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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一逛地质公园，欣赏美景的同时还能

学习地理知识；听一堂海洋科普直播公开课，

院士专家亲自在线答疑……近年来，随着全

国科普教育基地加快建设，越来越多的科普

活动通过科普教育基地开展。赋能“双减”、

服务研学、优化体验，科普教育与人们的日常

生活越来越贴近，通过各种形式的沉浸式体

验，点燃科学梦想，激发创新潜能。

赋能“双减”
打造“沉浸式第二课堂”，

让书本知识活起来

海底世界到底什么样？寒假里，山东省

青岛市第三实验初中的 16 名学生走进青岛海

洋科技馆，参加“海底小博士职业训练走读

营”，探寻海底世界的奥秘。

“今天，我们来给海龟调制‘营养餐’。”来

到海底世界场馆，青岛海洋科技馆讲解员李

杰演示如何清洗、整理食物，孩子们有样学

样，拿起长夹，将食物小心翼翼地送入海龟嘴

里。“大家知道吗？海龟是水母的天敌。”李杰

一边操作，一边讲着海洋知识，“海龟会把水

母当作食物吃掉，但是在看不清的情况下，可

能 把 塑 料 袋 当 成 水 母 吃 下 去 ，危 及 生 命 健

康。所以，我们要少用塑料制品，减少海洋垃

圾，爱护海洋环境。”

喂完大海龟，初中生孙铭孜兴奋不已，

“书本上的知识活了起来！”

“像‘海底小博士职业训练走读营’这类活

动，我们还有不少。”青岛海洋科技馆党总支书

记王云忠说，为了增强吸引力，海洋科技馆根

据孩子们的兴趣开展了系列科普活动，“我们

要打造海洋教育‘沉浸式第二课堂’，让孩子们

畅游海底世界，轻松快乐地学习海洋知识。”

近年来，山东省鼓励各地开展科普行动，

助推“双减”落地见效。作为有着 90 年海洋文

化积淀的特色科普场馆，青岛海洋科技馆有

着丰富优质的展教资源，如何让这些资源精

准“沉到底”？

去年，青岛市科协与青岛市教育局共同

推出了“蒲公英科普行动”，共同助力“双减”

工作见质见效。“我们借势发力，建成了山东

省内首家海洋科普直播工作室，邀请涉海院

士专家为青少年‘靶向授课’，在线上为孩子

们答疑解惑。”王云忠介绍，2022 年以来，海洋

科技馆已推出“深海里找火种”“神奇无人船”

等主题的海洋科普直播公开课 18 期，吸引全

市 45.57 万青少年点播收看。

“未来，我们将奉上更多更精彩的‘海味’

科普大餐，让海洋知识活起来，优质资源沉下

去，让更多孩子爱上海洋，助力‘双减’动能更

强劲。”王云忠说。

服务研学
利用自然资源禀赋，搭建

线上线下教育平台

一本“地学百科全书”静静铺展在渤海之

滨的河北秦皇岛，用完整、系统的地质遗存串

联起长达 25 亿年的沧海桑田——这就是位于

秦皇岛境内的河北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

“看，‘二龙闹海’！”在保护区亮甲山区

域，东北石油大学环渤海能源研究院副教授

谢奋全指着山体剖面介绍，岩浆入侵冲破了

亮甲山的海相沉积，后来岩浆冷却了，形成狭

长的辉绿岩带，形如两条黑色蛟龙出海，让我

们感受到亿年前的岩浆喷涌。

柳江盆地经历了 4 次海陆变迁，清晰地保

留着太古代、元古代、古生代、中生代、新生代

的地质演化遗迹。蔚为壮观的石简峡古火山

口，母象和小象相依相偎的沙河寨象鼻山，堪

称柳江名片的亮甲山灰岩和岩墙、岩床……

用心阅读柳江盆地这本书，呈现在眼前的每

一处遗迹都令人由衷赞叹。

谢奋全介绍，柳江盆地如今已经成为我

国规模最大的地质野外教学实习基地，每年

全国约有 80 所院校、1.6 万名师生来此进行教

学、实习和科研。以该区域为主要研究对象，

高校师生形成了大量高水平论文论著。

除了服务高校科研实习，柳江保护区还

是中小学生地学研学基地。

走进保护区柳江地学博览园，这里占地

面积 350 亩，由柳江地学实习基地、柳江地学

博物馆、地质灾害（科普）体验馆和科普广场 4
部分组成，集教学实习、科学研究、科普展示

于一体，成为柳江保护区重要的自然教育与

研学科普平台。

保护区管理中心科普宣教科工作人员路

大宽介绍，博览园针对中小学生开展主题日

科普宣教活动，并打造“柳江盆地第二课堂”

