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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天宫课堂”第二课开讲，地面

主课堂仍然设在中国科技馆。演示科学实验、

回答提问，近 1 个小时的“天宫课堂”激发了孩

子们爱科学、学科学的热情。

从 2010 年 的 3.27% 上 升 到 2020 年 的

10.56%，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稳步提升。一头连着科技工作者，

一头连着社会公众，科普在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作为科普的重要载体，

现代科技馆体系为新时代科普高质量发展注

入了强大动力。

各类科技馆协同发展，
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实现跨越式提升

手摇发电机、电流控制的“铁钉桥”、演示自

动变速箱的齿轮……云南丽江宁蒗彝族自治县

新星小学学生安军走近科普展品，仔细观看。

两年前，流动的科普大篷车首次开进这座

山村小学。科普志愿者给孩子们讲解展品，带

领他们做科学实验，与科技相遇，给孩子们留

下了美好回忆。

将“科技馆”搬到车上，科普大篷车走进边

远山区、田间地头播撒科学的种子——这是过

去十年间我国现代科技馆体系不断发展的缩影。

为满足群众日益增长的科学文化需求，加

大优质科普产品供给，促进科普的公益普惠，

2012 年，中国科协启动建设集实体科技馆、流

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农村中学科技馆和数

字科技馆于一体的现代科技馆体系。十年奋

进，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呈现自上而下全面推

进、各级科技馆协同发展的良好局面，科普公

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实现跨越式提升。

——实体科技馆数量和规模稳步增长，分

布更均衡。2012 年，全国达标实体科技馆有

118 座，2021 年这一数字增长到 408 座。其中，

西部地区科技馆数量占比明显上升，由 2016
年的 25.40%上升为 2021 年的 36.52%，全国科

技馆地区性分布不均进一步改善。

——流动科普设施开拓发展，科普服务网络

基本覆盖乡村。立足县域，十年来流动科技馆项

目累计配发 612套，巡展 4944站，将科学教育资

源送达 29个省份 1888 个县市，实现“应服尽服”

目 标 ；科 普 大 篷 车 立 足 乡 镇 ，累 计 配 发 1251
辆，开展活动 24.9 万次，有效发挥了“科普轻骑

兵”的独特作用。

——启动农村中学科技馆项目，拓宽科普

服 务 阵 地 。 十 年 来 ，建 设 农 村 中 学 科 技 馆

1112 座，其中社会捐资建设 143 座。14 个集中

连片特困地区 680 个县中，农村中学科技馆覆

盖率达 90%，填补科普服务从城镇到农村“最

后一公里”的空白。

——发展数字科技馆，打造“云”上科普盛

宴。十年来，中国数字科技馆资源库建设规模

初显，网站资源总量超过 17TB，年均增速超

100%，网站日均页面浏览量达 515 万次。数字

化科学传播公众服务综合体系逐渐形成，服务

1500 余万用户，人们足不出户就能体会科技

馆的魅力。

“从一线城市到乡镇农村，从场馆展厅到

田间地头，从活动现场到网络云端，现代科技

馆体系有效促进了科学教育资源的均衡普惠，

公众对科技馆科普服务的获得感不断增强。”

中国科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中国科技馆

馆长殷皓表示。

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
提升，开创新时代科普工作
新局面

2012 年起，重庆科技馆探索科技馆与学

校结合共建之路，依托科技馆展品，以学校科

普需求为出发点，研发课程体系。

重庆科技馆党委书记、馆长赵开宇介绍，

馆校合作项目启动以来，已累计签约合作 250
余所中小学校，开展实践课程近 7400 课时，惠

及 32 万余名中小学生。

十年来，许多科技馆服务能力和水平不断

提升，开创新时代科普工作新局面。

——科普更高质量，服务全民科学素质提

升能力日臻完善。

十年来，各地科普场馆以公众需求为导

向，在科普资源的供给内容、形式、手段上推陈

出新。中国科技馆建设自主品牌《皮皮的火星

梦》大型科普剧，制作国内首部航天题材科普

巨 幕 电 影《火 星 使 命》，丰 富 科 普 影 视 产 品

供给。

以建设北京科学中心为契机，北京市科协

打造“1+16+N”发展体系，全面推动“科技馆

之城”建设；牵头整合社会优质科普资源，福建

省科技馆开展各级总分馆体系建设，构建多层

次、“综合+专业”的科技馆建设模式。

——突出价值引领，服务国家发展和社会

进步作用日益显现。

坚持“四个面向”，现代科技馆体系加强对

科技前沿、生命健康等领域知识的普及，集中

展示国家重大科技成就。近年来，围绕航天、

深海、核电、高铁、5G、人工智能等科技热点，

持续推出各类科普资源。

响应国家重大活动，一个个精彩展览让公

众领略国家建设成就；以“双进”服务“双减”，

科技馆优质科学教育资源走进校园，师生走进

科技馆体验特色科学教育。

——拓展交流渠道，服务科技文化交往价

值日渐凸显。

2017 年 9 月，中国科技馆“中国古代科技

展”赴希腊雅典展出，被纳入“2017 中国希腊

文化交流与文化产业合作年”框架内重要活

动，得到当地广泛关注。

两个月后，中国科技馆举办“古希腊科技

与艺术展”，这是中国科技馆首次采取“展览互

换”的形式引进国外优秀展览。以科技展览为

媒，民间交流增进了中希两国的友谊。

殷皓介绍，在国际舞台讲好中国故事，是现

代科技馆体系建设始终坚持的使命。响应“一

带一路”倡议，流动科技馆项目自 2018年起陆续

赴缅甸、柬埔寨、俄罗斯开展国际巡展。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现代科技馆体系将展现新
作为

