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时报讯 （记者 侯静） 11 月 13 日，主题为
“腾飞之翼，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 （2006—
2020） 与新科技革命”的 MSTA 大家系列科技讲座第
四期活动在清华大学举办。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科技事业取得了许多辉煌
的成就。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科技创新成果
丰硕。一项项重大科技成就的取得与党和政府对科技
创新高度重视，以及十几年前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制
定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重要决定密不可分。而
在下一个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紧锣密鼓制定的当
下，回望来时路意义重大。

由科普时报社、中国科普网、科米直播主办，清
华大学科研院、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承办的本次
MSTA 大家系列科技讲座活动，与会嘉宾共同分享了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2006—2020）
起草和实施背后精彩的故事。

主讲嘉宾、科技部原部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徐冠
华 指 出 ， 国 家 科 学 和 技 术 发 展 中 长 期 规 划 纲 要
（2006—2020） 中提出的国家目标战略重点、指导方
针、激励政策、重大专项等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各项

指标已经基本实现，这些都是了不起的成绩。“我们可
以有信心地讲，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抵抗国外制
裁的能力大大增强了，我们有信心克服困难，把中国
的经济、科技推向一个新的水平。”

徐冠华回忆说，当年集思广益所进行的战略研
究，讨论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中国未来发展战略上
的薄弱环节在什么地方？最后取得了共识：一是原始
性创新能力薄弱；二是集成创新能力薄弱；三是引进

消化吸收能力薄弱。大家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必
须依靠自主创新。

徐冠华强调，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是科技工作的
一体两翼，创新是不断突破科技前沿，普及是让公众
理解创新成果，使科技创新成为大众的财富，成为全
社会的力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热爱科学、关注科
技、具有较高科学素质水平的宏大公众群体，就不可
能形成创新型人才辈出的大好局面

在当天的活动上，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新能源汽
车重点专项首席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国
际 ITER 项目中国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李建刚，科技部原政策法规与体制改革司司长梅永
红，科技部办公厅原副主任、调研室原主任胥和平，
国家大型飞机重大专项咨询委员会委员、ARJ21—700
飞机原总设计师吴兴世，第四代核电高温气冷堆分项
总师、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院长张作
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李正风，清华大学
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国际欧亚科学院院
士、中国科学中心秘书长赵新力，科普时报社社长尹
宏群，科技部遥感中心总工程师张松梅，清华大学科
研院院长方红卫等嘉宾一起，回顾、学习了国家科学
和技术发展中长期规划纲要 （2006—2020） 对我国科
技事业的重要推动作用，并介绍了大飞机、新能源汽
车、第四代核电、ITER能源国际合作项目等重大科技
专项和重要科技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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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中老年科普（进社区）、重点行业科普、重大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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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的南京，五彩斑斓，春华
秋实，由中国林学会和南京林业大
学共同主办的第七届中国林业学术
大会 8 日在这里隆重举行。本届大会
以 “ 创 新 驱 动 林 草 事 业 高 质 量 发
展”为主题，林草行业专家学者深
入研讨林业现代化建设与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汇聚生态文明和美丽中
国建设前沿智慧。

会议期间，颁发了第八届梁希科
普奖。奖获者们表示，每一张荣誉
证书背后，都凝结着团队的科普情
怀和梦想。林草科普这条路任重道
远，必须持之以恒，迈着坚实的步
伐一步一个脚印推进。对本届梁希
科普奖进行了重头报道的 《科普时
报》 藉此跟与会的 3000 余名林业科
技工作者见面，引起强烈反响。他
们 认 为 ， 国 家 级 全 媒 体 科 普 平 台
—— 《科普时报》 首次亮相中国林
业学术大会，让人耳目一新、倍感
振奋，切实体悟到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 是 每 一 位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历 史 使
命。要做一名有思想、有情怀、有
责任、有担当的林草科技工作者，
切实树立起创新发展理念，自觉融
入 林 草 现 代 化 建 设 新 征 程 、 新 使
命 ， 认 真 做 好 林 草 科 普 这 篇 大 文
章，促成林草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
的双翼合璧。

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生物
多 样 性 是 支 撑 人 类 文 明 大 厦 的 基
础。森林是“地球之肺”，草原是

“地球之肤”，湿地是“地球之肾”，
荒漠化是“地球之癌”，生物多样性
是“地球之免疫系统”。目前，全国
林草部门管理着 46.9 亿亩林地、60
亿亩草地、8 亿亩湿地、1 万多处自
然保护地及丰富的物种资源，从业
人员达 2000 余万人，在建设生态文
明、提升全民生态意识中具有重要
的生态价值和人力资源优势。可以
想见，进一步挖掘林草科普资源、
培养高素质林草科普大军、耕耘新
时 代 林 草 科 普 事 业 必 将 出 现 新 气
象，展现新作为。 （郭建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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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日，在第三届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科幻创作研究基地年会上，科幻作
家刘慈欣发言时谈到，现在国内科幻最
基础的那一部分东西其实还是处于起步
阶段，很欠缺，比如最主要的三个要素
——作家群、受众群、作品。他认为当
前科幻作家总体数量很少，相对其他文
学而言，作品也远不够多。

