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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 12 月 15 日，经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正式批复，同意《科技与企业》
更名为《科普创作》，时隔二十五载，《科
普创作》回归复刊，这是时代赋予《科普
创作》的机遇和使命，有机会在盛世舞台
施展自己的抱负—搭建科普交流平台，聚
焦科普评论，助力科文交汇，繁荣科普创
作，提升国民科学素质。时代发展、格局
变幻，刊物的发展和定位历经沧桑与变
革，如今得以复刊，身载社会各界的厚望
与期待，负重前行。

时间回溯到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
召开，坚冰击碎，枷锁冲破，中国开始
了现代化的新征程，全国科学大会上提
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
断，1978 年的春天，也因此成为“科学
的春天”。1979 年 8 月，由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的前身中国科学技术普及创作协
会主办的刊物 《科普创作》 试刊内部发
行，时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周培源
先生撰写了文章 《迎接科普创作的春
天》，文中指出：“ 《科普创作》 的历史
使命就是繁荣科普创作，为加速社会主
义现代化服务。”《科普创作》 自创刊起
至 1992 年更名为 《科技与企业》，历时
14 年，贯穿了科普创作较为繁荣的 20
世纪 80 年代，共出版 77 期，刊登科普
政策、理论研究、评论、原创作品等近
2000 篇，为推动科普创作发展发挥了重

要作用，具有较强的社会影响力。
2016 年，在“科技三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
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科
普创作是科普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感
谢这个时代，给了 《科普创作》 无上的
使命感和荣誉感，不忘初心，重新开
始。虽有着多年办刊历史的厚重积淀，
时代的变迁依然给 《科普创作》 带来了
足够的考验，不得不在试水中摸索前行

—如何搭建好科普创作交流的平台？如
何通过评论引领科普创作的发展？如何
让那些有远见卓识的思想脱颖而出？这
些都是 《科普创作》 办刊人时刻在思考
的命题。经历过迷惘和彷徨、发展与中
断，如今，我们欣喜、忐忑而自信，也
有了更为清晰坚定的认识，即坚持“百
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办刊方针，贯彻

“加强评论、培植人才、繁荣原创”的
办刊宗旨。复刊后的 《科普创作》 面向
全国、放眼世界，注重推荐具有原创

性、思想性、时代性的作品，反映国内
外科普创作新成果以及创作产业发展新
态势，追踪时下科普创作的新热点、新
思想、新研究，向功底扎实、思想敏
锐、充满活力的广大科普创作者及研究
者全面开放。

当今的科普创作与科普评论都需高
扬科学的旗帜，以时代的呼唤、人民的
需求为中心，坚持科学性、艺术性、思
想性相统一，积极面对并适应新科技革
命、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带来的全新创
作生态。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
连”，科学与文化的自信，是一个民族
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
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我们衷
心地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文艺工作
者、文教工作者、科普创作工作者积极
投入科普创作，努力创作出无愧于伟大
时代、伟大国家、伟大民族的优秀科普
科幻作品，夯实科学与文化的自信力，
为实现中国梦注入科学的力量。《科普
创作》 愿与您一起携手并肩，建立一个
广泛的科普创作交流的平台，努力推介
优秀科普作品，推动科普创作的发展，
迎接科普创作又一个百花齐放的春天。

（这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为 《科普创作》
复刊第一期撰写的卷首语）

又一个科普创作的春天
□ 周忠和

现在的自媒体充斥了形形色色的食
品安全谣言，某些所谓公知推心置腹，
甚至平台也成了谣言的发布者，产生了
某些灰色利益链。好像什么食品都有问
题，都会导致癌症，一时令民众风声鹤
唳、人人自危，却又真假难辨。

从多维度解读，监管缺失、信息障
碍等一次次让谣言产生了巨大的杀伤
力。对普通民众而言，说到底是消费
知 识 和 技 能 的 欠 缺 。 来 一 场 科 普 盛
宴，必须让消费者自我强大起来，有
关部门除了辟谣、发布真相，不妨建
立消费教育基地，针对不同群体开展

消费教育，以及掌握维护权益的合法
途径。

然而职能部门开展权威科普，公众
如何接受也是问题。于政府网站、微信
等平台而言，真正考验的是面对公共事
件、突发情况，有关部门的信息公开是
否及时、全面、客观、精准。针对庞大
数量的政府信息、科普知识，要确保有

“干货”，对信息采集、发布、质量、反
馈等细节，需要规范化的操作指引。实
行分类与分级，像重点信息，可以放在
醒目位置，也可加红等表示。市民该如
何查询，网站也可分门别类，避免群众

如同坠入迷宫。关键还在于，在公开格
式、信息边界、机密认定、奖惩条例等
方面，拓展细化和量化的空间。

现代的各类信息呈爆炸式发布，如
何满足公众的参与权、知情权、监督
权，对科普信息谁来发布，是否真实，
须落实责任主体、履行主体责任，建立
问题清单、整改清单和问责清单，尤其
是解决公开无约束、违规代价低的弊
端。只有公众获得信息的途径更容易、
更便捷，方能缓解对食品安全问题的种
种疑虑。

《北京青年报》 文/袁斗成

强化宣传应急响应。针对地震
现场宣传的需要，制作主题突出的
地震服务专报和地震科普知识展
板，第一时间在地震现场张贴、展
出，便于震区居民了解震情、震后
注意事项、避震和自救互救知识。

