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物理学研究什么”“化学研究要注意哪

三个维度”“如何看待‘双碳’背景下能源科技

的机遇与挑战”……7 月，“科学与中国”院士

专家巡讲活动走进兰州大学，13 名院士与兰

大师生面对面交流，为师生们提供了精彩的

科普知识讲解。

中国科学院院士沈保根向师生们介绍了

我国稀土资源的现状和利用情况，生动阐释了

其独特的电子结构使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磁

学、光学、电学等物理性质。作为“科学与中

国”巡讲活动的发起人之一，沈保根对于活动

开展 20多年来的点点滴滴，至今记忆犹新……

发起活动，推动院士参与科普

“希望能让科学家走
到公众面前”

本世纪之初，时任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

（现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局长的沈保根，

参加了多次会议讨论。“大家达成共识，院士

除了开展科研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

力支持，还应在提高全民科学素质上发挥更

大作用。”沈保根说，“当时，我们就想通过组

织常态化的活动，推进院士参与科普工作。”

2002 年 12 月，在周光召、路甬祥等院士

专家倡议下，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教育

部、科技部、中国工程院、中国科协，共同发起

和组织“科学与中国”巡讲活动。

同为活动发起人之一，中国科学院院士

许智宏至今仍记得首场报告会的很多细节。

2002 年 12 月 9 日下午，北京大学百周年

纪念讲堂。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许智宏主持

了首场报告会。当天的报告人有两位，一位

是中国科学院老院长周光召院士，演讲题目

是《20 世纪物理学的回顾和展望》；另一位是

时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韩启德院士，演讲

题目是《现代医学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两场报告立刻得到了现场师生的热烈

欢迎，大家都希望多组织这样的活动。”许智

宏说，“科学家的工作不只是研究高深的学

问，科普也是科学家应尽的社会责任。活动

的初衷就是希望能让科学家走到公众面前，

让大家更好地了解科学与中国的关系、与未

来中国发展的关系。”

“根据设想，巡讲活动不仅面向青少年，

还要走进工矿企业、党政机关等各类单位，满

足不同群体对科学知识的需求。”沈保根说。

活动一启动，就得到了很多院士专家的

响应。在长期的教学和科研实践中，中国工

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工程系教授金涌深

刻认识到科普的重要性，一听说“科学与中

国”巡讲活动，他就毫不犹豫地加入其中。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

长 梅 宏 参 与 活 动 ，也 是 源 于 自 身 的 经 历 和

体会。

“我对科学的兴趣就是源自科普。”梅宏

说，中学时，他读到了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

巴赫猜想》，被陈景润的故事深深打动，“从那

时起，我就对科学研究充满向往。”

“或许有人觉得一串串代码很枯燥，但在

我看来，用一个个代码通过编程实现各种功

能，充满乐趣。”梅宏说，“我想通过自己的经

历，让更多人体验到计算机科学的魅力。”

各展所长，满足不同群体需求

“不仅要传播科学知
识，还要弘扬科学精神”

今年是梅宏参与科普活动的第十二年，

每场讲座前，他都会根据受众特点，精心设计

讲稿或课件。面向中小学生，侧重于通识教

育和兴趣启蒙；面向大学生，侧重于计算机前

沿态势及对科技发展的影响；面向政府企业，

重点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介绍信息化对

社会管理等方面带来的影响；面向专业人士，

主要结合自己的科研工作，从技术层面分享

交流。

许智宏的科普讲座主要围绕“植物和人

类”展开，阐释植物在大自然中的重要性，鼓

励青少年走进大自然、热爱大自然，提升保护

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自觉性。

有一次巡讲，根据观众提问，许智宏从作

物驯化讲到现代育种技术的发展，深入浅出

地引导公众理解相关科学事实。“科普，就要

随时回应大众的疑问。”他说。

沈保根长期从事磁性物理学和磁性材料

的研究工作，但他的讲座经常不只有对磁性

材料的讲解。“我们不仅要传播科学知识，还

要弘扬科学精神。”沈保根说，工作中，他常被

一些老科学家不计个人得失的精神感动。“上

世纪 80 年代，由于经费紧张，单位订阅的国

际期刊不多，一些老前辈自费订阅，然后供大

家一起阅读、学习。”沈保根说，还有很多这样

的故事，都值得被更多人知道。

沈保根非常敬佩老一辈院士专家对“科学

与中国”巡讲活动工作的热情。“比如南京大学

的吴培亨院士，学术造诣很高，科普课更是讲

得好。但他仍然为了做好每一次报告，反复修

改文稿，80多岁了还在参加全国科普巡讲。”

