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近日，“典赞·科普中国”特别节目揭晓科普中国年度特别人物和年
度科普人物榜单。本报将陆续刊登获奖人物的故事，带领读者走近这些科普达
人，也期待更多人关注科普、投身科普。

“科普就是我一辈子的事”

“擅长的领域做到极致，就是了不起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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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达人
“这是对我25年来坚持普及气

象卫星和航天知识的最高肯定。”4
月 14 日，“典赞·2023 科普中国”特
别节目播出，中国卫星气象领域科
学传播专家、正高级工程师曹静得
知入选“年度科普人物”后说道。

曹静个子娇小，留着齐耳短发，
说话慢条斯理。她说，得知获奖时脑
海中忽然冒出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
提出的5W模式，即“我是谁？做些什
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做？有什
么效果？”而且放电影般闪现出一个
场景：一个追星人几十年如一日，向
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普及高科技知
识。她调侃，这是科普“职业病”。

曹静：做理性又温情的科普
□□ 科普时报记者 代小佩

退休后，曹静把大部分精力
投入科普活动。“只要公众喜欢，
有需求，科普就是我一辈子的
事。”

时光回溯，曹静1989年进入广
州气象卫星地面站（广东省气象卫
星遥感中心）工作。当时，全国的
卫星站屈指可数，对公众而言，卫
星站这种地方有些“神秘”。1999
年，单位开设科技服务科，曹静任
科长。

一直以来，卫星站都是以卫
星数据接收、转发、测距等规定业
务为主，科技服务科要做什么？
曹静琢磨在新岗位上怎么干。

公众的好奇启发了曹静。当

时，很多人对卫星站工作不了解，
来信咨询金星、木星等行星问
题。“既然公众好奇，何不把科普
纳入科室业务？”曹静把科研和科
普定位为科室发展的两条腿。

两 条 腿 走 路 ，两 条 腿 都 得
壮。曹静说：“科研和科普相互关
联，不可割裂，而且彼此促进。”

在 她 看 来 ，科 研 是 科 普 之
源。曹静一边带领团队深入分析
卫星数据做科研，一边摸索自制
气象科普道具，扩充科普素材
库。“小到卫星拍摄的一张气象图
片，大到卫星的工程之美，都可以
用来科普。”曹静说。

另一方面，科普也能反哺科

研。“科普是检验专业程度的试金
石。因为好的科普需要掌握扎实
的专业知识，而公众反馈有时也
能激发科研新思路。”

2001 年，曹静团队获中国气
象科技贡献奖，他们建立的全国
首个气象卫星领域科普教育基地
被认定为广州市 001 号科普教育
基地，现已成为全国优秀科普教
育基地。

近年来，曹静还主持建设了
风云卫星博物馆等科普场馆，她
还担任《果壳》特邀作者、《科普时
报》专栏作者，主创出版科普图书
6本，发表原创科普文章100多篇，
举办科普讲座500多场……

科普工作如此高产，曹静有
何秘诀？

“科技工作者做科普肯定很
有优势。”曹静回忆，多年前去英
国考察，当地的科普理念给她留
下深刻印象。英国要求科学家每
年必须参与科学教育，且要满足
规定天数，此外英国还会对一些
媒体人开展科学培训，以促进科
学家和公众的对话。

曹静透露做科普的经验：“一
是厚专业，把专业吃透才能释疑
解惑；二是敢创新，不在观念、形
式、内容等方面设限，只要有利于
科普，都可以为科普所用；三是多
实践，通过科普活动积累经验，不

断总结提高，不断迎接新挑战；四
是少功利，科普工作耗时耗力，只
有兴趣引导、不计名利、保持初
心，才可以乐在其中、广受欢迎。”

“科技工作者做科普，除了普
及科学知识、科学方法和科学精
神，还应提高人文素养，起到价值
观引导作用。”曹静强调。

在采访中，谈及气象卫星和航
天知识时，曹静舌灿莲花，时而比
喻，时而排比，深入浅出阐释了风
云卫星和中国航天事业的科学
之美。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
科普。大家在自己擅长的领域做
到极致，就是了不起的事。”曹

静说。
她对青少年科普尤为热情，

退休后依然活跃在科普讲台。有
学生等候一个多小时只为告诉曹
静一句“还想听你讲卫星”；有小
女生听完讲座后羞涩地问“老师
能抱抱你吗”；有学生约定“考上
心 仪 大 学 第 一 时 间 通 知 曹 老
师”……这些温情瞬间化作她科
普的动力。

“给孩子做科普不是为了激
励他们都当科学家，科普也是教
育，希望他们将来无论从事何种
工作，都能受益于科学思维和科
学精神。”曹静莞尔一笑，“这才是
理性又温情的科普吧。”

曹静在作科普报告。（中国科协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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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记者毛梦囡） 4 月 28 日，

由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等共同主办的第十九届中国青年女
科学家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

王红霞等20名女科学家获得第十九届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总体设计及验
证团队等5个团队获得第十九届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团队奖；丁文娜等10人入选第八届未来女科
学家计划。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于2004年设立，是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和欧莱雅集团设立的“世界杰出女科
学家成就奖”在中国的延伸。20年来，奖项规模已
经从每届5人增加到每届20人，成为面向女性科技
工作者并连接国际表彰平台的重要奖项。

2014年，奖项首次开设未来女科学家计划，致
力于发现和培养处在博士或博士后研究阶段、具有
较强科研能力和发展潜力的女性科技工作者。

第十九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个人奖名单（20人）

1.王红霞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人民
医院肿瘤中心主任/主任医师

2.王连荣 武汉大学教授
3.冯晓娟 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

副所长/研究员
4.曲 静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
5.吕琳媛 电子科技大学基础与前沿研究院

教授
6.李 敏 中南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教授
7.李婵颖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
8.何琼毅 北京大学物理学院长聘教授
9.陈玉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航空科学与工程

学院副院长/教授
10.陈思宇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
11.陈彩莲 上海交通大学自动化系教授
12.陈 婷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13.范宣梅 成都理工大学国际交流合作处

处长/研究员
14.赵春晖 浙江大学化工学院副院长/教授
15.段巧红 山东农业大学教授
16.贾桂芳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

研究员
17.黄 敏 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研究员
18.焦淑红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19.鲍红丽 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

研究员
20.谭 倩 广东工业大学生态环境与资源学

院院长/教授

第十九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团队奖名单（5个）

1.大涵道比涡扇发动机总体设计及验证团队
依托单位：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
2.飞行器智能控制团队
依托单位：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四研究院

十七所
3.白羽肉鸡原种“状元白”研究团队
依托单位：福建圣泽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4.极端苛刻环境油气田腐蚀防护团队
依托单位：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西北油田分公司
5.磁电信息功能薄膜与集成器件团队
依托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第八届未来女科学家计划入选者名单（10人）

1.丁文娜 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博士后

2.王 宁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博士后
3.王悦存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4.尹乔之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
5.刘 婷 西北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
6.李 雨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
7.杨 慧 江西农业大学副研究员
8.孟佳琳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博士后
9.曹端云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后
10.蔡佳蓉 南开大学化学学院博士后

新一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