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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河北农业大学研究员郭素萍来说，李保国是生活

伴侣，也是工作上最好的搭档。

这两位河北农业大学的老师 30 多年把自己所学全

部倾注在太行山间。上世纪 80年代，郭素萍和爱人李保

国教授就离开大学办公室，一心扎根农村搞科研。30 多

年来，两个人走遍了太行山区的大小山村，“山当餐桌地

当炕，躺在地上吃干粮”，就是他们真实的生活写照。

曾经的荒山秃岭、穷山恶水如今变成了太行山最绿

的地方，曾经贫困的村庄和村民逐步摆脱贫困走向富裕，

李保国也被誉为“太行山上的新愚公”。不幸的是，2016

年，李保国因病离世。

“保国手机里有 400多位农民朋友的电话，以前他们

经常打来咨询问题。他去世后，我没把手机停掉，接到

300 多个电话，帮他们一一解答。”在郭素萍看来，这是一

份信任，绝不能断。当果农们陆续听说李保国去世的消

息后，电话越来越少了，郭素萍索性把自己的手机号登在

了当地的大小媒体上，继续为果农们服务。

已届花甲之年的郭素萍如今每年有 300 多天在下

乡。把先进的果树栽培等技术带给了广大农民，让乡亲

们脱贫致富，始终是她人生最大的心愿。

郭素萍以女性特有的温婉与细致，在燕赵大地的沟

沟坎坎里继续播撒科技的“火种”，践行着“太行新愚公”

的精神。在她的心里，“保国虽然走了，但是我们的团队

还在，他没有完成的事业，我们继续完成。”

郭素萍好像更忙了，河北曲阳张家庄、内丘岗底、临

城绿岭，还有江苏徐州、新疆若羌……她一年中 90%以上

的时间都行走在乡亲们需要的地方，“把我的手机号给乡

亲们”也成为郭素萍的口头禅。

作为林业科技工作者，郭素萍先后主持（参加）完成了

国家、省级科研课题18项。同时，她把更多的论文写在了

大地上。曾经有人和她说：“你运气真好，每次去一个地

方，这个地方就有变化。”她笑着回应：“不仅仅是运气，我

在每个地方都走过每一片田、看过每一棵树，农民朋友们

喜欢我、和我有感情，我自然就能带着他们一起致富。”

郭素萍：在太行山间播撒科技“火种”

全国特级教师、浙江省温州市籀园小学的科学课老

师陈耀以前有台破旧的桑塔纳，这台他和学生们一起修

理装配的旧车在孩子们心里是“神一样”的存在。它不光

能在周末拉着他们去田野山间考察，更能变成无所不能

的“科学实验室”。“蟑螂在陈老师车上会不会饿死？”“绿

豆浇水后倒进后备箱的角落会怎样？”……陈耀就这样在

孩子们心间种下一个个科学的梦想。

20 多年来，陈耀唤醒了无数孩子科学探索的欲望与

好奇，让无数孩子亲身领略了科学的魅力与旖旎。但这

背后，是他的艰辛探索和执着追求。

1994 年，刚刚 20 岁的陈耀来到一个乡村学校任教，

扑面而来的是一种深深的失落感。每当同学和家长们从

他身边路过，经常把他像空气一样无视。原因何在？那

时的自然课，老师大多是照本宣科，孩子们自然不会喜

欢。他决定改变这种状况。

陈耀争取让孩子们每一节课都做科学试验。比如书

上介绍了光合作用，他就问孩子们，这个试验你们能做

吗？然后启发孩子试验各种办法。慢慢地，孩子们越来越

喜欢科学课。陈耀笑着说：“我，成为孩子们心中的男神。”

2003 年，科学试验的“战场”从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陈耀来到了温州市籀园小学。但现实再次给他当头一

棒，他成立少年科学院，10天只来了 9个人。陈耀使出了

拿手绝活——科学考察。学校附近有一座山，有很多的

传说，孩子们一听立刻眼睛发光，兴致勃勃地对大罗山进

行科考。

陈耀在带领孩子们学科学的路上越走越远。他发起

建设的“家庭科学实验室”从一个班扩散到 300 多所学

校；他开发的“田园科学课”改变了一所山村学校的生存

状态；他发起成立“苹果树之友”公益科普组织，自费到条

件落后的乡村学校支教。

当一个又一个的孩子走上各类科技奖项的领奖台，陈

耀感到格外激动与光荣。他说：“也许不是每个孩子都会

成为科学家，但我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体验到科学探索的无

穷快乐，希望每个孩子都有成为科学家的伟大梦想。”

