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1
. 4
0
3
6
3
. 9
4
8
0
. 1
2
. 4
4
3
1
0
. 5
6
1
4

1 0 . 5 6
百
年
征
程

创
新
答
卷
·

科学
素养

责任编辑：王 倩

11
2021 年 7 月 1 日 星期四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时间来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这一

时期科普事业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1949 年 9 月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

会议共同纲领》第三条指出：“努力发展自然

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的建设。

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

1950 年 8 月，中华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

大会在北京召开，在会上成立了中华全国自

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

术普及协会，即新中国第一个科学组织和第

一个科学技术普及组织。1954 年 9 月，《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了“国家发展自然科

学 和 社 会 科 学 事 业 ，普 及 科 学 和 技 术 知

识”。在此背景下，我国第一个全国性的科

技发展远景规划《1956—1967 年科学技术发

展远景规划纲要》完成。任福君说，这标志

着我国的科技事业走向了以科技政策为指

导的有计划的发展阶段。

1958 年 9 月，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华全国

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和中华全国科学技

术普及协会合并成立中国科协。其基本任务

就包括学术交流和科技普及。

科普队伍有了自己的组织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邓小平重

申“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强调“必须大力做好

科普工作”。

1994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是新中国成

立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第一个科普方面

的纲领性文件。

200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

法》正式颁布实施，为科普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2005 年，《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

划纲要（2006—2020 年）》首次将科学普及与

创新文化作为一个专题，明确提出实施全民科

学素质行动计划，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建

立科普事业的良性运行机制。

2006 年，国务院颁布《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2006—2010—2020）》，将公民科学

素质建设上升为国家行动。

改革开放以来，政府推动、社会参与的科

普动员机制基本形成，科普政策体系不断完

善、系统。每一步都走得扎实有力。

任福君指出，我国逐渐建立了以政府为主

导，调动多部门联合协作，公共资源撬动社会

资源的科普事业宏观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这

成为科普事业不断发展的保障。

1996 年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建立，加

强了对科普工作的组织协调力度，有效整合了

分散在各部门的科技资源。

2006 年，全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成

立。

2008 年，中国科协会同科技部、中宣部、

教育部等成立了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

办公室，实行工作例会制度，国务院分管领导

同志每年都听取工作汇报，研究促进纲要实施

工作的重大政策措施，协调解决重大问题。

科普政策不断完善、系统

2012年 9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快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意见》开始在国家重大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公

民科学素质水平的建设目标。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普事业发展战略

全面升级，突出体现在科学普及事业战略地位

提升到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高度。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没有全民科学素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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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将科

普工作摆在事关国家创新发展全局的重要

位置。”任福君说。

任福君介绍，2012 年以来，科普事业不断

深化改革创新，提升信息化、协同化和国际化

水平，以更加强劲的科学普及之翼支撑、助推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和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秉持创新、提升、协同、普惠的理念，构

建层次丰富、良性循环、持续发展的公民科学

素质建设生态。建设数字化、智能化的“智慧

科普”新引擎，持续打造以“全国科技活动周”

“全国科普日”“科普中国”等为代表的科学权

威的科普品牌，形成汇聚海量资源、开放融合、

互动共享的科普服务平台，提高服务的质量和

效益。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从 2010

年的 3.27%提升到 2020 年的 10.56%，科普成

效显著。

短短几十年时间，为何我国公民科学素质

能够迅速提高，科普事业能够蓬勃发展？

任福君说，在科普事业中，中国共产党始

终奉行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把增进人民福

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瞄准青少

年、农民、城镇劳动者、社区居民、领导干部和

公务员等重点人群，因地制宜、因材施教、分类

指导、精准施策，从公众需求出发，不断创新科

普供给侧的能力建设和服务改革，促进在全社

会形成崇尚科学的社会氛围和健康文明的生

活方式，通过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提升有力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

在科普手段上，我国也注意广泛动员社会

力量，集成科普资源、创新传播平台。在科普

工作中，打通部门壁垒，实现科技资源的科普

化利用；动员各级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和广

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科

普工作；让产业界不断积极

参与科普，公益性科普事业

和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保

证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取

得长足发展。

此外，各地党委、政府

高度重视科普工作，25 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全民

科学素质工作纳入当地国

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 （2021—2035

年）》指出，面向世界科技

强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建设，需要科学素质建

设担当更加重要的使命。

新的时期，新的目标，新的

举措。未来，中国的科普

事业将会更加繁荣。

科普地位提升至空前高度

6月初，一份重磅文件公布。

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

（2021—2035 年）》，提出了两个目标：2025 年，

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5%；2035

年，这一比例达到 25%。

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以下简称中国科协）

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任福君感慨，它是我国新

时期科普事业发展的又一个里程碑。

现在，科学素质建设站在了新的历史起

点，我国开启了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新征

程。站在这个节点，回顾过去百年，任福君说，

可以看到，党对面向全体人民的科学普及的重

视初心不改，一以贯之。

普及科学，为创新培植肥沃土壤

中国共产党历来就重视科普工作。萌芽

时期的科普事业，是与党领导下的科技创新事

业同步开展的。

任福君说，革命战争时期，老区普通民众

的自然科学知识文盲率达 90%以上。中国共

产党将科学知识、文化普及工作和密切联系群

众的优良作风相结合，帮助他们过上“科学的、

进步的”生活。

1940 年 ，“ 自 然 科 学 研 究 会 ”在 延 安 成

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自然科学

学术研究团体。“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时通

过了《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宣言》，其明确规

定，要开展自然科学大众化运动，进行自然

科学教育，推广自然科学知识，使自然科学

能广泛地深入人民群众，使民众的思想意识

和风俗习惯都向着科学的、进步的道路上发

展。以此为契机，陕甘宁边区的科普活动逐

渐繁荣。

科普萌芽在革命老区破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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