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 2月24日，中国科协事业发展
中长期规划纲要编制工作会议在京召开，全国
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出席并讲话。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
书记怀进鹏主持会议，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
吴海鹰、束为出席会议。

万钢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形
势发生重大变化，进入了以跟跑为主到以跟
跑、并跑、领跑“三跑”并存的新时代。新时
代要求科协组织对自身功能必须要有更加清晰
的定位，新时代必须要有新气象新作为，这就
要求对科协组织的未来发展重点方向进行超前
科学谋划。他强调，编制中国科协事业发展中
长期规划纲要，一是要以服务建成世界科技强
国为目标，找准科协的使命与担当、定位与作
为、特色与作用；二是既要提升科协组织软实
力，又要有硬功夫，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科普
服务理念，实现从“三跑”并存到学术引领，
发挥智库的前瞻性引领作用，拓展面向全球的
科技人力资源开发与服务，搭建科技工作者的
国际化服务平台；三是要以中国科协成立60周
年为契机，总结科协发展规律，围绕凝练中国
科学家精神、科协组织能力结构、科学共同体
国际对比等进行战略研究，凝聚共识，广泛征
求意见，加强顶层设计。

怀进鹏对规划纲要编制工作提出三点要
求。一是要从党和国家全视图广角度中找目
标，结合世界先进国家的经验，结合未来科技
产业革命的发展趋势，既要顺势预测，也要对
问题拐点进行判断。二是要在新形势新背景下
找目标方向和重要举措，从建成世界科技强
国、人才第一资源、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
重要等角度找破题点。三是要务虚与务实相结
合，提高站位，拓宽视野，明确目标任务，坚
持问题导向，聚焦重点，成立规划编制研究专
班，组织开展专题研究，推动规划纲要制定工
作。

中国科协计划财务部、调研宣传部负责同
志和相关工作人员出席会议。

前不久，科普界老前辈、天文
学家卞毓麟先生提出了“元科普”
创作概念，呼吁一线优秀科学家进
行“元科普”创作。“元科普”创作
的概念犹如刮进科普界的春风，让
科普创作充满希望，其非凡重要的
开创性意义与价值力透纸背。今天
笔者提出“俗科普”创作的重要性
不是对卞毓麟教授的反驳，恰是一
个扩展和延伸，可以说是紧随其
后。这也是我的科普观，自认为

“俗科普”创作像一部“四驱”的
“科普轿车”。

我们可以先从科普工作中“金
点子”“果菜园”“营养师”和“出
版人”四个重要的环节谈起。 科学
家受到外界启发而萌动发明创造时
的思维轨迹可以比喻成一个“金点
子”。有了“金点子”之后，科学家
们就开始了科学发明创造活动。科
学家一开始进行的综述性的言语、
图纸、符号、论文等是向界内小群
体专家展示的，也是科学家成果最

初的符号、文本模型，这个最初的
符号性的文本模型是“金点子”向

“金种子”转化的前提。
科学家有了“金种子”，怎样才

能发芽、茁壮成长、开花结果呢？
怎样才能发挥它的价值为人类服务
呢？这时就要有人“培育”出科研
成果、就要有人“生产”出科技产
品。就像一个农民，要在田地里播
种出粮食来。

当各类粮食摆在我们面前时当
各类果蔬摆在我们面前时，如何搭
配才会更加趋于合理化、科学化，
让大家获取更全面的营养？如何烧
出不同口味的佳肴？这时候就需要

“营养师”进行合理的、科学的搭
配，然后由厨师按照营养师的“科
学菜谱”进行烧制、烹饪，才能满
足人们的健康需要。

当然，有了一桌营养齐全又丰
盛的菜肴仍然不够，还需要将菜肴
告知大家，这时候就需要传播人
了。记者、编辑、编剧、出版人等

等，最后由他们通过各种媒介推广
出去。

“金点子”“果菜园”“营养师”
和“出版人”是科普工作中的几个
重要环节，虽然有着先后的关系，
却又像一辆“科普轿车”，是一个有
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横向来看处
在不同环节群体的人分工不尽相
同，没有协同机制，也没有畅通的
沟通平台。因此，“俗科普”创作的
重要性也就凸显了出来。

“俗科普”创作不是进行低俗化
的艺术创作，更不是哗众取宠。其
实，“俗科普”创作就像去年辞世的
具有“中国科普漫画第一人”之称
的缪印堂先生说的那样，要能够准
确地捕捉科学的要素与灵魂，要为

“科学插上艺术的翅膀”而不懈努
力。更要将乏味的、复杂化的各类
科学知识进行简单化、艺术化的处
理，用艺术的形式准确地表达出
来，这样的要求是极其高和苛刻
的；“俗科普”作品是文艺性与科学

知识性融会贯通为一体的通俗易懂
的艺术作品。因此，对“俗科普”
创作者的要求至少有两个方面：不
但要具有某一个领域的科学基础知
识，还要有很高的文学素养，然后
才能很好地进行“俗科普”创作。

同样，“俗科普”作品至少要具
有四个方面的元素和特点。首先，
要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第二，要
有某个领域的科学知识，具有科学
性和新颖性。再者，要有易于传播
的故事，具有浓厚的趣味性。最
后，还要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性，
能够雅俗共赏、百读不厌。

“俗科普”创作简单地说就是，
要创作出老百姓看得懂的具有科学
知识性的文艺作品，这个过程像一
个扩音喇叭，广播出去后，听众都
能听得懂、都能弄得明白、都能理
得清楚，最起码会应用、能使用。

科苑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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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科学＋传播
我与媒体结缘始于 1992 年。那

