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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29日，中国科协发
布《面向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中国科
协规划纲要》（简称《中国科协规划
纲要》）。其中提出，到2020年实现
我国公众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超过
10%，2035年超过20%。2018年，调
查结果表明我国公众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为8.47%，初步估算，增长率达
到8%左右，才能实现目标。公众科
学素质比例超过10%是进入创新型国
家的标志，公众科学素质比例超过
20%是进入高水平创新型国家的标
志。而目前，能够超过20%的国家只
有美国、瑞典、日本等少数国家。

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是国家
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最广泛的
社会基础。到2035年，我国要基本
实现现代化。这一阶段目标如实
现，中国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将
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
把国家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数以
亿计的具有高水平科学素质的普通

劳动者是最重要的建设者和保障。
在科学飞速发展、新技术不断更新
运用的社会中，只有公众科学素质
不断提升，才能为国家建设提供更
多的跟得上时代发展的劳动者。人
类正在逐渐从知识经济时代走进人
工智能时代，一些我们日常见到的
职业和岗位即将消失，各个国家都
需要更多高素质的创新人才和创新
大军寻找和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

公众科学素质的提升，也关乎
公众个人成长与发展。前一段时间
基因编辑婴儿事件闹的沸沸扬扬，
我们且不论科学家的科研伦理问
题，我们且想想参加实验的8对被试
者。不知他们是出于什么考虑决定
参加这样的一个实验；也不知道他
们是否评估过参加这样的实验会给
出生的婴儿带来哪些风险。而这些
关乎到未来生活的大事，都需要个
人基于自己的科学素质做出明智的
决策。每年的12月、1月都是流感

高发的时间段。在每年大约10月开
始，专家都劝说公众接种流感疫
苗。但是据中国疾病控制中心的数
据，我国流感疫苗的接种率不到
2%。一方面是由于经济的原因，另
外一方面是公众对其的认识问题。
这样一件生活中的小事，也需要公
众基于自己对于流感的认识和理
解、个人的身体状况，做出决策。
而这些决策就是公众科学素质的一
部分。

时代发展到2019年的今天，科
学已经渗透到生活的各个角落，没
有人可以离开科学而生活。无论是
乘坐高铁，还是每天刷手机，以及
用的电，喝的水，都与科学有关或
者与基于科学而发展的技术有关。
因此，每个人都必须不断发展个人
的科学素质水平。如果不去提升个
人的科学素质，那么未来就会有人
交“科学素质税”。比如，前几天新
闻报道有人听信“挨打可以强身健

体的荒谬言论，以至于双目失明”；
也有人听信“水可以变油而往汽车
里加水”。种种事实都说明，科学素
质已经成为一个人的基本素质，不
可或缺。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
高水平的科技领军人才与高素质的普
通劳动者也都是国家建设中必不可少
的组成部分。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
前列，必须有高水平的科学素质的公
众作为基础。公众要更好地适应时代
的发展变化，也必须具备高水平的科
学素质。我们深知，这将是任重道远
的过程，这将是充满挑战的过程。但
是我们有责任也有信心，在提升公众
科学素质的道路上不断努力，向着未
来不断奔跑！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

科 学 素 质 已 成 为 公 民 的 基 本 素 质
□□ 李秀菊

古人行吟湖山，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诗文瑰宝。如今，我们通过欣赏镜头下风景
如画的祖国山水，品读古诗中的科学文化，与大家分享蕴藏在绿水青山中的地理、历
史、社会、生态、文化知识。（左图 王农林/摄；右上图 谢志仁/摄；右下图 孟诗棋/摄）

详见4版新开栏目“诗画湖泊”文章《百里镜空含万象——赛里木湖》。
本栏目内容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提供。
感谢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推荐。

初闻李淼大名，是在一年半之
前，我刚开始接手运营中国科学探索
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时。那个时候公众
号的定位比较小众，发稿量也不多，
所以阅读量总是寥寥无几。一个偶然
的机会，我以转载的形式发布了一篇
文章，题目叫做《论科学与佛学的关
系》，作者便是李淼。文章语言风格娓
娓道来而不失风趣，行文基调平和却
掷地有声，从物理学角度进行客观分
析后给出答案——让科学的归科学，
宗教的归宗教。

那篇文章的阅读数破天荒达到了4
位数。以我们平均阅读量在200上下徘
徊的常态，忽然面对过千的点击率，
感觉有些不可思议。当即上网输入关
键词“李淼”“科普”，当“物理学
家”“网红科学家”“科普作家”“跨界
达人”“诗人”“2015年度十大科学传
播人”一连串的搜索结果出现在眼前
时，我的第一反应却是：他们是同一
个李淼吗？