强化宣传时效，快速产出余震
分 布 图 、 灾 情 分 布 图 等 应 急 产
品 ，为当地政府进行抗震救灾指
挥决策提供基础数据。

注重发挥专家作用。派出资深
专家、原新疆地震局巡视员吐尼亚
孜·沙吾提 （曾获 2015 年全国十大
科普传播人） 前往新疆精河 6.6 级
地震现场，与自治区科协组织的宣
讲团共同开展多语种的科普宣传。
同时，在开展震害调查工作中，各
位现场工作队员也积极发挥科普宣
讲员的作用，积极解答民众的问
题。

此外，还突出了抗震设防知识
宣传，教导民众如何防范余震、如
何在震后重建时合理选址，如何建
造具有抗震性能的房屋，如何防范
泥石流及滚石等次生灾害，为提高
防范地震灾害风险的综合能力打下
基础。

通过多种形式的科普宣传，让
地震灾区居民和广大民众得以第一
时间了解震情、震后注意事项、避
震和自救互救知识，正确认识和面
对地震，提高了社会公众防震减灾
意识和应急避震救助技能，为维护
社会稳定和安抚灾区群众积极做出
了贡献。

文/韩灵鸽

7 月 26 日一大早，我们上海市“青
年科普文创”夏令营暨第九届大学生科
普创作培训提高班的学员们，来到华东
师范大学的校园里。与期待已久的上海
文化广播影视集团编导、第八届上海青
年科技英才郝晓霞老师在逸夫楼会议室
相聚一堂，分享科普纪录片摄制的故事。

郝晓霞老师给大家播放了她作为导
演拍摄的纪录片 《藏狐》 片段，一幅幅
壮美的高原景色，一张张藏狐“囧”字
脸 的 萌 照 ， 还 有 优 美 的 音 乐 和 有 趣 的

“情节”，引得大家屏住呼吸、目不转睛
地欣赏。

随后，郝老师向学员们分享了拍摄
这些精彩纪录片背后的酸甜苦辣故事。
她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我们，拍摄纪

录片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
在拍摄 《藏狐》 的期间，郝老师和

她 的 团 队 最 先 遇 到 的 困 难 就 是 高 原 反
应：看似一马平川的大草原，哪怕是只
有 50 米的距离，走过去也是相当艰难
的。又因为藏狐十分稀少，所以要在那
么大范围的荒原上找到一只藏狐，很难。

关于藏狐，科研人员手头的资料很
少。藏狐的视频，也只有我国最早的一
部纪录片 《美丽中国》 中不到一分钟的
捕猎，这便是仅有的资料了。可见，拍
摄 《藏狐》 的困难还真是不少。

其次遇到的便是食物的问题，吃饭
时都是脸盆装着端上来，初来乍到的他
们在惊讶之余，吃起来都十分地秀气，
饭也盛得比较少，总是吃不饱。后来大

家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这里是荒野，
是个“拼体力”生存的世界，千万不要
不好意思！

此 次 高 原 之 行 还 有 最 可 怕 的 包 虫
病 ， 一 种 死 亡 率 极 高 的 人 畜 传 播 的 疾
病，水源的稀少使得这种疾病越发的肆
无忌惮。而摄制团队上去以后，只能选
择吃对自己的身体有一定损害的打虫药。

最后是电的问题，所有的拍摄器材
都是需要充电的，可草原上的电是不稳
定的，时不时地就会没电，所以只能驱
车去很远的镇上。或许你会觉得手机充
不充电好像也无所谓，但在草原上失联
是一件很惶恐的事情，万一发生了什么
不可预知的意外，那么你连求救的机会
都没有。

新疆地震局多措并举
开展防震减灾宣传

8 月 9 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精河县境内发
生 6.6 级地震，新疆地震局启动Ⅱ
级应急响应，积极开展抗震救灾活
动，并将防震减灾知识宣传纳入抗
震救灾的具体工作，多措并举，有
效利用人们对地震事件关注的时
机，强化防震减灾宣传，积极提供
科普服务，满足社会公众需求。

科普盛宴要依赖信息精准公开

网购的普及给快递公司和社区交通
都带来压力。面对不断增加的车流，如
何才能将包裹高效、环保地送到消费者
手中？为此，德国法兰克福应用科学大
学研究人员日前发表一份报告，提出应
该用“因地制宜”的送货方案。

该校交通规划与物流领域的研究人
员与快递公司和社区合作，分析各种送
货方案后，建议依照区域特点，采取不
同的送货方式，以提高投递效率，减少
对居民生活的干扰。

研究人员针对德国的情况，将配送
地 点 分 为 城 市 区 、 商 住 混 合 区 、 居 民
区、商业区和工业区几种类型，建议在
城 市 区 和 商 住 混 合 区 采 取 二 级 送 货 方
式。这些区域人口密集，送货的汽车需
频繁停车，时常阻塞交通，快递员有时
还 需 要 下 车 步 行 才 能 将 货 物 送 达 。 因
此，在这些地区可先用柴油货车或电动

货车运到一个微型储运点，然后再用拖
斗自行车等较灵活的交通工具投递到户。

在 德 国 的 居 民 区 、 商 业 区 和 工 业
区，停车位通常较为充足。研究人员建
议直接采取一级送货方式，即用载货汽
车直接送货到家。不过为了减少运货汽
车的噪音污染，向居民区送货时应使用
电动汽车。

此外，研究人员还建议快递公司与社
区合作，加强驾驶员安全培训、建设快递
寄存柜等基础设施，或推广将货物直接放
进收货人汽车后备箱等新型收货方式，这
将进一步提高投递效率。 新华社

怎 么 送 快 递 更 “ 科 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