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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星

走进武汉胜利街 155 号这幢百年

历史建筑，“陈孝平院士健康科普工作

室”映入眼帘。工作室内，醒目地张贴

着 40 多张健康直播海报。随意扫描一

张海报上的二维码，就能看到医学专家

将健康科普知识娓娓道来。

3 年来，武汉市先后成立 7 个院士

科普工作室，持续开展生命健康、自然

教育、信息通信、农业科技、精密测量、

智能制造、科学人文等领域的科普活

动。

日前，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党委

书记王挺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武汉市院士科普工作室开启了

‘科协引导、院士领衔、行业支持、团队

协作’的‘科普大合作格局’，正带动更

多科技工作者参与到科普事业中来，为

科普科创融合、区域产业发展和乡村振

兴汇入新力量！”

呼应需求，顶级专家做科普

2020 年 8 月，在武汉市科学技术协

会（以下简称“武汉市科协”）支持下，全

国首家由院士领衔命名的“陈孝平院士

健康科普工作室”挂牌成立。

“院士命名就是院士‘扛旗’，要发

挥院士的引领带动作用，保证科普内容

专业权威；意味着工作室要组织顶级专

家队伍，经常性、有计划地做科普。”谈

及工作室设计初衷，陈孝平院士这样表

示。

陈孝平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

院附属同济医院外科学系主任，2019年

被评为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在中

国科协举办的专场座谈会后，王挺建议

他发挥引领示范作用，做全国首个健康

科普工作室，传播权威健康知识和科学

精神。

新冠疫情初期，病毒来势汹汹。对

于如何预防，社会上众说纷纭。“医学专

家必须应时而为！”正在谋划组建院士

科普工作室的陈孝平主动联系武汉市

科协负责人，建议组织医学专家工作团

队，做好防疫抗疫科普工作。

“陈孝平院士健康科普工作室”第

一场活动，就是请时任武汉市金银潭医

院院长张定宇讲“防疫好习惯”。“权威

专家发声，公众乐于接受，公筷和分餐

制很快流行开来，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疫

情传播。”作为工作室承办单位——武

汉医学会的秘书长，黄晓刚至今记得，

在这场直播里，张定宇特别提倡实行分

餐制、使用公筷，减少疾病交叉感染的

机会。

第一期“一炮打响”。随后，陈孝平

走进直播间，普及“护肝”小知识。接下

来，工作室又结合世界心脏日、世界脑

健康日等时间节点或网络热点，邀请嘉

宾科普心脏、大脑、胃肠等方面健康知

识。截至目前，原创网络直播节目《院

士开讲：全民健康课》收看人次累计超

过 2.4亿。

健 康 科 普 不 只 在“ 虚 拟 社 区 ”。

2021 年 7 月，“陈孝平院士健康科普工

作室”组织 18 名权威专家来到武汉市

青山区社区进行义诊，与社区青年医生

展开对话。

“社区青年医生对职业发展有些迷

茫。”黄晓刚说，陈院士给他们讲自己当

乡村“赤脚医生”的经历，讲和基层百姓

打交道学到一生难忘的经验，鼓励社区

青年医生不断学习，坚定做“人民好医

生”的信心。

群众有所呼，科普有所应。自成立

以来，“陈孝平院士健康科普工作室”先

后组织 168 名知名医学专家，深入开展

志愿健康服务活动 300 余场，为群众传

播健康科普知识，有效提升了武汉市民

的健康素养。

科学普及是科技创新的基础，在全

社会形成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良好氛围，才能让创新智慧充分释

放、创新力量充分涌流。在武汉市科协

和社会各界的支持下，桂建芳、刘经南、

邓子新、孙和平、丁汉、徐红星院士领衔

的科普工作室相继成立。

把脉问诊，开出良方促发展

谈起“邓子新院士农业科普工作

室”的活动，武汉大学微生物学家邓子

新 院 士 团 队 秘 书 孙 雪 打 开 了“ 话 匣

子”。在她看来，“科普不仅是办讲座、

写图书，还应和科技创新结合，实实在

在助力产业发展、推动乡村振兴。”

2021 年底，“邓子新院士农业科普

工作室”联合“陈孝平院士健康科普工

作室”举行首场“乡村振兴院士行”活

动，带领 100 多位医学药学专家、农业

科学家和企业家走进湖北房县，与县政

府签订投资与技术合作协议 21 项、总

投资达 50亿元。

当地百姓欢欣鼓舞——这么厚的

乡村振兴“大礼包”来得太及时了。

“其实，我们前期去房县做了多次

调研，通过县政府了解当地百姓的需

求，开座谈会了解企业家面临的发展困

难，深入基层把脉问诊。”孙雪举例说，

羊肚菌是房县特色产业，但当地企业由

于不懂菌种培育，每次都要花大价钱购

买菌种，不仅增加了生产成本，也制约

了产业发展。“为此，邓院士专门联系食

用菌生物学专家张克勤院士到房县指

导，及时帮企业解决了菌种培育技术难

题。”