科普教育平台。

目前，保护区利用柳江盆地的各类自然

资源共设计了六大类 26 门课程，内容涵盖地

质、地理、水文、植物、鸟类、昆虫等丰富的自

然生态类知识。

此外，保护区管理中心近年来开通官方

网站，入驻新媒体平台，利用微网络直播、VR
全景等形式，开展“柳江科普微课堂”“掌上博

物馆”“地学知识小竞赛”等活动，讲述柳江盆

地的故事，把“地学百科全书”向世界推广。

优化体验
农旅结合吸引游客参与，

互动课程增加科普趣味

“玉林号称‘南方药都’，我们正在制作的

这款药剂是玉林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原

料包括红花、桂枝、防风……”广西壮族自治

区玉林市国家农业公园内，五彩田园中农富

玉科普服务基地的“神农草堂”展馆，工作人

员正在进行中药科普。一群刚刚体验过沃柑

采摘、土豆种植的中小学生认真地记录要点，

迫不及待利用基地准备好的材料配制制剂。

“这是我们结合本地特色推出的新课程，

受到许多来访者欢迎。”基地科普研学中心经

理陈宇说，作为“广西壮族自治区中小学生劳

动实践教育基地”和“玉林市青少年科技教育

基地”，五彩田园中农富玉科普服务基地自

2015 年成立以来，已经累计接待青少年科普、

研学、劳动教育活动近 300 万人次。

走进基地内 16 万平方米的“中国现代农

业技术展示馆”，“瓜彩世界”“农艺高科”“神

农草堂”“玉蔬林风”“蚕织天下”“大漠风情”

等八大主题展馆和各色育苗温室大棚中，各

种有趣的展示和体验令人目不暇接。

在“农艺高科”展示馆，A 字架基质栽培、

组合立柱栽培、PVC 管道栽培等多种现代农

业栽培技术吸引了游客们的目光。21 岁的广

西大学植物保护专业大学生宋文杰正在基地

做课程实习，直言收获颇丰，“基地很多瓜果

蔬菜都长得很好，其中许多先进的种植管理

技术值得大范围推广，让我们眼界大开。”

“科普宣传不但要‘迎进来’，也要积极主

动‘走出去’。”基地负责人周静华告诉记者，

2022 年广西科协出台《广西壮族自治区科普

教育基地认定管理办法》，要求“三农”类科普

基地必须开展进乡村等“走出去”的科普活

动，扩大科普宣传覆盖面。“兴业县、百色市我

们都去过，结合当地主要种植作物和农民的

需求科普讲解种植技巧，反响都不错。”周静

华告诉记者，作为“全国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

范基地”，基地迄今已组织开展 600 多期培训，

约 6 万名农业农村干部和农民参加。

图①：五彩田园中农富玉科普服务基地，

小学生在体验插秧。 陈 宇摄（影像中国）

图②：青岛海洋科技馆内，孩子们在给鱼

喂食。 青岛海洋科技馆供图

图③：学生在柳江盆地地质遗迹国家级

自然保护区研学。 崔重辉摄（影像中国）

制图：汪哲平

活化利用资源，激发创新潜能，科普教育基地——

传播科学 点燃梦想
本报记者 李 蕊 张腾扬 祝佳祺

核心阅读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
“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
2022 年 ，中 国 科 协 共 认 定
2021—2025年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 1274家。遍布全国的科
普教育基地，因地制宜、发挥
所长，开展丰富多样、公众喜
闻乐见的科普服务，为更多人
打开科学大门，进一步提升全
民科学素养，为创新发展积蓄
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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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湾西岸穹顶处，河北沧

州黄骅港煤炭港区海风阵阵。来

自 晋 北 的 运 煤 专 列 陆 续 抵 达 港

口，长长的车厢被定位车牵引至

入港第一站：翻车机房。

巨大的“O”形转子四翻式翻

车机张开怀抱，一次“抱”住 4 节

车厢翻转，20 秒便可将车厢带车

轨整体翻转 160 度左右。随着煤

炭倾泻而下进入地下料仓，翻车

机两侧喷出细密水雾，迅速抑制

翻腾欲起的煤尘。仅仅数秒，320
吨细煤便卸载完毕，而作业区外

依旧清洁如初。

“这是我们自主研发的翻车

机长效本质抑尘技术。”黄骅港煤

炭港区运营方、国能黄骅港务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三部翻车机点检

技术员周润生已经在这里工作了

10 年。以前，翻车机房是煤炭港

口的“污染大户”。“车厢一翻转，

煤尘飞上天。要是穿着白衬衫，

一会儿工夫，准变成‘灰衬衫’！”

