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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去 年 9 月 首 次 提 出 以 来 ，“ 新 质 生 产

力”这一词汇热度不断攀升。今年全国两会期

间，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新质生产力进一步

作出重要论述和重大部署，引发全社会广泛

热议。

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出版的《新质生

产力》一书近日上市。该书由中央党校（国家

行政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张占

斌教授组织编选，收录了自新质生产力提出

以来，各大媒体、各个场合发表的 34 篇重要

理论文章。全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指明新

方向”阐释新质生产力的深刻内涵、提出意

义，下篇“培育新动能”剖析新质生产力的发

力方向、实践路径。

《新质生产力》的出版，汇集了经济界、理

论界最新研究成果，特点突出。

一是紧跟热点，持续追踪，第一时间出

版。新质生产力首次提出后不久，湖南人民出

版社就启动了相关图书的策划出版工作，今

年 2 月初，全书正式定稿，全国两会前夕，该

书顺利上市，为广大读者第一时间送上了全

面解读经济热词的通俗读物。

二是精心编选，大家云集，彰显集体智

慧。该书编选团队搜集查阅数百篇文章，从理

论性、权威性、通俗性出发，聚焦观点的原创

性、准确性、启发性，进行比选收录。作者群体

代表性强，既有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

国社会科学院等国家级智库的资深专家，又

有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等重点高校

的研究学者。书中集结黄奇帆、洪银兴、张占

斌、陈晓红、黄群慧、简新华、任保平等经济学

家的思想洞见，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出了建

议、明确了方向、谋划了路径，向读者呈现了

一场思想盛宴。

三是内容全面，制作精良，突出指导作

用。该书结构清晰、内容系统，上篇按照概念

阐释、背景解析、特征描述等展开探讨，下篇

围绕地域、行业、产业体系等进行论述，涉及

东北、湖北、湖南、河南等具体地区，以及数字

经济、新能源、先进制造等重点行业。每篇文

章均提炼核心观点置于篇首，帮助读者快速

了解内容主旨，精选震撼照片设计成插页，直

观反映新质生产力的代表性行业。

作为一个词汇，新质生产力是引领高质

量发展的旗帜，是描绘未来产业的蓝图，是集

结号，更是催征鼓。作为一本书，《新质生产

力》是开展研究的参考资料，是可以落地的实

践教材，是指导手册，更是基础读本。

书里书外

一本理解新质生产力的基础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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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雪云

蓝天辽阔，大海蔚蓝，亿万年的时光沉淀

成浩瀚的海洋。

作为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宝库，海洋已经

越来越多地被世界各国重视。根据《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公海资源归全世界共同使用。遵循

“谁先投资勘探，谁就具有优先开发权”的原

则，谁能力强，谁就能在未来竞争中掌握话语

权。

......