据介绍，因菌种优质，房县羊肚菌

产量增加了 10%—15%。“现在郧西县的

企业都去房县买菌种，还给我们打来电

话，请我们也带专家去教育种呢！”孙雪

说。

以房县为样板，“邓子新院士农业

科普工作室”将“科普+科创”的论文写

在了湖北省郧西县、浠水县、谷城县的

大地上。教浠水县农民种无籽石榴提

高榨汁率，为谷城县发展文旅产业建言

献策……尽管每次团队成员都直呼“累

得要命”，但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驱

使他们一次次踏上新的旅程。

“科普工作室是科普科创结合、促

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受到地方政府

和老百姓的普遍欢迎，也激发了其他院

士专家参与的积极性和成就感。”邓子

新说。

“这两年遇到好几位年轻人登门感

谢，他们都是我在各地做科学普及与技

术推广时的听众，不经意间促成了他们

创业。”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研

究员、鱼类遗传育种学家桂建芳院士对

此深有感触，“通过科普工作，促进地方

政府优化产业政策，促使许多年轻人找

准职业方向、成就一番事业，我自己也

很有成就感！”

汇聚资源，探索共建新路径

“一个人做科普，不如带动一群人

做科普。”这是院士科普工作室领衔院

士们的心声。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

创新研究院研究员孙和平院士说：“我

们联合科研院所、高校、湖北省多个省

级行业学会等单位和组织，引导更多

专家、科普志愿者和热心科技传播的

人士，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加入科

普工作室，组建起多方协同的高水平

科普团队。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已组

织志愿者深入学校、企业、机关等单

位，利用线上线下形式共开展科普活

动 200 余场。”

目前，7 个院士科普工作室已汇聚

起 23 位院士、752 名专家，联合相关单

位摸索出一条集聚社会化科普资源、激

发各类社会主体积极参与的共建路径。

“陈孝平院士健康科普工作室”与

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共建，“桂建芳

院士自然科普工作室”与武汉市园林和

林业局共建，“邓子新院士农业科普工

作室”与武汉市农业农村局、武汉市农

业科学院共建……

武汉市科协与共建单位每年提供

专项经费，帮助承办单位运营院士科普

工作室。

“在经费保障的基础上，科协还着

力在体制机制上下功夫，通过‘硬指标’

和‘软要求’，对院士科普工作室实施规

范化制度化管理，保证工作室持续、长

效运行。”武汉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

李定君告诉记者。

“硬指标”要求院士科普工作室每

年至少开展科普活动 20 场次，其中线

下科普活动不少于 10 场次，对每年创

作科普短视频、图文及科普读物的数量

也作了具体规定；“软要求”则参照武汉

市科协出台的《武汉市院士科普工作室

管理办法》及院士科普工作室团体标

准，对工作室运行情况进行定期跟踪检

查、考核与管理。

“今年 7 月，习近平总书记给‘科学

与中国’院士专家代表回信，强调‘带动

更多科技工作者支持和参与科普事业’。”

李定君说，“激活江城 75 名院士、数百

家高校与科研机构的存量，放大近千名

科技工作者参与科普的增量，提升千万

市民大众科普的质量，是使命也是责

任。武汉市科协计划在 2025 年前，再

建成 3个院士科普工作室！”

院士领衔的“科普大合作格局”如何形成
—— 武 汉 市 院 士 科 普 工 作 室 实 践 观 察

科技日报北京 10 月 19 日电 （记者付毅
飞 孙明源）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

北京时间 10 月 19 日，神舟十七号载人飞船与

长征二号 F 遥十七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

发射区。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

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

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图为发射区现场。新华社发（汪江波摄）

神舟十七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神舟十七号船箭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
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汝健）“6G就

是做算力网络，包括AI、感知、卫星……”

日前，在河北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上线运

营仪式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平在主题

演讲中表示，6G 总体技术应走“智简”

自主创新路线。

当前，6G 研发面临技术标准分立、

产业生态不够开放、网络安全与隐私保

护需要一体设计等方面的风险挑战。

基于此，张平建议，应以“智简”模

式为移动通信系统设计核心理念，大力

发展原创通信技术，包括基础理论、核

心技术和重大应用；实行“政府+市场”