如今，新技术的应用使得本

应飘扬的煤尘被微米级的细密水

雾 包 裹 ，有 效 抑 制 了 污 染 的 产

生 。“ 机 房 一 共 有 4 台 大 型 翻 车

机，平均每台每小时卸煤约 8000
吨，一年可卸 1 亿多吨，翻车机房

始终保持洁净。”周润生说。

黄骅港是我国西煤东运、北

煤南运的重要港口，已连续 4 年

煤炭吞吐量居全国第一。作为煤炭大港，扬尘污染是困扰

港口发展的根本性难题。如何化解这一难题，黄骅港有自

己的办法：依托智能化，打造全流程抑尘系统。

翻车机底层精准洒水、皮带智能清洗、曲线溜槽及新式

裙板密封、堆场智能补水……“煤炭抵达港区后的翻、堆、

取、装等每一个工序，我们都进行了革新，通过环保科技的

应用，解决了煤炭港区粉尘治理的难题。”国能黄骅港务有

限责任公司生产保障中心经理怀全介绍，煤炭港区共设置

了 17 处环境监测点，粉尘监测数据一分钟一更新，结果显

示港区内外数值相差无几。

煤炭大港要变“绿”，除了要治理好煤尘污染，还要做好

节水文章。

黄骅港地处盐碱滩，淡水资源极其宝贵。“煤炭港区每

年生产用淡水 370 多万立方米，环保要求提升后，淡水使用

量一度增长。”怀全说，“为了化解淡水难题，我们规划了‘两

湖三湿地’，向大海、天空和科技要淡水。”

提取“压舱水”。来自南方的货轮，需携带大量淡水压

舱。港口制作了专门的管道，与货轮出水口连接，提取“压

舱水”，每年可获淡水 110 万至 150 万立方米。

收集“天上水”。每到雨季，港口汇集地表径流，通过泵

站输入湿地，防止了落入港区的雨水直接排海造成污染，每

年可承接利用雨水 40 余万立方米。

处理“煤污水”。智能除尘装置等产生的煤污水，被引

入 3 个污水处理站，每年可处理 205 万余立方米。处理后不

仅可得清水，还可将沉淀下来的煤泥加工成煤饼出售，每年

创收 900 多万元。

用于过滤、储存压舱水、净化煤污水和雨水的“两湖三

湿地”由原有垃圾场、空闲荒地改造而成，相互连通，形成一

套完整的水循环利用系统。“这些水都将逐步回用到生产

中，每年可减少淡水使用成本 1900 余万元。”怀全说。

曾经的煤港乱，变成了如今的港区美。“两湖三湿地”

内，充足可循环的淡水，滋润着港区绿树红花，更引来了鱼

儿游、鸟儿飞，将灰头土脸的港口变成了一座鸟语花香的

“海岸花园”。

黄骅港的“绿”不止于此。“我们还组建了智能科创团

队，将‘煤尘防治可行技术’等绿色发明应用于各个生产环

节，最大限度减少人工操作，实现码头岸电全覆盖，持续提

升绿色发展水平。”国能黄骅港务有限责任公司环境保护部

经理董传博说。

去年 8 月，黄骅港煤炭港区被中国港口协会评为“五星

级绿色港口”，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五星级的专业化干散货类

港口。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

和谐共生。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推

进‘零碳、无废、生态’港口建设。”董传博表示，将进一步推

进光伏系统、储能系统、制氢等可控负荷的聚合和协调优

化，实现“源网荷储一体化”发展，推动黄骅港绿色低碳转型

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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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2月 10日电 （记者李红梅）在

黑龙江省双鸭山市集贤县，气象局备春耕农

业气象服务领导小组为农民送上“良种先行

备耕指南”。“我们已经根据指南确定选种方

式，继续引进合适的优良品种。”华平绿香园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李玉华说。

湖北省武穴市梅川镇居杠村，农户刘汉

理正根据天气预报为油菜追施提苗肥，“天气

预报说过两天有雨，下雨前要赶紧施肥！”