回首十年，从以实体科技馆为主到动员社

会力量参与，从以服务城市居民为主到服务城

乡统筹发展，从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到为构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我国现代科技馆

体系的中国特色愈发鲜明。

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离不开国家的高度

重视。科技馆免费开放中央财政补助资金持

续增长，从 2015 年启动时的 3.5 亿元增加到

2022 年的 8.47 亿元。十年来，中央财政经费

累计投入 15.66 亿元，极大改善我国中西部地

区和中小型科技馆经费困难状况，促进欠发达

地区公共科普服务的公平普惠。

现代科技馆体系建设成绩体现了新型举

国体制的优势。在中国科协的领导下，在各级

科协组织的协作下，科技馆体系形成以政府为

主导、以市场配置资源为辅的发展模式，集中

调配人、财、物等资源，助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

的科普公共服务体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

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

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

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

翼。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

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

快速转化。抓科普就是抓创新，抓创新必须抓

科普。今年 9月发布的《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提出，到 2025年公民

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 15%，2035年达到 25%。

面向未来，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需要科学素质建设展现新担当，需要现代科技

馆体系展现新作为。

现代科技馆体系行稳致远，需要践行 6 个

坚持：坚持党的领导，牢牢把握现代科技馆体

系发展正确方向；坚持价值引领，助力形成崇

尚科学的社会氛围；坚持服务中心，主动融入

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持以人为本，提升公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坚持开放协同，构建多元主

体参与的科普新生态；坚持交流互鉴，扩大国

际科普合作“朋友圈”。

现代科技馆体系将打造支撑高质量科普

服务体系的阵地，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实

现科普公共服务均等化，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

自强，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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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学习科学知识可以这么有趣，真希望科技

馆能一直留在这里。”2013 年，中国流动科技馆来到

广西壮族自治区河池市大化瑶族自治县巡展时，一

个孩子这样感慨。

如今，走进中国流动科技馆广西巡展社会化运

行试点大化站，宽敞的科普展厅让人眼前一亮。有

了“家门口的科技馆”，当初那个孩子的愿望成真了。

自主研发流动 3D 影院，让科普更加“好玩”“好

看”；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行动，119
辆消防宣传车壮大科普大篷车方阵……2020 年，广

西启动流动科普设施社会化运营工作，目前已有 5
家企业参与运营流动科技馆，3 家企业参与运营科

普大篷车。“十三五”以来，流动科技馆广西巡展总里

程超 7 万公里，服务群众超 655 万人次，实现县域全

覆盖；科普大篷车数量增至 41 辆，2017 年以来开展

活动超 3650 场次。

广西探索科普设施社会化运营

流动科普 扩大覆盖
黄星华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隆德县第二中学科技馆

里，气氛十分火热——在六盘山珍稀植物标本前，学

生驻足围观；机器人工坊里，科普社团的学生在老师

的指导下操作机器人……

“2017 年学校建起科技馆，在政策、资金支持下，

器材越来越完备，科普内容越来越丰富，吸引了越来

越多学生参与科普活动。”该校科创部教师杜工作

说。每天的课后服务时间，杜工作和同事作为科技辅

导员，都会在科技馆里解答学生疑问、指导科普活动。

早在 2018 年，宁夏科协就积极争取财政支持，

撬动地方配套资金，建设 57 所贫困地区农村中学科

技馆，实现宁夏贫困地区农村中学科技馆全覆盖。

为提升科技教师素质，从 2018 年起，宁夏科协

每年安排专项经费组织教师集中培训。如今，宁夏

农村中学科技馆每年开展科普教育活动 3300 余场

次，接待中小学生、家长等 15 万人次。

宁夏实现贫困地区农村中学科技馆全覆盖

科技之光 点亮梦想
成德立

“大家快来，那边有好多机器人，还会跳舞呢！”

看到机器人动感的舞蹈表演，同学们兴奋地喊起

来。这是安徽省池州市科学技术馆科普大篷车走进

东至县龙泉镇的一幕。

2017 年以来，池州市把科普大篷车服务送到农

村、送进课堂。5 年来，科普大篷车志愿服务进校园

项目共开展活动达 172 次，总行程达 1.5 万余公里，

受众达 15.8 万余人次，活动范围覆盖所辖全部县区，

其中乡镇学校活动覆盖率达 96%以上。

根据乡村学校的需求，池州市科协实施订单式

服务，坚持巡展活动每月开展 3 次，每次持续一周，

同步开展展品巡展、趣味实验等相关科普活动。活

动结束后，还会根据公众问卷收集反馈，吸纳具有建

设性的建议和意见，提升后续工作。

安徽池州市推动科普大篷车项目建设

科学盛宴 走进校园
龙 腾

“我终于见到国内最大口径的科普望远镜了！”

2021 年 7 月，一名高三学生成为上海天文馆（上海科

技馆分馆）开馆的首位观众。

上海科技馆是我国唯一一个以科技馆、自然博

物馆、天文馆构成的综合性科学技术博物馆集群，同

时也是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 5A 级旅游景区、博士

后科研工作站。上海科技馆创新线上线下传播场

景：深化馆校合作，打造上海科普大讲坛等活动，与

327 所中小学校开展馆校合作；推出鲸奇世界、长江

主题科普展等前沿展览，打造形式新颖的“云”展览。

近年来，上海科技馆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科普场馆交流；牵头成立长三角科普场馆联

盟，共同举办青年学术论坛、科普临展等活动，促进

区域间科普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科普文化不断发展。

上海科技馆创新线上线下传播场景

融合共享 硕果累累
王小明

数据来源：中国科技馆

图①：“天宫课堂”地面主课堂。

中国科技馆供图

图②：西藏拉萨市墨竹工卡县中学学生在体验科

普展品。 中国科技馆供图

图③：中国科技馆外观。 中国科技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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