诚然，科普科幻创作的繁荣发展，
本质上还要靠体量足够大、水平足够高
的作家群体持续不断地推出精品佳作，
并能够为最广大范围的社会公众所接
受。因此，要扩大创作群体，作家的数
量上去了，才能够产生比较经典、优秀
的作品；同时，也要扩大读者群体，读
者的需求增加了，科普科幻作品才有市
场，才能融入群众的文化生活。

作为中国科普创作领域的领军行业组
织，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自1979年成立以
来，始终以促进科普创作事业繁荣发展为
宗旨和使命。40年的发展历程中，协会通
过主办期刊、组织评奖、举办赛事、开展

培训等各类途径，一方面，积极向社会和
公众推送优秀作品，另一方面，持续培育
读者群，发现、培养、激励科普科幻创作
人才。经过多年的积累与摸索，目前，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已经初步搭建了覆盖小
学、初中、高中、大学学生及成人的全年
龄段的读者群培育和创作人才培训体系，
尤其是将科学家群体纳入科普创作队伍建
设行列，为科普科幻创作繁荣发展厚植文
化土壤，打下人才根基。

《科学故事会》：科学阅读和写作从
娃娃抓起。创刊于2019年8月的《科学
故事会》是一本面向初中生和小学中高
年级，以原创科学故事阅读和写作为主
的刊物。它通过讲述科学中的故事，发
掘故事中的科学，让孩子们在科普阅读
与创作中爱上科学，提升科学素养。

全国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大会：让科
普科幻阅读和写作走进中小学课堂。这项
全国会议自2018年起每年度举办，邀请
学者、作家、教育工作者们以“科普+教
育”“科幻+教育”的跨界视角，通过学术
报告、课程展示、科普活动等形式，展
示、探讨青少年科普科幻教育发展动向，
为我国青少年科学阅读和写作在学校教育
中的推广理论支撑提供和专家资源。

全国中学生科普科幻作文大赛：培
养高中生科幻写作的专注和热情。这项
大赛是经教育部批准的全国中小学生竞
赛之一，旨在搭建展现新时代高中生的
科学素养、想象力、创造力与写作能力
的平台。目前已成功举办六届，大赛报
名人数逐年创新高，2019年全国有16万
中学生参与，在学习和实践中锻炼科学
思维、提升创作水平。

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瞄准青年
人，发现和培养明日之星。2017 年以
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在中国科协科普
信息化建设工程支持下，承担科普文创
项目，并以“科普科幻青年之星计划”
进行推广。3年来。通过与地方作协、高
校社团及科技公司等合作，先后开展了
创作选题遴选、潜力人才选拔、创作培
训、创作大赛、创作交流等工作。截至
目前，累计在北京、上海、广州、武
汉、上海、成都、长春、天津等地开展
各种创作培训班近50个，邀请授课讲师
200余人次，培训学员超过4000人；青
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收到各地投稿作品
1143篇，经评审，1062篇科普科幻作品
在项目官网展示和传播，授予165篇优秀
作品的作者“科普科幻青年之星”称

号，并发展其成为学生会员。
科学传播专家团队项目：定位于科

学家，充实科普创作的高端人才库。自
2018年，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承担科学传
播专家团队培训交流组织实施工作，为
科学家参与科学传播和科普创作搭建平
台、提供服务。2019年针对在库的512
个团队的510名专家，共为6547名团队
成员提供了科学传播能力培训、视频拍
摄、宣传等服务，并研究制定了团队运
行指导意见及未来发展规划等。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
奖：营造激励性社会氛围，助力创作生
涯。该奖项为中国科普创作领域的最高
专业奖，2008年5月经国家科学技术奖
励办公室批准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
表彰奖励全国范围内优秀科普作品的作
者和出版制作机构。现已成功举办五
届，获奖作品中有15部作品经中国科协
等单位提名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
等奖，有力助推了科普作家的职业生涯
迈上新的起点和高度。

（陈玲：中国科普研究所研究员，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张志敏：中国
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
会副秘书长）

下力气厚植文化土壤 精心培育读者和创作群

筑 牢 科 普 科 幻 创 作 的 人 才 之 基
□□ 陈 玲 张志敏

野外，蜜蜂、牛虻等昆虫以及蜘蛛等小动物较为常见，我们通常会以“可爱”或“丑
陋”将它们略作分类。虽然很难将这些小动物归为恐怖的“杀手”，但在微距镜头下，我们却
能一睹其“杀手”本色。

图1：蜜蜂也“开荤”。人们大多以为蜜蜂是“素食主义者”，这只蜜蜂却捉了一只花腿
小蚊子尝鲜。但显然不是饥饿所致，看它那一身花粉就明白了。

图2：几毫米大小的食蚜蝇也有几百乃至上千只复眼，不能不令人赞叹造物的神奇。

图3：令人生畏的牛虻，密集的复眼，刀叉一样的触角，舐血的口器，无不令人联想到“妖魔鬼怪”。
图4：快乐的食蚜蝇：食蚜蝇成虫是吃素的，它们不仅饮食习惯与蜜蜂相似，部分食蚜

蝇体型花纹也酷似蜜蜂。图为一只美丽的食蚜蝇正在花间飞行。
图5：残暴的蜘蛛。蜘蛛不属于昆虫，但它却以多种昆虫为食物。快乐美丽的食蚜蝇碰

到它，好日子就到头了。顺便说一句，蜘蛛也并不都是结网捕食的，例如图中这一位。
摄影/李秋弟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摄影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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