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964年，叶叔华在丹容等高仪上进行观测记
录，地点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叶叔华：让中国天文被世界看见

专家视线视线

■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张喜祥

2023年 11月 7日，在世界顶尖科
学家天文分论坛上，一位96岁高龄的
老人全程用英语发言，讲述她牵挂并为
之努力了一辈子的天文事业，她的追求
和谦逊震撼了全场。

她就是中国首位天文台女台长、中
国科学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铺路人，
被称为“北京时间之母”的叶叔华。褪
去这些光环，回望中国天文发展史的那
段艰难历程，一位中国女性的倔强身影
凸显而出。

天文专业毕业求职天文台被拒

1949年6月，叶叔华从中山大学数
学天文系毕业。当时的广州动荡不安，
很难找到工作，父亲为她在香港德贞女
中谋到一份教书的工作。香港的生活
条件很好，待遇也很高，可是工作了一
年以后，她觉得那里不是自己想要扎根
的地方，便坚定了回到内地从事天文工
作的决心。

1950年夏天，23岁的叶叔华来到
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求职，她刚介绍完自
己的大学专业，诚恳地表达想要从事天
文工作，负责人一句“我们这里只招一
个男的”让她愣住了，她很生气，却只得
无奈地走了。

碰了钉子的叶叔华不服气，回去之
后就给台长写了一封长信，明确而坚决
地表示：“你是不对的，我（学的是天文
专业）应该到你们天文台来！”折腾了一
番，这封信在天文台里传开了，大家都
知道有这样一个年轻气盛的女孩，但因
为她是女性，最终还是没有去成。

过了一年，也许是这封长信发挥了
作用，又或者是被她的坚持和意志打动
了，1951年11月，紫金山天文台下属的
上海徐家汇观象台向她敞开了大门，她
高兴地跑去报到，去了之后发现，她是
这里的第一位女性研究人员。

打破偏见奠基天文地球力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资源勘探、工程
建设、地图测绘等领域都对计时精度提
出了更高要求，而当时的中国天文学界
百废待兴，时间测量精度位居世界倒
数。

叶叔华进入观象台的第一份工作
便是观测恒星、计算恒星时，再换算成
世界时。世界时是全世界统一使用的
时间，以地球自转为基准，靠观测恒星
的位置来确定。测时是一项枯燥细致
的工作，需要一边操作中星仪目不转睛
地跟踪恒星，一边及时做好记录，跟踪
的好坏直接影响了观测精度。中星仪
是一个庞大的设备，身材娇小的叶叔华
操作起来十分困难，她就自己加了一块
木板，站在上面跟踪恒星，无论寒暑、一
丝不苟。

为了让中国授时精度赶上国际先
进水平，1958年国家将提高授时精度
的任务下达给徐家汇观象台，31岁的
叶叔华挑起了大梁。此后的5年时间，
她攻克经费不足、人员有限、设备落后
等重重困难，1963年，在各个天文台共
同努力下，我国授时精度已经跃居世界
第二位。1965年，叶叔华团队的“综合
世界时”系统通过国家鉴定，正式作为
时间基准向全国发布，中国也结束了采
用别国精确时间的历史，更加精准的

“北京时间”通过短波广播走进千家万
户，叶叔华也由此被誉为“北京时间之
母”。

虽然“北京时间”达到了国际先进
水平，但叶叔华敏锐地意识到，只有发
展新型观测技术，中国天文才可以继
续立于不败之地。她在图书馆查阅外
文文献时注意到了国外“甚长基线干
涉仪（VLBI）”，由此她便成为我国
VLBI 技术发展的开拓者和奠基人。
从 1973 年提出建议到 2003 年 VLBI
网二期工程通过验收，整整 30 年时
间，她一直是我国VLBI工程建设的主
要负责人。

2007年以来，中国科学院VLBI网
成为我国航天测控系统的一个分系统，
在中国人艰辛而浪漫的探索太空征程
中，一路护航、大显身手，我国也因此成
为世界上第一个将VLBI技术成功应
用于航天测控的国家。2021年5月，我
国首个自主火星探测器“天问一号”成
功着陆火星，实现了从地月系到行星际
的跨越，这一路上，仍然有VLBI网的
鼎力相助。

2022年夏天，上海持续高温，动辄
40℃以上，95岁的叶叔华仍然每天上
午9点准时来到中科院上海天文台上
班，工作到下午两三点。倾心研究了
70年天文科学，她的目光从未离开过
浩瀚星河，她探索星空的脚步也从未停
止。