一个春天的午后，阳光正好，微风不燥，繁

花似锦，我第一次走进湖南科技大学，不为赏

花，只为寻访，只为追星，“海牛”号首席科学家

万步炎教授就是我们要追的科技之“星”。

第一次见到万教授，朴实而亲切的他，穿

着印有“海牛”团队徽标的工作服，面带微笑，

气定神闲，儒雅而睿智，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让

人感到他待人接物的平易近人，话语间又无不

体现一名科学家的纯粹、专业、缜密、严谨及追

求极致的精神，正所谓“居高而不自恃，行远而

不忘初衷”。

几乎是满头白发的他，目光炯然有神。他

总有着成竹在胸的一种淡定与平和，同时又饱

含着为人师表的和蔼。他走路节奏快，总想着

与时间赛跑，总想着节约每一分钟来搞科研。

“国家落后于人的地方，就是我们努力的

方向。”这是写在“海牛”楼里的一句话，也是万

步炎教授和团队成员的精神坐标。

采访中，我总不免感动落泪，为这样一群

普通而不平凡的科研人而感动。感动于这群取

出 231 米海底岩芯的“绝世高手”，他们身上所

映照出的科研人的拳拳赤子之心，那是一颗颗

报效家国的初心，自主创新的决心、攻克万难

的恒心。

这本书（《“海牛”号》 张雪云 著，湖南人

民出版社出版）的写作，是希望实实在在地传

递中国科学家的科研精神、创新精神和爱国精

神，将丰富和葳蕤的时代意义与价值，传递给

更多的人，特别是更多的年轻人。激励广大青

年学子胸怀科学梦想、树立创新意识、投身科

研事业，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而不懈努力。也

期望通过“海牛”号的书写，让更多的人能感受

到“海牛”科研人独特的精神世界，感受他们面

向未来、向深海挺进的自信与豪迈。

作为一名作家，对于文学我始终心存敬

畏，并不断提醒自己，创作没有捷径，写作需要

沉下去，生活永远是老师，要与时代同行，做人

民的学生。特别是报告文学，更需要近距离地

走访、观察、体验与感受，下笔才能有现场感。

采访中，我待在车间、实验楼，看着他们辛苦地

工作，一起在食堂吃饭，听他们讲述各自经历

的人生故事。一个个螺丝、一根根电缆、一根根

钻杆，我都细细地观察、记录，听他们讲解和操

作，那些机械手、液压缸、转轴、套管卡盘等数

以万千的零部件，我开始慢慢熟悉与了解。然

而越是了解，越是深感科研创造的不易。他们，

在日复一日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的漫漫长路上，用脚步丈量祖国的蓝色国土，

用钻机钻探人类的深海，用脚踏实地诠注中国

精神，用仰望星空来感应时代脉搏。

时光倏忽。每一个微小的我们，都怀揣着

梦想，努力奔跑，新的时代，逐梦前行。从湖南

科技大学梅花的初次绽放，到枫叶层林尽染，

我熟悉这所美丽校园的每一个角落。太阳湖

畔，有我徘徊的身影，“海牛”楼前，我不断得到

力量和启发。对于重大科技题材写作，说实话，

我一开始诚惶诚恐，不敢下笔。海洋强国，深海

装备，这一系列庞大的课题，其中涉及的专业

知识，如天文、地理、地质、气候、气象、洋流，以

及政治、历史、海权、机械、电子等等，都形成了

写作这本书的困难。然而，正是因为困难，才更

需要“钻”透、“写”透一切困难，如同“海牛”一

样，不断向着更深处、更远处掘进。写作过程，

也使我渐渐变得辽阔起来。

为了熟悉大海，感知大海，我翻阅大量专

业书籍，在假期还专程去了一趟大海边，当面

朝大海时，我思如潮涌，感慨于心。大海的博

大深邃、丰富深刻以及开阔的胸襟，会带给人

类什么？我想起波澜壮阔与惊涛骇浪的大航

海，想起宇宙之大，海洋之大，以及人类的渺

小，当然，也想起湮没在历史风尘的那一段段

海洋文明史。我的心情和这蔚蓝的大海同样

潮起潮伏，有着不断涌向远方深处的辽阔和

悠远。

20 万字，不能全面详尽地表述中国“海牛”

团队几十年风雨历程的浩大与繁复，不能全面

生动描绘出中国科学家们的担当、智慧、丰富，

以及他们所有的故事、情感与记忆，因为，万教

授和团队中的每一个人，其实他们本身都是一

片深海，本身就是浩大与丰盈，有着自己独特

的内在海洋，有着他们本来的初心、奋斗的人

生、深藏的情怀。他们用几十年如一日的深钻

精研标注了一个时代的精神高度，并将这种高

度转化为大海中的“中国深度”，转化为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英勇气度。但我依旧希望我描

摹的一些剪影，一些场景，一些艰难的历程，一

些辉煌的瞬间，以及文字中深深流露出的敬

意，能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启示，这既是对中国

“海牛”人的致敬，也是对一个伟大时代的致

敬。

科技是会不断往前发展的，“海牛”号的故

事也是书写不完的，未来一定还将有更生动更

恢宏的故事，攀登科技高峰的一群科研人，向

海图强，生生不息。

书写伟大时代的中国故事，这是无比光荣

的使命，于我个人而言，这份荣耀来自于“海

牛”团队，来自中国科研人初心不改的砥砺前

行，生生不息的探索创新。在此，再一次向探索

海洋的中国“海牛”人深深致敬。这本书的创作

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收获感动、鞭策、激励、温

暖的过程。

当我写下这些文字时，窗前微露出晨曦，

黎明的星光与指尖的蔚蓝，就这样再一次静

悄悄地抵达，水影波光的遥远处，依旧有着大

海 苏 醒 的 欢 欣 、浪 涛 的 喧 哗 ，奔 放 不 羁 的 磅

礴、深沉与威严，以及雷霆滚滚的执着、顽强

与坚韧。

张陵

中国制造锚定高质量

发 展 目 标 坚 定 前 行 ，也 不

断激发着工业题材文学创

作 的 灵 感 。作 家 张 雪 云 的

长篇报告文学《“海牛”号》

就是这样一部感应时代的

纪 实 文 学 力 作 。作 家 以 独

特的眼光聚焦刷新世界深

海海底钻机钻探深度的海

底 岩 芯 取 样 钻 机“ 海 牛 ”

号 ，深 入 采 访 了“ 海 牛 ”号

首 席 科 学 家 、“ 时 代 楷 模 ”