双轮驱动模式，建设多方共赢的移动通

信核心技术创新联合体……

演讲中，华为昇腾计算业务副总裁

郝圣伟表示，AI 跨越技术出现拐点，预

计未来 2 年将落地 50%的行业核心场

景，从感知理解走向内容生产大模型。

随着大模型参数量的不断扩大，多

模态数据的使用将会带来更大算力需

求。如何夯实智能算力根基，共筑蓬勃

AI新生态成为与会嘉宾们的关注点。

在北京百川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

裁洪涛看来，搜索+大模型才是完整的

技术栈道，两者产生协同效应。算力高

效分配与利用、大规模语料获取和处

理、大语言模型训练调优等 6 方面成为

做好大模型底座的关键能力。

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发展高

地，廊坊有扎实的基础和巨大优势。“除

河北省委、省政府明确要求和支持外，

我市还出台了《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十三条措施》。”廊坊市委副书记、代市

长刘媛表示，华为、中兴等知名企业已

布局廊坊。

“我们将在提升人工智能产业能

级、营造优良人工智能产业生态以及发

挥财税支撑作用等方面促进人工智能

产业发展。”廊坊市发改委副主任王子

辉在解读产业政策时表示，将以普惠算

力赋能产业发展。

会议现场，清华大学脑与智能实

验室等 12 家高校和科研机构与河北

人工智能计算中心举行了签约入驻仪

式。“依托我国自主研发的 AI 基础软

硬件平台，规划了 300P 算力，一期建

设了 100P 算力。”该中心负责人张斌

介绍，这相当于 5 万台高性能计算机

的吞吐量。

以 算 力 为 基 共 襄 AI 产 业
—— 河 北 人 工 智 能 计 算 中 心 上 线 运 营

科技日报杭州 10月 19日电 （洪
恒飞 记者江耘 何亮）19 日，杭州第 4

届亚洲残疾人运动会火炬传递在浙江

省杭州市淳安县千岛湖秀水广场启动，

在杭州淳安、建德进行首日传递。“火炬

点燃那一刻，我的心情就跟熊熊燃烧的

火焰一样，非常激动。”杭州亚残运会火

炬传递第一棒火炬手、曾 19 次打破过

世界纪录的残疾人举重运动员谭玉娇

如是说。

此次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沿杭

州“三江两岸”世界级文化旅游设计路

线，在淳安县、建德市、桐庐县、富阳区、

萧山区依次传递，将于 10 月 22 日到杭

州奥体中心体育场，点燃主火炬塔。参

与传递的 600 棒火炬手中，有残疾人代

表 188名。

火炬传递现场，杭州亚残运会火炬

“桂冠”传递中国式浪漫。“桂冠”整体高

756 毫米，设计灵感源自良渚玉琮和杭

州市花“桂花”；顶部以双层镂空金属的

火口设计，保障轻量化与安全性，火焰

强健稳定；通体由月桂黄、虹韵紫组成，

两种颜色交相辉映，与亚运火炬“薪火”

相呼应，寓意“阳光、和谐、自强、共享”

的办赛理念。

值得关注的是，智能仿生腿、智能

导盲犬等技术应用参与火炬传递。在

智能导盲犬的引导下，第 13 棒火炬手、

杭州 90 后姑娘蔡琼卉顺利完成火炬接

力。她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传递

的不仅仅是亚残运会的火种，更是残障

人士的希望。平等地共享时代红利，我

们的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好。”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指挥中心

副指挥长杜作锋表示，智能仿生腿、智

能导盲犬技术在火炬传递中应用，向人

们传递“科技改变生活、让不可能变为

可能”的理念，为更多残疾人的生活带

来便利。

杭州亚残运会火炬传递在杭启动

◎本报记者 孙 瑜

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遭遇的重大海难事

故中，中国援外医疗队连续数日不间断工作，

让数百名伤者转危为安。

在与致命的埃博拉病毒斗争中，中国援

外医疗队挺身逆行、深入疫区，为当地建起公

共卫生体系。

在新冠疫情期间的严峻形势下，中国援

外医疗队没有条件创造条件控制疫情、救治

感染患者。

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马晓伟

在其署名文章中指出，中国援外医疗队派遣

是我国持续时间最长、派遣规模最大、实施效

果最好的援助项目之一。

60年来，不畏艰苦、甘于奉献、救死扶伤、

大爱无疆的中国医疗队精神赓续流传。中国

援外医务人员以精湛的医术抚平患者伤痛，以

健康中国的实践经验提高受援国家医疗技术

水平，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挺膺担当。

让医疗新技术在当地“生根”

2021 年，中国援多米尼克医疗队成功开

展当地首例临时起搏器植入术，多米尼克总

理罗斯福·斯凯里特在社交媒体上兴奋地表

示：“我们向着建立装备齐全的心内科迈出重

要一步。”