20 多年来，一大批院士专家深入大中小

学、工矿企业、党校机关、乡镇农村等。“我们

以需求为导向，根据地方实际和公众关切，邀

请相关领域的院士专家结合自身研究、区域

发 展 和 受 众 特 点 等 进 行 科 普 ，累 计 开 展 了

2000 余场次。”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科学

普及与学术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高鸿钧看来，活动取

得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聚焦国家

需求，为区域发展、学科建设等建言献策；二

是聚焦重点人群，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和科

学精神；三是聚焦科技热点，及时引导公众正

确认识相关科学问题。

持续巡讲，激发公众求知热情

“一些当年听报告的
孩子已经加入科研队伍”

高鸿钧对总书记在回信中提到的“激发

青 少 年 崇 尚 科 学 、探 索 未 知 的 兴 趣 ”深 有

感触。

“我曾经到一些不发达地区、偏远山区的

中小学做讲座，那里的孩子们对科学知识的

渴望和对科学家的崇敬，令我印象深刻、深受

感动。”高鸿钧说，“一些当年听报告的孩子已

经加入科研队伍，这很让人欣慰。”

沈保根现在带的学生中，有的就曾听过

巡讲报告。“听了讲座之后，有的高中生对物

理科学有了更浓厚的兴趣，有的后来报考了

中国科学院大学。我有 3 个从本科带到博士

的学生，我和他们的缘分，就是从巡讲活动开

始的。”沈保根说。

金涌把科普工作比作“播种”：“我们现在

就是在给孩子们播撒科学的种子，虽然孩子

们对我们讲的内容不一定能完全听懂，但如

果激发了他们的兴趣，推动他们去探寻，这就

很有价值。”

同样是传授知识，金涌对科普和教书进

行了比较。“二者有相似之处，但也有很大不

同。教书是基础性、系统性、渐进性的，而科

普更注重时效性、针对性，要用简练生动的语

言把科学事实讲清楚。”金涌说。

随着活动的持续开展和公众科学素养的

提升，沈保根还发现，公众对科普工作的要求

越来越高。“有些听众除了从专业角度提问，

还非常关心相关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

系。这启示我们，要从更宽广的视角来准备

科普报告。”沈保根说。

面向未来，拓展更大科普空间

“花更大力气引导青
少年爱上科学、投身科学”

“总书记的回信让我们倍感振奋。”沈保

根说。下一步，“科学与中国”巡讲活动将号

召院士们每年至少参加一次科普活动，举办

“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活动。“我们将花更大

力气引导青少年爱上科学、投身科学，把科学

的梦想‘种’进更多孩子的心田。”沈保根说。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

其坤说：“只要合理分配精力和时间，科普和

科研并不矛盾，反而对科研大有裨益。我们

可以在科普活动中更好地了解国家和公众的

需求，进而推动自己的科研工作。”

除了参加“科学与中国”巡讲活动外，院

士专家们也在通过其他方式推动科普工作

发展。

能被人体吸收的生物“塑料”是怎么研制

出 来 的 ？ 被 划 破 的 航 天 器 如 何 自 动 愈

合？……前不久，金涌入驻短视频平台，发布

了几十条科普短视频。他从可控核聚变讲到

石墨烯，从能源转型讲到循环经济，把科学原

理与日常生活结合起来，用短短几分钟的视

频展现出一个奇妙的科学世界。

作为中国计算机学会理事长，梅宏介绍，

他们正在浙江东阳建设世界规模最大的计算

机博物馆，并将其作为学会科普工作的总部

基地。“博物馆内部将利用综合数字技术进行

布展，在互动性和趣味性上下功夫。”