如今，叶老先生仍然时常活跃在各
种科普讲堂上。她说，宇宙如此浩瀚，
天文有助于拓宽一个人的世界观，在探
索天文奥秘的科技之路上，女性不仅可
以打破“玻璃天花板”，通过努力，女性
也可以做得比男性更好。

激发科技梦想 树立科研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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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记者 陈姝

去年6月至12月，2023“科技赋能
女童”北京行动在北京市妇联指导下，由
北京市妇女国际交流中心主办。该系列
活动以“科技筑梦她未来”为主题，注重
与学校科学教育结合打造长效机制，注
重加强对偏远地区女性青少年参与科技
活动的支持，以科普讲座、场馆参观、科
技实践的情境式互动学习方式积极引导
女性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提升她们在
科学活动中的参与度。

在怀柔区北房中学，北京交通大学土
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雷俊卿分享了桥梁
设计的科学原理及她的求学过程；来自
IBM研发实验室的数据科学家刘雪萍，
从人工智能的现状、应用、未来发展等话
题展开论述，强调了女性参与人工智能研
究的重要性；在海淀区红英小学，中国科
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
卢静，以生动活泼的方式展示了古鱼类演
化史，还分享了她在世界各地充满挑战的
科考探索之旅。

这些女科技工作者、女工程师等走进
校园开展科普讲座，分享“她们”的成长故
事，激励更多孩子们树立科学梦想，打破
刻板印象，敢于走上科研之路。

为了开阔女性青少年的科学视野，活
动组织孩子们走进科技场馆，让孩子们了
解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和生命演化历程，探
索科学未知领域。

为了鼓励女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

学，增强女生参与科学研究的自信心，活
动面向全市征集女性青少年团队的科技
创新项目，要求团队的女生比例不低于
50%，并在北京市第九届“小创客”创意市
集上专设“她的科技创想”板块，展示她们
的创新实践。

有的团队用人工智能算法获取用户
需求，搭配合适的传感器，设计出能提供
个性化体验的智能便携电风扇；有的团队
设计了利用太阳能、可自动感应的智能校
园公交站……通过亲自设计、制作创意作

品，增强了女孩子们的科技创新意
识、动手实践能力和团结协作精神，展

示了她们在科研领域的探究能力。
在2023年“她爱科技”全球创业大

赛中国区总决赛上，两名“科技赋能女
童”项目的代表进行了成果展示。来自
海淀区红英小学的姜之尧介绍了自己创
立青襟社团，回收利用演出服、旧校服的
历程；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的滕泽惠分
享了利用微生物电化学技术进行水质检
测的研究。她们善于发现问题，提出解
决方案，并勇于投身创新实践，现场评委
给予了高度认可，并从她们身上看到了

新生代女性在科技创新创业方面的广阔
前景。

参与本次“科技赋能女童”活动的同
学们谈到，从女性科技榜样身上看到未
来女生有更多可能性，拥抱科技能推动
创意变成现实、让生活更美好；老师们认
为，与女科技工作者面对面交流对学生
产生了积极影响，是对学校科学教育的
有效补充。

北京市妇联表示，下一步将继续巩固
“科技赋能女童”长效机制，扩大覆盖面，
激发更多女性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心怀科
学梦想、树立科研志向。

▲

卢静（左）专程来到北京市海淀区
红英小学，为百余名小学生做了一场“寻鱼
溯祖”科普讲座。

▲

活动组织孩子们走进科技场馆，了
解前沿科技研究成果和生命演化历程。

■ 李唐宁

近日，劳动经济学会就业促进专业委员2023年会
暨第七届中国就业促进理论与政策论坛在京举行。本
次论坛以“女性就业”为主题，围绕“宏观经济与就业形
势”“女性就业现状和前景”“女性职场歧视与权益保护”
三个议题展开研讨。

与会专家认为，STEM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
学）就业被普遍认为高质量就业，但STEM领域女性就
业代表性尤为不足，要特别注重扩大STEM领域女性
劳动力的规模。此外，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一些女性就业
性别歧视现象，建议进一步加大职场性别歧视消除与职
场女性权益保护力度。

STEM女性就业代表性仍不足

在全球范围内，STEM 工作薪酬中位数较非
STEM工作高60%左右，但女性在STEM岗位所占比
例只有35%，80%的国家未能实现被归类为“性别平
等”的目标（即女性占比45%~55%）。其中，女性在科
研人员中占比仅28%。