陈耀：让讲台成为科学梦起飞的塔台

“礼赞共和国、追
梦新时代——科技志
愿服务行动”倡议

科技报国、创新为民，

是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崇 高 志

愿。值 此“ 全 国 科 技 工 作

者日”到来之际，我们与广

大科技工作者一道，积极投

身“礼赞共和国、追梦新时

代 —— 科 技 志 愿 服 务 行

动”，以实际行动向新中国

70华诞庄严献礼。

爱 国 奋 斗 ，服 务 基

层 。 传 承 爱 国 、创 新 、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

学 家 精 神 ，弘 扬 奉 献 、友

爱 、互 助 、进 步 的 志 愿 精

神，服务基层、服务发展，

扎根筑梦，礼赞共和国、建

功新时代。

创新引领，支撑发展。

坚定创新自信，坚持自主创

新、协同创新、开放创新，勇

闯无人区，敢于突破“卡脖

子”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

大地上，让志愿服务闪耀科

技之光、结出创新硕果。

科学普及，造福人民。

以人民为中心，走进社区和

乡村，普及科技新知，助力

精准脱贫，满足人民群众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推动公众

更好理解科学，让科学更好

普惠公众。

务实合作，协同进步。

开放汇聚资源，搭建平台枢

纽，拓展互助渠道，促进供

需对接，以高效服务和务实

成果，不断增强科技志愿服

务行动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周围，爱国铸魂、

奋斗礼赞、自信筑梦、创新

建功，凝聚奋进动力，续写

时代华章！

《餐桌上的小秘密》《网购自制食品安全吗？》《最大的

食品安全隐患可能在你家里》……这些广受欢迎的科普

作品都是钟凯的得意之作。

钟凯是科普中国十大科学传播人物之一，现任科信

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兼任中华预防医学会

健康传播分会常委、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青委会副主

委等职。他毕业于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从事食品安

全工作近 20年，业余时间在果壳网等多个知名平台发表

大量食品科普作品。同时运营着食品营养大号——“钟

大厨在江湖”。

由于自称“钟大厨”，不少人误以为钟凯是厨子，并对

他说：“好好做你的菜，别瞎说。”但钟凯喜欢科普，根本停

不下来。从碘盐到添加剂的常识，从中国人的反式脂肪

酸摄入量到微生物污染导致的食品中毒事件，他的科普

文章内容广泛，语言风趣幽默、通俗易懂；从小龙虾是否

有毒到阿斯巴甜安不安全，他及时发声，在辨明是非、粉

碎谣言的道路上未有懈怠。

“我曾经在实验室，每天和小白鼠、瓶瓶罐罐为伍，现

在身处食品安全的江湖，每天与谣言作战。”钟凯说，科普

和科研一样很重要，而且并不简单。“专业人士说我写得

不严谨，公众说我写得太复杂，说食品好会被认为收到广

告费，说食品不好会被指责给竞争对手代言。尽管质疑

不断，但食品科普这项工作不能按下暂停键。”钟凯说，谣

言层出不穷，希望公众能够养成科学思维、学会科学思

考，从而提高自觉抵抗谣言的能力。

健康传播的工作是一座长城，钟凯把自己比作长

城上的一块砖。“我的初心是让科学技术造福中国人的

餐桌。”

钟凯：不爱辟谣的科普人不是好“厨子”

几乎每周末，都有一个骑着摩托车在陕西省渭南市

秦岭北麓穿行的身影。这个人是 49岁的雷振民，他生于

陕西省合阳县，现为渭南市科学技术协会副主席。但人

们更愿意称他为“暖男”或是“快乐哥”。

他 认 为 快 乐 易 获 得 ，脸 上 始 终 洋 溢 着 青 春 的 笑

容，久而久之朋友便叫他“快乐哥”。多年来，雷振民

一直活跃在公益活动中。他关爱农村留守儿童、空巢

老人等特殊困难群体；坚持 4 年带领志愿者帮助干燥

综合征患者张莎莎，使原本卧床不起的莎莎能够站立

并借助拐杖行走。他还策划了爱心接力援助马欢的

行动，坚持 5 年给这名孤儿的学习生活提供帮助，使

她顺利完成初中、高中学业，并以优异成绩考入西安

外国语大学。

雷振民定期为渭南市临渭区桥南镇留守儿童之家、

特殊教育学校的孩子开展志愿服务，关注他们的衣食住

行，犹如春风化雨，润物无声。为了解山区孤儿的生存状

况，他经常深入山村走访。仅 7 年就跑遍了临渭区东西

两塬的大部分村庄和学校，行程达 9万余公里，拍摄数千

张照片，并利用网站、论坛和 QQ 群撰文呼吁社会传递爱

心，被他帮助过的孩子称他“雷爸爸”。

在第三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坚持志愿服务的雷振

民呼吁更多人一起播撒爱心的种子。在他看来，志愿服

务是一种精神、文化，也是一种事业。三毛说，其实活着

还真是件美好的事，不在于风景多美多壮观，而是在于遇

见了谁，被温暖了一下，然后希望有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

小太阳，去温暖别人。雷振民颇有感触地说：“志愿服务

就是我理解的最好的温暖方式。只要生命不止，我为公

益奔走的脚步就永远不会停歇。”