作为全国政协常委，高鸿钧这几年的提案

都与科普有关。“比如，加快修订科普法及其配

套实施政策，强化各类科普主体责任；下沉科

普工作重心，把科普主战场放在基层，等等。”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总书记的回信精

神，带动身边更多科技工作者一起努力，通过

优质丰富的科普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把科

学的种子撒向更广阔的祖国大地。”高鸿钧说。

（胡征参与采写）

图①：金涌在做科普报告。

中国科学院供图

图②：薛其坤在做科普报告。

兰州大学供图

图③：四川省绵阳中学，沈保根（右一）在

解答学生的问题。 中国科学院供图

图④：浙江省仙居二中，学生在提问。

浙江省科协供图

图⑤：“科学与中国”巡讲活动走进兰州

大学。 兰州大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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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你们继续发扬科学报国的光荣传

统，带动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

业，以优质丰富的内容和喜闻乐见的形式，

激发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的兴趣，促

进全民科学素质的提高，为实现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断作出新贡献。”

7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与中国”

院士专家代表回信，对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

与科普事业提出殷切期望。

2002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宣部

等单位共同发起“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

讲活动，至今已在全国开展科普活动 2000
余场次，广泛传播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

神 ，在 推 动 科 学 普 及 上 发 挥 了 很 好 的 作

用。日前，本报记者采访了参与巡讲活动

的几位院士专家。 ——编 者

■编辑手记R

■讲述·弘扬科学家精神（特别策划）R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基础

性工作。只有通过科普，科技成果落地才

能找到更深厚的土壤，进而产生更大的经

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只有通过科普，科学

精神传承才能具有更充沛的动能，进而激

发蕴藏在亿万人中间的创新智慧。

在公众与科学之间，需要一批爱科学、

有担当的“架桥人”。参加“科学与中国”巡

讲活动的院士专家们，就是这样一群人。

20 多年来，他们用一场场科普活动，满足

人们对知识的渴望，点燃人们对科学的热

情。更重要的是，公众还能从他们身上体

会到严谨治学的魅力、躬身奋斗的精神和

励志报国的情怀。

“架桥”须群策群力、久久为功。除了

巡 讲 活 动 ，院 士 专 家 们 已 经 在 做 更 多 努

力。拍短视频，探索科普新渠道；建博物

馆，拓宽科普新空间；为制度建设鼓与呼，

推动科普队伍走得更稳更远。如今，还有

更多人以各种方式参与“架桥”。巡回展出

的流动科技馆把科学体验送到千家万户，

跨越山水的科普大篷车走向田垄阡陌、戈

壁高原……越来越多的“架桥人”，不断拉

近公众与科学的距离，为科技创造美好生

活贡献更多力量。

做 公 众 与 科 学
之间的“架桥人”

宋 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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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

