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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佳星

“妈妈绝经后再次见红，家里人都觉得是因

为生活条件变好了，但其实这是子宫内膜癌的

先期‘预警’。如果我们当时知道关于早期癌症

的知识，就能早治疗，而不是任由癌细胞夺走她

的生命。”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

学系副主任谭先杰说。

母亲因晚期癌症早早离世成了谭先杰一生

的遗憾。为了让这样的遗憾不再出现，谭先杰

决定倾尽全力将医学知识普及给每个人，让他

们在遭遇病痛前就了解相关知识。

他撰写科普书、为患者细致答疑、录制科普

节目，尝试各种方式让医学知识传播更广；他自

掏旅费为边远地区妇女开办讲座，足迹遍布全

国各地；他创作医学科普读物《子宫情事》《话说

生命之宫》等……《话说生命之宫》荣获 2023 年

度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2024年，谭先杰

被科技部、中央宣传部、中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

工作先进工作者。

“要用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宏观的事物作比

喻，描述微观世界中发生的事件。”谭先杰道出

医学科普贴近群众的“秘诀”。

“比如，宫颈上皮内瘤变是宫颈癌的癌前病

变，它分为三个级别，还分不同类型，这些专业

说辞容易让非专业人士难以理解。”谭先杰说，

“但如果把宫颈上皮想象成一堵墙，而将异常细

胞想象成贴着墙壁生长的‘爬山虎’，就会好理

解得多。”

患者认为谭先杰的解释非常生动。他的病

人经常说：“从来没人跟我这么解释，现在很少

有人愿意花心思考虑怎么解释我们才听得懂。”

谭先杰说，医学科普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科

普疾病的典型症状、危害性、引发因素等都是医

学科普的分内事，但是应谨慎科普对某一病例

的具体诊断和治疗方案，因为即便是同一疾病

在不同人身上也会有不同的表现，公众无法照

搬诊疗方案。这些科普的价值就不大，反而可

能由于公众误学误用，对医学科普的权威性带

来负面影响。

“正如我的老师、中国工程院院士郎景和一

直强调的，科普是医生的责任，目的是让公众知

道更多有关疾病的知识、提高健康素养，但并不

是希望每个人都成为医生。”谭先杰说。

出书、当嘉宾、录制节目、做讲座，这些工作

看似“万人瞩目”，谭先杰却鲜少提及他在背后

做出的努力。“2012 年做科普前，我还申请到好

几个科技攻关计划等，做科普后我就几乎没再

申请科研项目了。”谭先杰告诉记者，要投入时

间做科普，就不得不对科研工作有所舍弃。没

有科研成果、文章发得不多，这些一度让谭先杰

感到失落。

不仅如此，2014 年，他凝集心血完成的《子

宫情事》一书出版，围绕书中内容，出版社组织

了一系列科普宣讲活动，但谭先杰的科普宣讲

却得到个别网友“不务正业、卖书赚钱”的评

价。这让彼时的谭先杰深感挫败。“那之后一年

多，我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宣讲活动。”谭先杰

回忆，“郎景和院士得知后和我做了一次深刻交

流。他说，科普不是不务正业，而是医生的主业

之一，是医生社会责任和职业良知的体现。如

果仅仅做为群众看病的工作，就还不能被称为

好医生。”

2016 年 2 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郎景和的

署名文章《科普是科学家的责任》。

“自那之后，我做科普工作就再没有犹豫和

彷徨。”谭先杰说，近年来，科学普及工作受到越

来越多重视，得到普遍认可和制度上的支持。

人们认识到，科普是一项长期基础性工作，它对

社会的贡献难以估量。

谈及未来的工作计划，谭先杰说，下一步他

仍将聚焦“关爱妇女、保护母亲”项目，并更加关

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云南等地的女性同胞

健康，帮助她们提升健康素养和健康筛查水平。

谭先杰：做不只会看病的好医生

图为谭先杰在进行科普。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近日，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名单公布，195 个单位、302 名个人受到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表

彰。他们多年如一日在科普一线奉献智慧与力量，有的量身定制科普方式提升公众对环境问题的认知，有的用农业科技知识

帮助农民致富……为此，本报推出特别报道，选取其中代表，展现他们在科普工作中的实践、探索以及贡献。

扎 根 科 普 一 线扎 根 科 普 一 线 传 播 科 学 知 识传 播 科 学 知 识
——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特别报道