万 步 炎 及 其 团 队 成 员 ，用

生动的细节描述了中国深

海 勘 探 从 无 到 有 、从 追 赶

到超越的飞速发展历程。

《“ 海 牛 ”号》里 讲 到 ，

海 洋 是 人 类“ 未 来 的 粮

仓 ”，地 球 最 大 的“ 天 然 矿

藏 ”。因 此 ，深 海 一 直 就 是

大 国 竞 争 最 剧 烈 的 领 域 。

中 国 在 相 当 长 的 时 间 里 ，

一 直 处 于 落 后 状 态 ，“ 海

牛”号研制成功，在深海打

下第一个“中国孔”，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被

动的局面。第一个“中国孔”只有 0.7 米，它看

似不起眼，却意味着，我国终于有了自己的深

海海底钻探设备。紧接着，万步炎和他领导的

攻关团队向海图强，以奔跑的速度，研制出

“海牛Ⅱ号”，创造了刷新世界纪录的 231 米。

231 米，这是让中国人骄傲的“中国深度”，意

味着我们国家完全掌握了“保压取芯钻机系

统”的核心技术，也意味着我们有能力取出潜

藏在深海矿床里的、提取技术难度极高的“可

燃冰”。书中作家通过诸多细腻的描写展现

“海牛”号不断探索“深蓝”的过程，让读者形

象地感受到，要制造出这样的海底机器人，困

难是难以想象的，需要强大的国家制造业和

科研实力的支撑。

《“海牛”号》写了“海牛”的精彩，更写了

牧“牛”人的精彩。作品把叙事的重点放在科

学家万步炎以及“海牛”团队的新一代科学家

身上，表现出科学家精神的时代高度。当然，

写得最生动、塑造得最成功的，数“海牛”之父

万步炎。

作品描写了万步炎的爱国情怀。他是一

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身上闪耀着传统知识

分子“修齐治平”的文化品格，凭着他的工作

能力，完全可以在国外谋个好职业，然而，他

毫不犹豫回到国内，承担起艰苦的科研工作，

用爱国的思想凝聚起整个团队的意志，破解

一个个难题。

作品描写了万步炎的拼搏意志。作为一

个科学家，他性格里有一股湖南男人“吃得

苦 、霸 得 蛮 、耐 得 烦 ”的 狠 劲 ，不 信 邪 ，敢 挑

战，深知国家在深海钻探科技、装备方面还

落后于人，就偏偏扎根在这里，冲击世界高

科技高峰。

作品描写了万步炎吃苦耐劳、无私奉献

的精神。“海牛”号在深海作业，困难多得难

以想象。靠电池供电无法完成任务，但靠电

缆 供 电 技 术 难 度 太 大 。万 步 炎 选 择 难 度 大

的 ，突 破 了 难 关 ，用 电 缆 供 电 ，最 后 创 造 了

“中国深度”。

制造业题材一直就是报告文学创作的一

个瓶颈，作家张雪云迎难而上，积极探索，力

求突破。其实，很多时候，突破也没那么难。读

懂了主人公，作品也就冲破了瓶颈。作家张雪

云读懂了主人公。

（作者系作家出版社原总编辑、文学评论家）

唐溥 周彦如

新质生产力意味着生产力质的跃迁，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方向。本期

“走马观书”推荐 5 本与新质生产力相关的书籍，涵盖新质生产力的案例分析、哲学

思考、前沿实践、未来展望及其他相关内容，希望对读者有所启发。

《未来简史：从智人到智神》
生产力的未来展望

尽管《未来简史》一书并非新质生产力的专著，但

其中提出的许多独特的观点和深刻的洞察力，都对科

技革命、生物工程、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发展有所思

考，对人类可能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进行了思考，给读者

带来了新的思维方式和视角。

《元宇宙与数字世界的未来》
新质生产力的前沿实践

新质生产力时代下的前沿应用包括 AIGC、自动驾

驶、元宇宙、具身智能、脑机接口、量子通信和可控核聚变

等。本书结合对 WEB3.0、区块链、加密货币、AIGC 等相

关领域解读，从社会科学维度，阐述了未来数字世界建设

所面临的一系列难题。从产业表象到底层力量，从技术到

人文，从长期趋势到短期意义，本书为读者提示一种如何

看待未来数字化新趋势的观察体系。

《脑机接口哲学》
哲学视角下的生产力迷思

本书考察了脑机接口技术的缘起和发展，梳理了

脑机接口哲学的研究现状，尤其是对脑机接口正在带

来或行将造就的“以想行事”“心物交互”“心脑互译”