中国气象局近日专门召开全国春耕春播

气象保障服务工作视频会议，强调全国各级

气象部门要统筹推动气象为农服务高质量发

展，大力提升春耕春播和春季农业生产气象

保障服务的质量和效益，为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提供气象智慧。

眼下，随着天气逐步回暖，春耕备耕日益

繁忙，全国各地气象部门抢抓农时，全力以赴

做好各项气象服务，助力农业强国建设。

今年以来，《气象为农服务提质增效行动

方案》《推进农业气象观测业务高质量发展工

作方案（2023—2035 年）》等文件接连出台，国

家和地方各级气象部门纷纷成立工作专班，

按照今年《全国春耕春播气象服务方案》，全

力保障春耕春播气象服务。

河北省沧州市肃宁县气象局与县农业农

村局组成专家团队开展冬小麦返青期苗情调

查，制作气象为农服务专报；湖北省孝感市大

悟县气象局组织技术人员到大新镇开展农情

调查，制作“三农”气象服务周报……我国地

区差异较大，各地气象部门派出服务团队，到

田间地头调研了解情况，因地制宜开展精细

化农用天气预报预警、苗情监测评估，制作气

象信息专报，努力做到精准施策、精细服务。

今年国家气象中心新增整地、灌溉、移栽

气象适宜等级预报格点产品，各地研发多款

风险预警产品，广西南宁市开展多次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江西气象部门今年继续扩大早

稻早播早育气象服务推广范围……气象科技

有力促进了智慧农业气象服务能力、农业气

象灾害风险预警能力不断提升，全力保障减

灾增收。

如今，农业气象服务已成为我国气象事

业中规模最大、技术最成熟、体系最规范的业

务。 2022 年，我国气象部门向全国 125 万新

型农业经营主体、300 万农机手和农业管理人

员提供直通式气象服务，全年累计开展飞机

增雨作业 1142 架次，地面增雨防雹作业 6.1 万

次，累计增加降水约 398 亿吨，发布国省级农

业气象灾害风险预警 120 余期，有力保障了粮

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

建专班 查苗情 强预警

精细气象服务保障春耕春播

本报北京 2月 10日电 （记者陆娅楠）国家统计局 2 月

10 日发布 2023 年 1 月份全国 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

示，CPI 同比上涨 2.1%，涨幅比上月扩大 0.3 个百分点。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莉娟分析，1 月份，受

春节效应和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

价格有所上涨。

从环比看，CPI 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8%。其中，食品

价格上涨 2.8%，涨幅比上月扩大 2.3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

涨约 0.52 个百分点。食品中，受春节等季节性因素影响，鲜

菜、鲜菌、鲜果、薯类和水产品价格分别上涨 19.6%、13.8%、

9.2%、6.4%和 5.5%，涨幅比上月均有扩大。非食品价格由上

月下降 0.2%转为上涨 0.3%，影响 CPI 上涨约 0.25 个百分

点。非食品中，随着疫情防控政策优化调整，出行和文娱消

费需求大幅增加，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费、电影及演出票、

旅游价格分别上涨 20.3%、13.0%、10.7%和 9.3%；受节前务

工人员返乡及服务需求增加影响，家政服务、宠物服务、车

辆修理与保养、美发等价格均有上涨，涨幅在 3.8%—5.6%
之间；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柴油价格分别下降

2.4%和 2.6%。

1 月 CPI 同比上涨 2.1%，其中，食品价格上涨 6.2%，涨

幅比上月扩大 1.4 个百分点，影响 CPI 上涨约 1.13 个百分

点。食品中，鲜菌、鲜果和鲜菜价格分别上涨 15.9%、13.1%
和 6.7%；猪肉价格上涨 11.8%，涨幅比上月回落 10.4 个百分

点。非食品价格上涨 1.2%，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个百分点，

影响 CPI 上涨约 0.98 个百分点。

1月份 CPI同比上涨 2.1%

本版责编：纪雅林 臧春蕾 崔杨臻

贵州省大力推进交通建

设，目前已建成公路 20 余万

公里，高速公路通车里程超

过 8000 公里，已建和在建桥

梁近 3 万座，囊括几乎所有

桥型，成为名副其实的“桥梁

博物馆”。一座座架设在高

山峡谷间的大桥，让“地无三

里平”的贵州实现了从“千沟

万 壑 ”到“ 高 速 平 原 ”的 巨

变。图为贵州平塘特大桥。

新华社记者

欧东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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