“这个基地是科普推广甘蔗新品种和机械

化、水肥一体化技术的示范基地。”近日，在广西

壮族自治区崇左市龙州县龙州镇塘巧村的甘蔗

新品种新技术示范推广基地里，正忙着开展管

护作业的王胜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作为科普工作者，王胜东扎根边境一线十

多年，开展系列农业实用技术培训和农村科普

宣传活动，为稳边固边和乡村振兴作出贡献。

广西农垦龙北农场是王胜东参加工作后的

“第一站”。也是在这里，他产生了开展科普活

动的想法。“当时，农场职工管理技术水平不一，

导致种植出的农产品销售价格浮动较大，收成

往往难以覆盖成本。因此，我开始思考怎样才

能改变这一状况。”

2009 年，王胜东牵头组织建立龙州县金子

水果协会。这个协会致力于利用专业知识对农

场职工和周边群众进行柑橙等种植技术的科普

宣传，提高他们的种植管理水平和经济收入。

这些年来，王胜东一直在探索通过创新又

接地气的方式，推动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与传

播，让农业科技知识照亮群众致富之路。

2024 年初，广西崇左甘蔗林出现了甘蔗开

花的现象，让蔗农担忧。

“崇左市是中国的‘糖都’，几乎家家户户都

种植甘蔗，任何甘蔗的小问题都是群众的大问

题。”王胜东说。

为了缓解蔗农的焦虑情绪，王胜东拍摄制

作了一期甘蔗开花的视频，科普其原因并介绍

应对措施。视频得到广大蔗农的认可，也引发

很多网民留言讨论。

“线上科普能够以较小的成本获得较好的

科普效果。这个科普视频我只用了半天时间拍

摄、半天时间剪辑，全网点击量却达 13 万多

次。”王胜东介绍。

2009年以来，通过“全国科普日”“八桂科普

大行动”等活动，王胜东组织龙州县金子水果协

会科普志愿队开展下乡巡诊、科普宣传活动超

过 1200次，辐射 8300多人次。

王胜东还在边境一线开展农业实用技术培

训，助群众致富。其中，王胜东推广的“苯醚甲

环唑在黑皮果蔗上的运用技术”，每年为龙州县

黑皮果蔗种植户多创收 4000多万元。

以前，龙州县上龙乡上龙村农户符超亮种

植的黑皮果蔗，经常遇到断尾和掉腊严重等问

题。王胜东向他科普了该技术。

“运用苯醚甲环唑的配方后，黑皮果蔗能够

保持表皮蜡质不褪色。这提高了甘蔗品相，收

购商在收购时，愿意给出更高的价格。”王胜东

介绍，在应用该配方后，符超亮每年收获的甘蔗

总是很快销售一空，售价也普遍较高。

近年来，龙州县金子水果协会依托会员骨

干和乡土专家的力量，在龙州县乡镇和周边市

县累计推广普及农村实用技术 26 项、培训群众

超 18300 人次，帮助广大边境群众提高了种植

水平。王胜东也先后荣获“全国科普带头人”

“全国十佳乡土科技人才”“广西优秀科技志愿

者”等荣誉。

“科普工作确实很难，让群众接受一项新技

术并不容易。但是当我们通过努力，让群众优

化种植管理方式，继而不断增加收入之后，此前

遇到困难时产生的阴霾就会一扫而光。我认为

这就是科普工作的意义所在。”王胜东说。

王胜东：用科技铺就农民致富路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许莉敏

“下面，我就从三瓶水讲起……”在 2023 年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中国经济大讲堂”节

目中，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环

境基准与风险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丰昌

分享了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取得

的焦化废水、市政污水、饮用水“三瓶水”治理成

果，对我国水体污染治理与水环境质量改善背

后的科技支撑力量进行了生动科普。

吴丰昌曾在国外留学 8 年。2008 年他从中

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调入中国环境科学研

究院，开始从事环境基准标准与风险防治研究

工作。在一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科普活动中，

吴丰昌发现，非专业观众对很多环境问题几乎

一无所知。

这一发现让他深受触动。“生态环境问题

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尽管我们发表

了很多科学论文，但公众对其了解甚少。这就

需要我们用通俗形象的语言把最新研究成果

传达给公众。”吴丰昌说，这让他认识到科普的

重要性，并决定将科普作为科学研究的一部

分，以讲故事的方式来阐述环境基准的背景和

发展情况。

在吴丰昌等专家的推动下，中国环境科

学研究院及国家重点实验室已经连续 13 年

举行科普日活动，显著提升了公众对环境问

题的认知。

在科普实践中，有很多打动吴丰昌的瞬

间。特别是当他向别人解释一个复杂的科学概

念时，看到对方眼中恍然大悟的神情，见证人们

从困惑到领会的转化过程，会让他深刻体会到

科普工作的意义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更是在帮

助人们建立理解世界的桥梁。

“记得有一次，一位中学生听完我关于环

境污染物的讲座后兴奋地告诉我，他也想成

为一名科学家。”吴丰昌说，“这让我深受感

动。我意识到，科普还可以点燃人们心中的

科学梦想。这让我更坚定了继续从事科普工

作的信念。”