雷振民：愿作温暖别人的“小太阳”

在全国范围内，独特的饮食生活习惯使得新疆心血

管疾病的情况比其他地区更为严重。

木胡牙提是哈萨克族人，身为一名中共党员，他致力于

减轻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痛苦。作为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

医院少数民族的青年专家和业务骨干、优秀的医务工作者，

木胡牙提以老一辈专家为榜样，扎根边疆、无私奉献。

在天山南北，处处留下了木胡牙提的身影。他将病人

的健康放在首位，工作十余年中救治病人不计其数，在广

大患者中赢得了良好声誉。他热忱为各族患者服务，凭着

自己精湛的医术，治愈了一批又一批心血管疾病患者，国

外病人慕名而来。木胡牙提每年主持心血管介入手术200

余台，并在全疆积极推广心血管疾病防治新观点、新技术。

木胡牙提出生于新疆托里县。据说，“托里”一词源

自蒙语，意为“镜泉”，因城中有一汪清洌甘美的泉水，远

望犹如明镜。木胡牙提的正直、良善和温润就像这汪清

泉。人们评价说，木胡牙提不仅救人于伤痛，更救人于困

惑、救人于愚昧。他用多民族语言把心血管疾病的相关

知识传递到新疆南北，他像个勤恳的布道者，传播健康知

识，倡导人们养成良好生活习惯，主张预防为先。“不仅要

治病，更要防病”。

身为一名教师，木胡牙提善于把枯燥的书本知识和

临床案例结合起来，其深入浅出的授课，深受学生喜爱。

木胡牙提先后荣获“第三届新疆青年科技奖”、第十一届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以及“感动新疆十佳青年”等。

“科技无边，志愿无界，大爱无疆”，作为一名科技志

愿服务工作者，木胡牙提依然在行走。

木胡牙提：天山南北 布道健康

江豚是全球鼠海豚科唯一的淡水亚种，被誉为“水中

大熊猫”和长江生态的“活化石”。但由于过度开发和环

境污染，江豚数量急剧下降。目前，长江江豚种群数量远

低于国宝大熊猫。

一批批江豚保护志愿者涌现出来，其中有一位银发

的七旬老人，被亲切唤作“豚爷”。他叫陈宜林，从 2010

年开始，一直为保护江豚奔走呼号。

陈宜林说，对不同的人要用不同的科普方法。“我们

对社区老人说，阳春三月不吃鱼。对小学生说，阳春三月

不打鸟。对幼儿园的小朋友讲什么呢？让他们回家拽着

爸爸，让爸爸少开私家车，让爷爷少抽一支烟。”在陈宜林

看来，野生动物保护，要着眼大众，精于微末。在他的努

力下，一系列保护江豚生态环境的文创产品应运而生，其

中最有名的是环保款的扬州剪纸。

他还发起成立扬州市江豚保护协会，加入扬州市科

普讲师团，每年举办“长江江豚讲坛”等公益讲座近 30

场，为重建江豚美丽家园呐喊。他培养了不少大学生科

普志愿者骨干，扬州的江豚保护活动在长江沿线城市中

知名度越来越高，引得中科院水生所专家数度前往考

察。陈宜林和志愿者就江豚现状及保护可持续性提出的

建议，曾得到李克强总理“点赞”。他多次获得扬州市十

大新闻人物、十大温暖人物、十佳科普志愿者等荣誉，领

衔项目入选江苏十大环保案例。

“保护江豚，不仅仅是保护动物，而是为了唤醒人

们内心的道德和信仰。宣传环保，追求人与自然的和

谐，是为了追求一份可传续的情怀。这份情怀会成为

一 个 人 成 长 的 原 动 力 。 我 们 希 望 播 下 种 子 ，点 亮 心

灯。”陈宜林说。

陈宜林：为保护江豚奔走的“豚爷”

科技志愿服务行动

礼赞共和国 追梦新时代

编者按 5 月 30 日，第三个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来临。科技

工作者们用一份“科技志愿服

务”的倡议庆祝自己的节日。

“ 研 必 以 报 效 国 家 为 己

任 、学 必 以 反 哺 人 民 为 担

当”。秉持着这种精神，一代

代中国科技工作者从服务奉

献中体现自身价值，在互助进

步中砥砺前行。

从航空航天发展，到乡村

科普行动，从东西部能源开发，

到生命科学领域突破，到处都

有科技志愿服务者的身影。今

天，让我们认识其中的几位，从

他们的故事中感受科技服务的

魅力和力量。

本版文字由实习记者代小佩整理报道

视觉中国视觉中国

郭素萍郭素萍 陈耀陈耀 木胡牙提木胡牙提 雷振民雷振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