欧盟属于STEM领域性别比较平等地区，女性科
学家和工程师占比41%，其中立陶宛、保加利亚、拉脱
维亚、葡萄牙和丹麦均超过50%。我国处于中等偏上
水平，与美国基本处于同一层次。据全国普查数据，
2020年女性研发试验人员比例为26%、女性科学研究
人员为40.3%、女性工程技术人员为31.7%。

关于STEM领域女性就业代表性不足的原因，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所长王素
认为，主要在于女性学习STEM专业、从事STEM工
作的意愿偏低。据统计，2020年我国应届高校毕业生
中，工科专业女生占比为36.1%，理科专业女生占比
15%。

在王素看来，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经
济包容性增长，要特别注重扩大女性STEM劳动力的
规模。为此她建议，未来要将性别观点嵌入所有
STEM计划和活动，设立专门针对女性的计划与倡议，
建立专项基金用于开展各类“STEM中的女孩们”项
目，帮助女孩以及父母、教师、职业顾问和其他影响者打
破STEM性别偏见，推动更多女性进入STEM领域学
习和工作。

对于非STEM领域女性未来就业前景，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社会发展研究部人口和就业研究室主任张
冰子持较为乐观和积极的态度。她认为，固然要看到科
技进步对未来女性就业可能带来的冲击，更应看到，随
着家务劳动日益社会化和显性化，女性作为消费者和生
产者的经济影响力越来越大，女性经济规模日益扩张，
情感劳动和照护需求不断增长以及人口政策变得对女
性就业越来越友好，必将催生出一系列与女性特征更加
契合的更高质量的新的工作机会。

劳动力市场仍存性别歧视现象

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于2023年
1月1日正式生效，用列举的形式第一次对职场性别歧
视进行了界定。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政策法规研究室
副主任杨慧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的
出台实施对于妇女权益保护是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不仅
为消除职场性别歧视、保护职场女性权益提供了法律武
器，也为评估职场性别歧视和女性权益保护状况提供了
标准，为制定新的女性权益保护政策提供了指导。

杨慧指出，我国在推进性别平等和女性平等就业方
面已取得显著的成就，但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仍存在一
些女性就业性别歧视现象。

2022年企业生育成本负担对女性就业的影响课
题调研发现，在入职阶段，自2021年我国启动和实施

“三孩政策”以来，有25.39%被访企业只招男性或男性
优先，52.8%的被访企业在新招聘人员中女性比例低
于40%。在职业发展方面的歧视，中层管理人员中达
到性别结构均衡的企业仅占17.6%，77.2%的企业中层
管理人员中男性超过60%，500人以上规模的企业男
性聚集的占79.6%，13.0%的被访企业不提供大月份怀
孕休息时间，近25%的企业没有为女职工提供产前检
查及哺乳时间。在离职阶段，2022年调查显示，9.2%
的用人单位承认存在排队生育或限制女职工生育问
题，4.9%的被访企业承认解除过孕期/哺乳期女职工
的劳动合同。

《比较》杂志社副主编吴素萍表示，女性大量就业，
劳动参与率大幅提高，是近百年来才有的现象，消除就
业性别歧视，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企业中的统计性
歧视现象，从企业角度看，有其成本方面的考虑。在职
女性生育假期间的成本完全由企业负担，企业会觉得代
价较大，在同等条件下，更倾向于雇用男性。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女性是重要的经济力量，理解
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中的角色对社会发展至关重要。改
变就业中的性别歧视，观念改变、法律规范以及教育和
技术进步的力量都不容忽视。接下来，需要政府、企业、
家庭和个人共同努力，从女性劳动者出发，努力提高工
作环境的灵活性并设计出台社会友好型政策，通过降低
劳动力市场中的女性歧视，降低女性劳动者的经济不平
等性。

与会学者建议，通过立法/修法减轻用人单位承担
的生育成本；加大执法、普法力度，督促鼓励企业依法提
供平等就业环境；倡导家庭在家务劳动和老少照料等方
面要夫妻共担、父母共育；鼓励个人依法维权，投诉、举
报职场中的性别间不平等现象。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
副研究员奉莹进一步提出，涉及职场性别歧视消除和女
性权益保护立法/修法时，要充分借鉴国际上已有的立
法经验。

有情怀、有格局、有能力、有贡献，始终心怀“国之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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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科技赋能女童”北京行动——

▲

每天来到办公室工作，已经成为叶叔华生命的
一部分。 (来源：凤凰新闻）

1990年，叶叔华在美国新墨
西哥州考察最大的射电望远镜阵
列——甚大阵射电望远镜。

(来源：中国科学报）

向未来向未来科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