为了更好参与和推进对学生和公众的科普

工作，吴丰昌担任了教育科学出版社《科学》教

材顾问、《守护地球家园》系列图书主编；他成为

《科学故事会》专栏作者，以漫画形式向青少年

宣传生态环境保护知识。作为中国科学技术馆

专家志愿者，吴丰昌参加“科学家与设计师共话

展览—守护地球家园”活动，为公众讲述展览展

品背后的创作心得与故事；参加“共建清洁美丽

世界”世界六五环境日科普活动“青少年生态环

境科学知识汇报展演”……由于科普工作硕果

累累，吴丰昌获得了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

称号。

如今，吴丰昌在思考如何更好地开展生态

环境领域的科普工作。“要根据受众群体的特点

来确定科普形式和传播方式。例如，对于学龄

前儿童，可利用社交媒体平台，制作通俗易懂的

趣味动画来宣传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对于学生，

则应推动生态环境科普纳入学校教育课程，培

养他们的环保意识；在科普内容、形式以及传播

渠道上，也应进行多元化探索，利用新媒体、在

线课程等多种传播渠道，扩大科普覆盖面，吸引

不同年龄和背景的受众；加强科研机构与科普

团体的合作，定期举办科普讲座、展览等活动，

让科研成果更好地转化为公众可接受的科普知

识。”吴丰昌说。

吴丰昌：点燃人们心中的科学梦想
◎本报记者 李 禾

正值暑期，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的桥

梁博物馆中游客络绎不绝。走进博物馆序厅，

一幅大型浮雕墙面映入眼帘：江面千帆竞发，山

路逶迤如龙，一座座高铁桥梁通江达海，一辆辆

列车穿山破雾，一个个现代化检索机器人优雅

爬升……

桥梁博物馆是由中铁大桥局集团有限公司

建设的国内首家综合性桥梁博物馆。博物馆室

内馆建筑面积近 3000 平方米，分为中国古代桥

梁、中国近现代桥梁、世界桥梁博览、桥梁文化

展示、桥梁互动体验等 8个部分。2019年 5月开

馆以来，桥梁博物馆线下接待了来自 5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21 万余名观众，线上“云游”参观者

则突破 800万人次。

在桥梁博物馆一个展厅内，一处场景模拟

还原了武汉长江大桥钢梁施工现场。走进展

厅，游客仿佛置身于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场景之

中。展厅内同时展出不少当年建桥时的老物

件。

桥梁博物馆馆长成莉玲回忆，博物馆在建

设过程中，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2018 年，中铁大桥局第一任总工程师汪菊

潜的女儿汪昆华将汪菊潜的全国人大代表证、

聘书、计算尺等数件珍贵藏品带到武汉，捐赠给

正在筹建中的桥梁博物馆；2019年 4月 16日，新

中国首任铁道部部长滕代远的儿子滕久昕将其

父在武汉长江大桥通车典礼上穿过的灰色中山

装上衣、讲话手稿原件等捐赠给桥梁博物馆。

此外，游客还可以在桥梁博物馆看到南京

长江大桥翻新替换下来的“争气钢”、铸铁栏杆、

白玉兰灯、陶粒桥面板等。每件藏品背后，皆是

一段故事。

开馆至今，桥梁博物馆先后荣获“国家交通

运输科普教育基地”“中央企业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等称号。

在成莉玲看来，桥梁博物馆本身也是一座

“桥梁”，是连接公众与企业、桥梁行业的纽带。

建馆之初，桥梁博物馆就立志让更多人了解桥

梁知识、热爱桥梁、传播桥梁文化，并为此做了

诸多努力和尝试。

以全国科技活动周、全国科普日等特殊时

间节点为契机，桥梁博物馆定期开展“桥梁大讲

堂”等科普活动，打造桥梁科普教育基地。

博物馆以桥梁质量、桥梁美学等为主题，针

对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观众，常态化开展形式

多样的科普教育、爱国主义教育活动，打造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

同时，桥梁博物馆组建了以院士、设计大

师、教授级高工、桥史专家等为主要成员的桥梁

科普专家团队，全面打造科学家精神教育基

地。此外，博物馆主动运用新媒体手段，打破观

展空间局限，打造云展览、云直播等多种观展形

式，让“桥音”远播。

“长江—密西西比河”中美青年交流团成员

罗莎·伊丽莎白·加布里埃尔在参观完桥梁博物

馆后对讲解员说：“这里展现的桥梁科技让人耳

目一新，桥梁文化更是让我感觉美好又深刻。”