发展座谈会上指出，在新的

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

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

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

代新的文化使命。

两个多月来，各地各有

关部门结合自身工作，以实

际行动积极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指导

推出大型通俗电视理论节目

《中国智慧中国行》，宣传阐

释“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

个 结 合 ”，网 络 播 放 量 超 过

6.4 亿。此外，还举办文化传

承发展系列优秀节目展播，

组织重点网络视听平台和互

联网电视集成平台在首页首

屏开设“文化传承发展”专题

专区，集纳播出文化传承类

优秀网络视听节目，加大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关题材

节目的译配支持，助力传承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视

听作品远播海外。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

文明，要坚定文化自信，坚守

中华文化立场。

金面具、青铜神坛、青铜

骑兽顶尊人像……四川三星

堆博物馆新馆里，一件件精

美 的 出 土 文 物 令 人 目 不

暇接。

7 月 27 日试运行以来，

数百件新出土“重器”首次展

出、AI 算法实现文物复原、

裸 眼 3D 还 原 考 古“ 方

舱”……新馆全面提升观展

体 验 ，开 启 历 史 文 化 盛 宴 。

“我们在突出视觉冲击力的

同时，力求更好呈现文物背

后的故事，让观众感受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增强文化自

信。”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朱亚蓉说。

暑假期间，江西井冈山革命博物馆游人如织。打开手

机扫码识别，游客就能通过虚拟空间和实景体验相结合的

数字化游览方式，穿越历史时空，走进峥嵘岁月……

通过不断创新博物馆红色资源的打开方式，厚重的历

史受到更多年轻游客青睐。“我们要运用好红色资源，让更

多年轻人了解井冈山的红色历史，在旅游中感悟井冈山精

神，涵养文化自信。”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袁海晓说。

随着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热映，古诗词热再度升

温。有“中华诗城”之称的重庆奉节，正大力推进城市建设

与传统文化相结合，利用文化景观石、地面投影等，让诗词

文化以更加生动活泼的方式走进人们的日常生活。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秉持开放包容，激扬中

华文明新活力。

广西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里，一尊身着青绿盛装的陶

壶在聚光灯下耀眼夺目，述说着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

路重要始发港的悠久历史和繁华盛景。展厅内，琳琅满目

的“海丝遗珍”吸引游客目光，其中有不少来自东南亚、南

亚、西亚和地中海地区。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副馆长林娟介绍，为了更好展现

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博物馆正积极利用现代动漫技

术让文物“活”起来，以更富时代气息的展陈方式让人们体

悟中华文明的博大胸怀。

夜幕降临，宁夏吴忠市盐池县，古老的长城关流光溢

彩，充满西域风情的胡旋舞尽显丝绸之路上的文化交融之

美，引得游客流连忘返。

盐池县文化旅游广电局局长李月新表示，以长城国家

文化公园建设为契机，当地深挖文化内涵，创作推出《盐州

胡旋》实景演出。“下一步，我们将以长城旅游廊道为载体，

打造长城徒步、自行车、自驾车等体育休闲赛事活动。”李月

新说。

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要坚持守正创新，赓续历

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

一幅幅精美的画作纳山河万景，一个个生动的卷轴展

水墨丹青。这个夏天里，参观者们走进中国国家博物馆以

及浙江杭州、宁波、嘉兴等地的博物馆、美术馆，感受“盛世

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带来的中华文化

之风。

为进一步做好“大系”及其他名画的研究普及工作，中

国美术学院创办期刊《读画》，邀请美术史专业人士、画家对

传世中国古代至近现代优秀绘画作品进行鉴赏研究，多方

位挖掘历代绘画的文化价值。

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刘香兰最

近又接到不少新订单。今年 6 月底在澳门开幕的“根与魂

——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上，她将一根根彩色纱线

织成精美的黎锦，一展非遗风采。“让古老技艺焕发新生需

要一代代人的努力，希望通过这次展演让更多人看见黎锦、

爱上黎锦。”刘香兰说。

展演活动是海南推动非遗“走出去”和文旅深度融合的

又一举措。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李辉卫说，

海南将加大非遗传承普及力度，让优秀传统文化展现时代

光彩。

走进西藏唐卡画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族唐卡

勉萨派自治区级代表性传承人贡觉杰，正带着学生一起创

作。《冈仁波齐风光》《四季花》等新题材唐卡让人眼前一亮，

细腻笔触生动呈现出雪域高原大美风光。

“唐卡绘制不仅要继承传统技艺，还要注重时代创新。”

贡觉杰表示，他会继续创作新唐卡，让传统技艺在传承发展

中绽放新活力。

“新时代山乡巨变创作计划”推进会、作家活动周、全国

文学报刊主编论坛……7 月以来，中国作协在各地接连举

办系列活动，鼓励和号召广大作家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讲

好中国故事，推出更多无愧于时代的精品力作。

“我们要以‘当代之笔’赓续中华文脉，描绘新时代的文

学风景，努力攀登文学高峰，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中

国作协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说。

（新华社北京 8月 17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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