一年我到美国国家飓风中心做访问
学者，正好碰到美国历史上最强的
一次台风 （在美国叫飓风）“安德
鲁”正面袭击我当时所在的城市迈
阿密。我亲眼看到了台风登陆时昏
天黑地，火球四起，雷达被掀翻，
汽车上墙的景象，也注意到在特大
灾害面前新闻媒体的作用。

当时，美国国家飓风中心专门辟
出一块场地，给媒体用作新闻区；记
者就睡在我们办公室的地上，台风专
家不时地在那里向记者发布信息，记
者则通过电视、电台传达给大众：目
前台风中心到哪里了、风力有多大、
大概多少时间影响到某个地方、人们
应该向哪个方向和位置撤离等等。

此刻，电视里其他节目都停播了，
只有台风消息被不停地跟踪报道、滚动
播出……其实，那一次事先预报的台风
路径并不特别准，但是后面的服务跟上
了，电视台、电台的连续跟踪报道及时

弥补了预报的不准确，使当地人民的生
命财产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

亲历了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安
德鲁”台风 （为了永远记住那次台
风的“威力”，“安德鲁”的名字从
台风命名列表中取消了），同时也了
解了媒体对气象灾害警报的服务作
用，亲身体会到气象与媒体结合、
媒体为气象服务的重要性。

回国后不久，我走上了业务管理
岗位，作为分管预报业务的副台长，
常常要接受媒体采访。刚开始面对媒
体的时候，我说的是“天气会商”时
用到的专业术语，比如“副热带高
压”“江淮气旋”等专业词汇。可是
前来采访的媒体记者听不懂，一遍遍
地反复追问，我也只能反复解释。

后来，我试着“换一种花样去
说”，不用专业术语，而是改用大众
通俗易懂的语言来讲，效果大大改
善了。逐渐地我相信，科学传播就
是在保持科学性的前提下，与传播
需求相互妥协的过程，科学家要扔
掉专业词汇，采用深入浅出的通俗
语言，把科学知识真正的传播出
去，让大众理解和接受。这大概就
是我进行科学传播的第一步。

（下转第二版）

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科学普及

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没

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有 全 民 科 学 素 质 普 遍 提

高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

高素质创新大军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难以实

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习近平—习近平

探寻地外生命可从太空病毒入手
人类探寻地球之外文明的脚步从未停

止过，但至今也没有令人兴奋的消息传
出。

近年来，一些亿万富翁和政府机构开
始热衷搜寻地外生命，美国宇航局开始将
探索重点转至天体生物学领域。而其中一
个被忽视、最貌似真实的理论是太空病
毒。虽然一些人对微观等级的噬菌体不予
考虑，认为它们不如科幻电影中身体发光
的绿色外星人令人兴奋，但事实上如果科
学家首次发现太空病毒将是非常令人激动
的事情。

很明显，病毒这种不完全生命形式很
容易让人们忽略，但是它们是一种可靠的

生命迹象。
美国微生物学会的一篇报道称：“如

果没有病毒，地球上的生命将非常不同，
或许根本就没有生命。”

这是一个令人信服的论点，首先，病
毒是生命自身很好的一个指示器：无论在
地球的任何地方，都会存在着病毒，而且
几乎总是存在相当大的数量。一些科学家
认为从宇宙初期就是这样。

近期，美国宇航局病毒焦点团队联合
主席肯·斯特德曼和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
校亚伦·伯利纳以及东京理工学院的To-
mohiro Mochizuki两位科学家发表了一份
评论报告，他们展示了我们如何、在哪里

以及为什么搜寻这些微小的不完全生命形
式。

当然，在外太空寻找病毒并不等同于
发现生命，斯特德曼和他的同事将太空病
毒归类为生命的间接证据，同时，太空病
毒究竟是什么仍存在着争议。

遗憾的是，当前实现搜寻太空病毒的
技术并不成熟，斯特德曼承认传统电子显
微镜不太可能尽快地装载在太空飞船上;
同时，扫描电子显微镜并不总是形成高分
辨率图像探测到太空病毒。但是，装配适
当的仪器后，斯特德曼认为将会在一些星
球上发现神秘的地外病毒形式。

(科文)

科普创作不妨科普创作不妨““俗俗””一点儿一点儿
□ 程中伟

对天气察言观色 向百姓嘘寒问暖
□ 朱定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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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预报如果充斥着大量“副热带高压”“江淮气旋”等专业词汇，那
么它离其服务的普通大众就有一段不小的距离，中国气象人一直都在为这些
科学知识的传播不断努力。朱定真认为，天气预报也是一种科学传播，真正
的科学传播是要在保持科学性的前提下，与传播需求相互妥协的过程，科学
家要扔掉专业词汇，采用深入浅出的通俗语言，把科学知识真正的传播出
去，让大众理解和接受。

二氧化碳排放的增加会导致全球变暖。按照目前的排放速率，我们将在2030年超过2℃
的警戒线，进入“危险范围”。假如全球气温上升2℃，地球将比今日干燥许多，这将对经
济、农业、基础设施和天气规律造成巨大冲击。

气温上升还将破坏生态系统，伤害无法适应变化的物种，如热带珊瑚和北极生物等。格
陵兰岛和北极冰层融化速率的不断加快，导致海平面上涨，地势较低的沿海地区和小岛将面
临消失的威胁。简而言之，区区两摄氏度足以决定整个国家的存亡。

如果地球再变暖两度如果地球再变暖两度

3月3日将迎来2018年世界野生动植物日，今年的
主题为“大型猫科动物：面临威胁的掠食者”。

朱定真在校园里与学生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