中铁大桥局职工王圌亮认为，桥梁博物馆

对于开阔孩子们的眼界，培养孩子们对桥梁文

化、桥梁科技的兴趣有着重要作用。他的孩子

正在上小学五年级，刚刚通过桥梁博物馆考核，

成为一名红领巾讲解员。

“桥梁博物馆可以让各个年龄段的观众增

进文化自信。尤其可以激发青少年的热情，在

他们心里埋下一颗热爱桥梁、热爱科技的种

子。”成莉玲说。

桥梁博物馆：搭建公众与科学之间的桥梁
◎本报记者 吴纯新 通讯员 徐洪江

图为在桥梁博物馆中展出的南京长江大桥
更换下来的白玉兰灯。 视觉中国供图

今年暑期的一天，兰州交通大学遥感科学

与技术专业 2101 班师生抵达甘肃省祁连山水

源涵养林研究院（以下简称“水涵院”）西水森林

生态定位研究站进行实地考察。在这里，水涵

院研究员、水涵院西水森林生态定位研究站站

长敬文茂通过 4 个科普短片，向同学们介绍了

祁连山国家公园情况、祁连山地质演变过程、祁

连山气候特征以及祁连山森林生态研究站工作

日常等知识，让他们感受到研究人员为守护祁

连山做出的艰苦努力，深刻体会到涵养林建设

的意义。

这是敬文茂多年来深耕科普的一个缩影。

长年扎根祁连山腹地的敬文茂深知科普工

作的重要性。他带领团队依托水涵院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积极开展各类科普宣传活动；与中国

科学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北京林业大

学等多所科研机构和高等院校建立合作关系。

为了得到更好的科普效果，敬文茂综合利

用多种科普形式。制作科普视频、开展科普讲

座、进行野外科普讲解、举办科普培训班……通

过这些方式，他向公众普及祁连山生态知识，提

高了公众对祁连山生态及水源涵养功能、效益

的认识，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作出了贡献。

敬文茂先后制作《筑牢绿色生态屏障》等 5

部科普视频及微视频；开展祁连山生态体验式

教育等相关科普活动 20 余场次；举办各类培训

班 10 余期，培训人数达 1000 余人；开展大中小

学生实习培训以及非林专业人员培训，2000 多

人次参与；制作各类科普手册 12 册，发放科普

宣传资料 1000多份。

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教育重视程度的日益

提升，敬文茂深刻感受到，近年来，科普的受众

群体正在悄然发生变化。

“之前，我的科普工作主要面向大学生群

体，他们拥有较高的学习能力和较强的探索精

神。”敬文茂说，“但如今，随着国家对生态文明

教育推广力度加大，越来越多的中小学生展现

出了对祁连山生态知识的浓厚兴趣。这让我感

到非常欣慰，也深感责任重大。”

面对这一变化，敬文茂积极调整策略，力求

让科普工作更加生动，以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

背景人群的需求。因此，在科普内容的选择上，

他更加注重贴近生活实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

和生动有趣的案例，将复杂的生态概念转化为

易于理解的知识点。

在敬文茂看来，做好科普工作固然离不开

适当的科普策略，科研经历也能为做好科普工

作提供扎实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科普素材。

敬文茂自 2002 年起从事祁连山森林生态

系统的定位观测与研究工作，将青春与汗水洒

在了祁连山的怀抱中。在团队的不懈努力下，

祁连山生态监测的方法与手段不断完善，自动

化观测水平显著提升，一个庞大的观测数据库

网络逐步建立，为全国森林生态系统长期定位

观测数据的积累奠定了坚实基础。

“扎根祁连山，当好‘生态卫士’是我的初

心，也是使命。”敬文茂说，他将继续推动科普工

作的发展，让更多的人了解祁连山、关注祁连

山、保护祁连山。

敬文茂：让更多人了解祁连山、保护祁连山
◎本报记者 颉满斌

图为吴丰昌院士。 受访者供图

图为王胜东（前排左一）在龙州县武德乡开展
边境零公里农村实用技术培训。 受访者供图

图为敬文茂在祁连山大野口排露沟流域开
展野外样地调查。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