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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

2012年度山东省科技最高奖颁出

程林赵振东各获百万重奖
格相关链接

山东科技最高奖

往届获奖者

自2002年设立山东省科
学技术最高奖以来，我省已经
颁发十届科技最高奖，2011年
度出现空缺，先后有18位专家
获奖。
2002年度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曾呈奎院士，山东大学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院的蒋民华院士。
2003年度

山东大学数学研究所所
长、山东大学金融研究院院
长、博士生导师彭实戈教授。
2004年度

著名海洋学家、中国海洋大
学管华诗院士，著名石油钻探学
家、中石化胜利油田管理局钻井
工艺研究院顾心怿院士。
2005年度

我国贝类增养殖学研究
的学术带头人、中国工程院院
士张福绥。
2006年度

山东登海种业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国家玉米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 (山东 )主任李登
海，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黄海水产研究所
所长唐启升院士。
2007年度

山东省眼科研究所所长、
中国工程院院士谢立信，山东
省生物药物研究院院长凌沛
学。
2008年度

山东大学齐鲁医院心内
科主任张运，鲁南制药药物研
究院院长兼总工程师赵志全。
2009年度

烟台万华聚氨酯股份有
限公司丁建生，中国科学院海
洋研究所侯保荣院士。
2010年度

山东省肿瘤医院于金明教
授，浪潮集团王恩东研究员。
2011年度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
首次空缺。

本报济南11月23日讯(记者
廖雯颖) 23日上午，全省科技创
新与奖励大会在济南召开。山东
大学热科学与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程林和山东省农科院作物研究所
首席科学家赵振东获得2012年度
山东省科学技术最高奖，每人奖
金100万元。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
任姜异康向程林教授、赵振东研
究员颁奖并作重要讲话，省委副
书记、省长姜大明出席会议并讲
话，省委副书记王军民主持会议。

程林教授现任山东大学热科

学与工程研究中心主任，长期从
事工程热物理领域的研究，在传
热强化技术与换热器设计理论方
面做出了系列创造性成果。他在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
授领导的国际大科学工程阿尔法
磁谱仪(AMS)项目中任热系统总
负责人，主持设计完成了AMS热
控制系统。他先后主持参与国际
大型科学合作项目、国家973计划
项目等11项。获国家和省部级科
技奖7项，其中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2项、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
项。

赵振东研究员是省农科院作
物研究所首席科学家、省政府参
事，长期从事小麦育种和推广工
作，在优质高产与高产广适品种选
育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为我国小麦
持续增产及粮食安全做出了突出
贡献。他的研究团队先后育成济麦
19、济麦20、济麦21和济麦22等大面
积主栽品种，十年来，在黄淮和北
部冬麦区累计推广3亿多亩，增产
小麦82 . 6亿公斤，荣获国际农业研
究磋商组织杰出农业科技奖，被农
业部和山东省评为优秀创新团
队，记集体一等功。曾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等。
除程林、赵振东获山东省科

学技术最高奖外，“植物生殖器官
的发育与激素调节”1项成果获山
东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海洋生
物蛋白资源制备系列功能寡肽和
功能蛋白技术与应用”等2项成果
获山东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大
型快速高效数控全自动冲压生产
线”等38项成果获山东省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共499个科技创
新项目分享各类奖项，此外还有2
名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奖金总
额达到2075万元。

赵振东：研究小麦就是研究国情
本报记者 张榕博

30年来，“麦田守望者”赵
振东先后育成的小麦品种10年
内年均种植面积 2 3 0 0万亩以
上，实现小麦增产216 . 7亿斤。
面对食品安全、粮食转基因、蔬
菜难卖的现实问题，赵振东说，
在田间地头的研究，实际与国
家、百姓食品安全的大事息息
相关。

“我们的粮食还太少，人要
吃粮吃肉、饲养牲畜也要粮食，
但田地太少了，我们只能通过提

高粮食亩产来保证我们的国家
安全！”赵振东强调。

赵振东说，上世纪80年代，
他们的任务就是提高小麦的品
质和产量。进入新世纪后，大量
农民工进城，农村没有足够的劳
动力，同时城市化进程让全国的
农田面积逐渐减少，赵振东的团
队就研发超高产，而且能够在大
范围耕种、适合大型收割机收割
的小麦。如今，赵振东研究的小
麦可以抗冰灾、可以抗干旱，可

以在北到唐山、南到淮河之间的
10个纬度线耕作，一下解决了城
市化加快和农村劳动力减少的
双重问题。

“我们在研究小麦，也是在
研究国情，小麦研究反映国家战
略需求。”赵振东说。

正如不赚钱的小麦一样，赵
振东也会遇到自己的科研项目
无法吸引年轻人的问题，已经70
岁的他说，农业同样可以获奖，
关键是要踏实地做下去。

程林：科研工作者要安静做事
本报记者 廖雯颖

曾与程林合作过AMS项目
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丁肇中
曾这样评价他：“1976年以来，先
后有数百位中国科学家和我一
起工作，程林教授是最优秀的。”

面对自己已经达到的科研
事业高度，50岁的程林淡然置
之：“获不获奖，我都要继续我之
前的生活。科研工作不能预计，
也有可能工作十年一无所获。”
他用诗意的表达强调自己背后

的团队不可或缺：“我们是一个
没有英雄的英雄团队，每个人都
有自己的独特光辉，犹如冬天里
的万家灯火，每一扇窗户后面，
都有自身的温暖和独特的个
性。”

八年前，程林带领团队正式
加盟AMS项目，这是人类第一次
在太空中进行的大型科学研究，
探索太空中暗物质和反物质的
存在，而程林主持的热系统，就

是给AMS添上保暖衣以对抗宇
宙多变的温度环境。程林30年的
科研生涯经常面对没有任何参
考的难题，充满挑战和未知。

程林告诉记者，他的追求就
是能够“安静地工作”。在他看
来，科学研究应该保持纯洁，科
学家不应该喧哗，喧哗没有任何
意义。应该有相应的环境去约束
科研工作者，正直做人，安静做
事。

“我们是一个没有英雄的英
雄团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独特
光辉。” ——— 程林

“在田间地头的研究，实际与
国家、百姓食品安全的大事息息相
关。”

——— 赵振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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