答案是肯定的。

物理学家、网红科学家、科普作
家、诗人，哪个是他？

作为物理科学家，李淼有着令人
羡慕的科研经历和学术成就。就像他
在采访中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的那
样：“我的科研是很厉害的！”他是中
山大学天文与空间科学研究院院长及

筹建人，是“天琴计划”的领头人。
他被学界誉为国内弦论领域最有发言
权的科学家，学术论文《一个全息暗
能量的量模型》得到全世界同行的认
可。他所著的《暗能量》是国内暗能
量研究方面的第一本学术专著。

李淼是科学家，而且是知名科学
家。如果还要给他的科学家头衔前面
加一个定语的话，“网红”无疑是最合
适的。

中国科协评选他为2015年度“十
大科学传播人”，获奖理由中有一段话
是这样说的：“他在网络上拥有几十万
的粉丝，从博客‘闲谈物理’到微博再
到专栏文章，唯一不变的是他用讲故事
甚至是谈八卦的方式讲科学道理。他纵
论热点事件，爱在网络平台上与网友互
动，乐于将自己关于物理的思考传播给
公众。”从拥有50万粉丝的微博科学大
V到喜马拉雅电台《淼叔开脑洞》的主
讲人，从知乎达人、饭团团长到做客
知名媒体直播间解读“天宫”一号重
返大气层，从在央视的金牌栏目《朗
读者》 朗诵徐迟的 《哥德巴赫猜想》
到为网红综艺节目《火星情报局》“提
供情报”，李淼有着超出这个年龄的对
新鲜事物的接受能力，自如行走在层

出不穷的新媒体平台。
与大众印象中科学家不修边幅的形

象不同，李淼对衣着穿搭颇有心得，他
甚至专门为时尚专栏“衣物理”撰稿，
写下了《男人，你为什么不在意如何穿
衣》《烫衬衫的哲学》等。

李淼热爱运动，游泳是他工作之
余最好的放松方式，也得益于此，他
一直保持着健美的身材。无论出现在
电视屏幕、媒体封面还是接受一次普
通的采访，你都会看到这样一个李
淼，挺括考究的衬衫，匀称挺拔的身
材，温暖爽朗的笑容。在韩剧《来自
星星的你》热播的那段时间，李淼被
称为中山大学的“都敏俊教授”，走在
校园里经常会被女生围住要求合影。

在科学家身份之外，李淼还是一位
成功的科普作家。他坚持以写书作为他
科普的主要形式。2013年，他第一次出
版科普人文随笔《越弱越暗越美丽》，
内容涵盖了科学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
把弦论、暗物质、黑洞等高深的物理问
题，与诗歌、音乐、神话、科幻、时光
机器等通过奇思妙想构成一部和谐的交
响曲。他用科学之眼透视世界，带领读
者走进一场天马行空的奇幻之旅。

（下转第二版）

李 淼 ： 科 普 ， 要 做 就 做 到 最 好
□ 张晓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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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类 完 成 最 遥 远 飞 掠 探 测
北京时间 1 月 1 日 13：33，NASA 新

视野号探测器完成飞掠“天涯海角”星的
壮举，这是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的一次星
际“邂逅”。也称人类迄今为止探索的最
遥远天体。

2006 年从地球出发，2019 年元旦抵
达，新视野号飞行了几乎13年之久。按照
程序设定，新视野号应该会在最关键的几
个小时里获取大量图像和其他探测数据，
总数据量可以达到几个G。

柯伊伯带是一个位于太阳系海王星轨
道外侧的冰冻小天体带，而“天涯海角”
星就是其中一颗这样的小天体，其距离远
远超过新视野号在 2015 年访问过的冥王
星。

相比2015年飞越冥王星时，新视野号
探测器与冥王星地表之间的最近距离大约
1.25 万千米，而此次飞掠，新视野号与

“天涯海角”星之间的最近距离将只有
3500公里左右，这就意味着最终拍摄到的
图像分辨率将非常高。

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次飞掠的难度要
超过2015年对冥王星的那次飞掠。首先，
这颗天体要比冥王星小几百倍，因此为获
取更好的图像，探测器必须飞得更近，而
相机的指向也必须非常精准，因为目标很
小，如果指向偏差，发回的图像就有可能
是空白的，什么都没拍到。