“他心通达”等人类存在和认知新方式加以了研讨，由

此全面地勾勒出脑机接口作为当代前沿技术所拓展的

哲学研究新视野与新图景。

《中国生产率研究：新时代十年生产率变化趋势分析》
评判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

生产率研究是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评判经济

发展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本书详细介绍了生产率的丰富

内涵，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变革期间我国生产率的变

化进行分层、分类的系统分析，把握了十年来生产发展的变

化趋势及规律，介绍了新时代中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成

就以及未来面临的风险挑战，并针对目前生产方面出现的

问题，通过国际国内对比分析提出了政策建议。

《新质生产力》
新质生产力的概念与案例分析

本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是与新质生产

力相关的一部经济学专著，梳理了关于新质生产力的

理论渊源，结合国内外的实战案例对新质生产力的具

体内涵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概括，同时阐述了新质生产

力的时代背景、理论内涵和实践逻辑。

它既是一本写给大众了解新质生产力的入门书

籍，也是一本通过对先进经验的总结，探索新质生产力

的发展规律，为我国未来的生产力发展提供借鉴的行

动指南。

读懂“新质生产力”
走马观书

简媛

我常对闺蜜说，你有一双好看的眼睛。这自然

说及眼睛的形美，但更多的是想说出眼里之物。这

美是光，是感染人的力量，是温暖人心的星火，是

让人生出“有你真好”的感受力，是品尝出一个人

之于另一个人重要的依据，是家人之所以成为家

人、爱人之所以相爱的命中注定。

时常，人们哭泣是因为心里有苦。你是不可能

在一双绝望的眼睛里看到光的。没有光的眼睛会

让人想到死亡。我的父亲走了四年有余，他躺在棺

材里的第二天夜里，按照我们当地的风俗，会选择

一个良辰封棺，给父亲封棺的时辰定在凌晨两点，

那是一天中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一个人极为软弱

或害怕的时候。可这是生者和死者所能见的最后

一眼，我不愿意失去，无论如何我都要撑到那一

刻。我想在心里记住父亲最后的样子。自然是忘记

不了，父亲的眼睛里已经没有了光，只有灰白，和

皮肤、嘴唇的颜色一样。从那一刻开始，我再也不

想在任何人的眼里看到那样的颜色，我宁愿什么

也不要看见。

不知从哪天起，我的眼里有了这种颜色。难道

我“死”了吗？可我分明还在行走，还在说话，还在

呼吸，可我眼里的光呢？它们去了哪里？为了追光，

我去高山之巅等待日出，我去海边听海浪拍打，我

去沙漠行走，我对着戈壁滩大喊，我和雅丹群对视

直至泪流满面，我站在阿尔卑斯山顶试图听见它

的声音，我去看婴儿的初生……

与它有关吗？曾经有段时间，我突然辞了公

职，熟悉或不熟悉，听闻者嘲笑我软弱，对着我摇

头叹息。而我只想逃离。可我又感到迷惑，为何这

些人都戴着面罩出现在我的面前，甚至我根本看

不到他们的眼睛。是他们不真实，还是我不真实？

那是一段在浓雾中分辨往哪里走的时光，亦是一

段追光的时光，更是一段打量和寻找自己的时光。

对视，你真正和一个人对视过吗？或者说有人

愿意和你对视吗？一双眼睛和另一双眼睛的对视，

这需要多大的勇气。我允许你看着我的眼睛，这又

是多么真诚的给予。我不知道我的母亲会如何打

量我，而我又如何打量我的孩子。我和爱人呢，我

们之间有过真正的眼神交流吗？还会有吗？

说到“惊鸿一瞥”，那是怎样的一眼呢？我在云

南大理和天空的云彩对视时，我写了“那一眼的光

影”这样一篇文章，我永远都不会忘记那一眼的对

视。而这种对视是云给予我的力量，让我感觉出什

么是真正的美的浸润。我不可能占有一片云彩，我

们不能相拥，甚至天各一方。可是从此我心里有了

一个空间留存那一眼的光影。这是美的获得。我们

行走天地、山水之间，我们和自然对视，我们获得

力量，眼里也就有了光。

当我们愤怒时，我们会让人恐惧，这恐惧也是

光，是寒光，是让人生畏的光，这光可以吃人，可以

燃烧，甚至让一座城市化为灰烬，一个世界坍塌。

这些年，我以行走的方式和大自然对话，大自

然让我眼里有了光，这光是从心里走出来的欢喜、

温暖、爱，是力量，爱一切可爱之人、之物的力量。

因此也就有了《人生缓缓》（简媛 著，北京联合出

版公司出版）这本我敬大地、天空、水域、生灵万物

的散文集，但愿这些文字能让看见它的你，心累时

有了歇处，痛苦时有了哭泣的理由，欢喜时与它共

舞，相爱时不弃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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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香闲情

眼 睛
——写给《人生缓缓》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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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深海更深
比蔚蓝更蓝

湖南
湘版好书

——湖南省全民阅读活动办公室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