佳性价比建成中

国散裂中子源，填补了国内脉冲中子源领

域的空白，技术和综合性能进入国际先进

行列。”

如今，75 岁的陈和生还像往常一样在

北京和东莞两地奔波着，全力促进散裂中

子源在国家战略需求领域和国际科学前沿

的应用，并积极推动散裂中子源二期工程

建设。他说：“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为了

国家的强大而奋斗。”

报效祖国

服务人民
刘辛未

江 门

村 ，曾 经

是 广 西 壮

族 自 治 区

柳 州 市 融

水 苗 族 自 治

县 安 陲 乡 深

山里的一个贫

困 村 ，杨 宁 是 这

里 土 生 土 长 的 苗

寨人。

2010 年 ，刚 从 广 西 大

学毕业的杨宁毅然选择回

到家乡发展。多年的努力与坚

持，杨宁从大学生村官成长为江门

村发展“第一责任人”，她把最美好的时

光献给了家乡。

回想起当初的选择，杨宁说：“毕业时父

亲在外打工，家里年迈的奶奶没人照顾。回

村里做村官离家近，又能照顾奶奶。尽管那

时已经在南宁市找到工作，我最终还是选择

回来。”

然而，真正回到村里，现实和杨宁想象

中的大不一样。当时村里办公条件很简陋，

村委会只有一台老式电脑，所有的办公文件

都靠手工抄写。但这些都没有难倒杨宁。

交通不便，她每次出山都顺路搭乘老乡的摩

托车；村里电脑不行，就用自己上学时的

电脑。

帮助乡亲们过上更好生活，是杨宁一直

以来的目标。她通过调研发现，脱贫攻坚开

始以后，村里的交通基础设施得到很大改

善，但产业仍然落后。

要实现脱贫增收，发展产业是源头活

水。随着一系列支持乡村产业发展的政策

出台，村民只要发展产业就能领到产业奖

补，产业发展也有了希望。

江门村拥有丰富的竹资源。为带领村

民发展竹产业，杨宁到广东、海南等地寻找

商家，为村里销售竹子省去中间环节，并发

展竹片加工业，让村民获得更多收入。但

种竹子的收益期长、辐射面不大，杨宁又开

始寻找其他脱贫致富项目。她尝试带领村

民 种 植 辣 椒 、葛 根 ，但 投 资 与 回 报 基 本

持平。

“对于发展产业，我没有太多经验，只能

不断地尝试，花了不少成本，这是我遇到的

最大困难。”杨宁说。两届大学生村官任期

结束后，杨宁选择继续留在江门村。2017

年，她当选为村委会主任。

杨宁在走访贫困户时，看见村民家里有

紫色糯米，很是好奇。村民告诉她，紫黑香

糯是糯米的一个品种，在市场上卖得很好。

杨宁算了一笔账，种紫黑香糯的收益是普通

糯米的两倍，一定可以成为帮助群众增收的

新路子。

找到新的产业发展方向后，她鼓励村民

用“稻+鸭+鱼”共作模式种植紫黑香糯，然

而很多村民并不信任她。因为之前在探索

产业发展过程中，杨宁带领他们种葛根、种

辣椒，都没赚到钱。

“我和村里的党员干部带头，率先发展

产业，并向村民承诺，如果出了问题，损失我

们来兜底。”杨宁说，最终村民被打动了，选

择跟她一起干。

在她的带领下，江门村村民种植了 120

多亩紫黑香糯，每亩增收 1500 多元。杨宁

又动员村民种植高山泉水西瓜、黄金百香果

和高山蔬菜等特色农产品。随着产业发展

越来越好，2020 年，江门村 94 户 326 人全部

实现脱贫。

“ 脱 贫 只 是 起 点 ，乡 村 振 兴 是 新 的 战

场。我要继续贡献青春力量，带领乡亲们过

上更好、更富足的生活。”杨宁说。

如今，江门村一步步地发展起了西瓜、

香菇、木耳等特色产业，创建了“苗阿嫂”“苗

阿公”品牌，还在村里建起腊味加工厂。村

里还规划了乡村振兴产业园示范园区，已完

成选址。“随着村里农产品加工能力的提升，

电商服务中心也会进一步升级发展，这个平

台将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杨宁说，2016 年

起，她联手融水苗族自治县的 6 个大学生村

官成立电商服务中心，至今已帮助村民销售

900 多万元的特色农产品。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中国青年五四

奖章、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因带领家乡

人民致富表现突出，各种荣誉纷至沓来。“这

些荣誉是鼓励，更是鞭策，让我深感自身背

负的职责使命。我要更加脚踏实地，开启新

征程。”杨宁说。

从穷乡僻壤的深山苗寨，到瓜果飘香

的世外桃源⋯⋯看着家乡的变化，杨宁觉

得一切付出都是值得的。“广阔天地真的大

有可为。希望能有更多年轻人到农村来，

在新时代汇聚起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杨

宁说。

从年少时期对物理学“一

见倾心”，到古稀之年仍坚守一

线忘我求索，在研究物理学的

半个多世纪里，中国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陈和生深感幸福。这

份幸福源于他对科研工作的热

爱，源于他始终为国家强大而

奋斗的赤诚之心。

有一种选择，叫祖国需要；

有一种幸福，叫为国奋斗。纵

观我国的发展历程，在科学研

究领域取得瞩目成就的人，往

往都有着胸怀祖国、服务人民

的爱国精神。从李四光、钱学

森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到

陈景润、黄大年、南仁东等一批

新中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杰出

科学家，他们无一例外都是爱

国科学家的典范。他们与祖国

同行，以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

兴、人民幸福为己任，践行着自

己的承诺与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担当。

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

就，是一代又一代矢志报国的

科学家前赴后继、接续奋斗的

结果。新时代需要更多胸怀祖

国、服务人民的科技工作者。

只有把个人理想与国家和民族

的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深沉的家国情怀融入

科技强国的创新实践中，才能在专业领域有所建树、实

现价值。

世界科技强国竞争，比拼的是国家战略科技力

量。如何突破核心技术、摆脱受制于人的局面？如何

实现从跟跑到并跑再到领跑的转变？这既是时代之

问，也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提供了绽放光彩的机会。广

大科技工作者要肩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把个人理想

融汇于国家需求，直面问题、奋勇拼搏，勇当关键科技

领域的领跑者，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在国家和人

民最需要的地方散发光芒。

为 乡 村 振 兴 贡 献 青 春 力 量
本报记者 童 政

本版编辑 王 琳 张苇杭 美 编 吴 迪

杨宁（右）在江门村直播间进行直播带货。

（资料图片）

图① 陈 和 生 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

研 究 所 计 算 中 心

机房。

图② 中 国 散 裂

中子源靶站的靶心。

图③ 俯 瞰 中 国

散裂中子源。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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