另外，所有这些动作都是在距离地
球 64 亿千米之外的深空之中发生的，在

这样的距离上，从地球上发出的指令以
光速传播，将需要6小时8分钟才能抵达
新视野号，而反过来，新视野号上的数
据回传发出后，也要这么久，地球上的
天线才能开始接收到，而且传输的速率
将非常低——大约每秒 1000 比特，还不
到1kb。

科学家们认为，在柯伊伯带，除了
“天涯海角”星之外，还存在着至少数以
十万计的类似小天体，这些小天体自从诞
生以来就一直安安静静运行在太阳系边缘
的幽暗之中，几乎没有大的变化，因此它
们就像是太阳系里冰冻的“时间胶囊”，
将帮助我们一窥46亿年前太阳系初生时的
模样。 （科文）

科普达人

汶川地震后第8天，迪庆州委报告厅，我在讲
她们在哭。从那以后，我一直在思考科学减灾、高
效分享的途径，如果不能给听众减压，就违背了科
普的初衷，效果也会打折扣。

地震离我远——典型的侥幸心理作祟；有人恐
惧地震——芦山7级地震时5名大学生跳楼；还有人
唯恐天下不乱，通海5级地震后造谣“今天下午有
7~8级地震”，导致通海变为空城，拘留14人等综合
施策才控制了舆情。其实，通海县政府的工作是做
得最好的，4年6次大规模的防震应急培训。然而，
新媒体传播的自由、开放和爆炸式增长特征，使地
震灾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和难点，已成为
衡量党委领导力、检验政府执行力、彰显民族凝聚
力的重要方面。

墨江地震教科书式逃生成为今日头条。因此，
地震科普还具有应急宣传、科学解读、舆论引导和
依法行政等丰富内涵，可以在关键时刻发挥四两拨
千斤作用。

实战：对于被地震压埋的同胞们，分分秒秒都
可能决定着他们的生死！因此，全面准确的灾情信
息、及时到达的救援力量、训练有素的救援队伍、
先进实用的救援装备是何等重要！科普报告《生命
至上 科学救援》注重实战，从紧急救援技术、余震
防范技能、心理疏导方略3方面进行讲解。

震后的火灾、崩塌、海啸、核泄漏等灾害链使
得搜救难度空前巨大。哪里有困难、哪里有危险、
哪里就有中国军人的风采：奔赴灾区、抢救生命、
抢通隧道，决战悬湖。强调在抗震救灾中如何自我
保护、如何高效救援以及营救生命过程中注意强余
震的防范、救援理念、救援技能和心理疏导等。只
有对党忠诚、竭诚为民的政治素养，只有胆识过
人、技术过硬的搜救队才能完成急难险重任务，才
能沉着应对各种突发事件，才能使应急管理科学、
高效、有序。

战士们越听越兴奋，特别是参加过抗震救灾的将
士们觉得“很过瘾，原来如此”。解放军某部一个主会
场、45个分会场共8700多名官兵同时开展搜救培训，
那种爱国激情和震撼场面令人热血沸腾、终身难忘。

实干：干部讲坛更注重科学发展、更注重聚焦
主业、实干兴邦。在城乡发展中、在地震风险防控
中，不平衡、不协调的问题依然突出，一震致贫、
一震返贫的问题任然存在。面对严峻的灾害风险和
挑战，公众安全诉求不断上升，针对需求和短板，
依靠科技进步才能提升综合防灾能力。

在丽江市、大理市政府所作《不忘初心 防灾为民》的宣讲中，
我从地震灾害特点、科学应对地震、防震关键技术、紧急处置对
策、最新科技进展5个方面解答各级领导干部关心的热难焦问题。

20世纪以来，全球53%的地震伤亡发生在中国，领导重视才能做
好顶层设计，才能理解什么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才能贯彻落
实好防灾减灾救灾两个坚持、三个转变的战略部署，才能理解防灾减
灾纳入规划、纳入预算、纳入监管、纳入考核的极端重要性。高素
质、专业化是对领导干部的基本要求，处乱不惊是领导干部应当具备
的品质之一，面对突发事件，如何处置是对领导干部的重要考验。唯
有加快提升科技支撑能力，才能高效应对新形势下的挑战。

我们正按照“一个中心、两大环节、三化、四确保、五个不放
过”的原则进行一系列备震工作，变被动救灾为主动防灾。没有应
急预案不放过、没有指挥机构不放过、没有应急储备不放过、没有
应急队伍不放过、没有24小时应急值班——不放过！只有做到4个
纳入5个不放过，降低小震大灾、大震巨灾的安全风险，最大限度地
减少人员伤亡、减轻灾害损失，才有理由讲：云南依然安全、云南
依旧美丽！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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