为了这次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手术，中国

援多米尼克医疗队队员、中山大学附属第一

医院心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德熙准备了两年，

还主动申请延期援外工作。

“多米尼克心血管疾病多发，但一直没有

心血管专科，很多新技术、新方案难以实施。”

吴德熙介绍，例如，有些患者有心脏骤停的危

险需要植入起搏器，尽管我国向当地捐献了

临时起搏器，但当地开展植入手术的人才基

础十分薄弱。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援外期间，吴

德熙一直主动指导和推荐当地医务人员，帮

助他们成长为专科医生。2021 年 5 月，吴德

熙与当地医生安德鲁合作完成了多米尼克首

例心脏临时起搏器植入手术。

安德鲁感触道：“我们不仅挽救了一名患

者的生命，还让多米尼克心血管疾病治疗实

现了一次飞跃。”

援外期间，中国医疗队员开展了大量的

创造性实践，不仅将国内的新技术、新理念运

用到当地医疗实践中，还为当地医疗水平的

后续发展开辟了新的路径。

中国援贝宁医疗队队员、银川市第一人民

医院儿科主任郎志存援贝期间在当地开展多项新业务，包括新生儿高胆红素血症的

蓝光治疗、新生儿窒息复苏术等，还充分发挥银川互联网医疗优势。郎志存带领医疗

队创建了“贝宁（洛克萨）—中国（银川）远程会诊中心”和“远程心电诊断中心”，首次使

用远程会诊系统为当地开展远程专家会诊、学术交流、业务学习。郎志存介绍，在国

内专家远程视频指导下，贝宁一名巨大甲状腺肿瘤患者的手术获得成功。

仁心仁术只为患者康复

2011年 9月，一艘载有 600余人的渡轮在坦桑尼亚桑给巴尔沉没。得知情况

后，中国第 24 期援桑给巴尔医疗队队长、苏州科技城医院副院长卢建林第一时

间联系相关部门，表示中国医疗队时刻待命，准备接受救治任务，同时制定了详

尽的救治预案，成立治疗小组，筹集药品和器械，由专人 24小时值班。

幸存者陆续被转到医院，他们有的有严重肺水肿，有的伤口被海水浸泡到发

白……所有中国医疗队队员通力合作、倾力救治。沉船事件进入第三天，海难幸

存者的救治工作仍在继续，医疗队已经鏖战了几十个小时。

经过艰难的努力，400多位沉船事故受伤者陆续康复。中国医疗队的快速反应

和精湛医术赢得了当地政府、医院同仁和百姓的高度赞誉。桑给巴尔总统在接见医

疗队全体队员时诚挚地表示：“你们的高尚工作，桑给巴尔人民会永远记住的。”

60年来，中国援外医疗队始终出现在需要他们的第一线——

埃博拉疫情肆虐时，感染人数激增，病死率升高，不少国家撤离了援非医疗

队。中国第 24批援助几内亚医疗队队长、北京友谊医院副院长王振常和队员们

却给自己定下了“打胜仗、零感染”的目标。王振常带领同伴协助几内亚开展埃

博拉防控培训，对当地近 2000 人开展埃博拉防控培训。几内亚政府为他颁发

“共和国勋章”。

援外期间，中国援刚果（金）第 17 批医疗队队长、河北省卫生健康委机关服

务中心书记王俊辉经历了当地两次大规模骚乱，但仍坚持开展义诊、公益活动，

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盛开在非洲大地的茉莉花”。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王

俊辉又带领专家组赴刚果（金）等非洲三国抗击疫情，行程 3 万 5 千公里，共开展

各类活动 130余场。

6次参加援外工作的内蒙古第四医院主任医师李俊升在卢旺达的马萨卡医

院和基本戈医院工作的时间累计约有十个年头。他最大的感触是，卢旺达非常

需要医生，常见病、多发病经常得不到及时治疗。

李俊升的外国同事恩森吉尤姆瓦对他最深的印象是：即使李医生下班了，无

论何时打电话给他，他都会说“我准备好了”。

“我们的知识和技术能实实在在帮助当地患者”“做好援外医疗工作已是一种

情怀”……中国援外医护人员一句句质朴、温暖的话语道出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一批又一批中国援外医疗队正以无我忘我、勇毅前行的责任和奉献，推动受

援国家健康事业的持续发展，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贡献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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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0月1日，中国第17批援刚果（金）医疗队队长王俊辉带领队员来
到刚果（金）国际SOS儿童村，给孩子们分发食品和礼物，并开展儿童义诊。

新华社发（国家卫生健康委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