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年过八旬的我在先后完成了
出版社预约的三本科普图书和与他人合作
撰写的两本学术专著的书稿之后，准备心
无旁骛地度过快乐、健康的“夕阳时光”。
然而，与孙儿的一次闲聊又激发了我再次
走上科普阵地的激情。

孙儿大学毕业后，在一个化工厂当工
人。有一次我与他闲聊，问他车间里科技
创新活动开展的情况。他说，现在工厂都
是现代化设备，直接用电脑控制，没有科
技创新的空间。

他的回答引起了我的深思：现代化设
备真的没有科技创新的空间吗？如何才能
启动青年人的科技创新潜能，让他们投入
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中去呢？

于是，我想到科普问题，决心再次走
上科普战场，以科技前辈追求真理、勇于
创新的精神和事迹为内容，以青年人为对
象，撰写科普文章。

2020 年，我在 《科普时报》 开了“科
技创新趣人趣事”的栏目，希望通过古今
中外科学家、发明家进行科技创新的故
事，鼓励青年勇敢地投身到轰轰烈烈的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洪流中去。
为此，我还正在撰写介绍古今中外科学

家、发明家从事科学研究和创造发明事迹的

“中外科学家的故事”系列，希望用古今中
外科学家、发明家为科学献身的精神，探索
严谨、巧妙的科学方法，践行用科技造福人
类的事迹，鼓励青年朋友投身科学技术的行
例中，为我国科技事业的高速发展作贡献。

下面讲几个我从事科普工作的小故
事，希望它们能激励更多的朋友加入到科
普队伍中来，共同为发展我国的科普事
业，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尽力。

轮船上巧遇“优选法”

1972年夏天，我由上海乘轮船去武汉。
途中，我发觉每到一个码头，轮船都要停半
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才开船。当一个服务生到
我们船舱打扫卫生时，我便和他聊起来：

“每个码头船都要停留这么长时间，为什么
不能在每个码头少停一点，将整个航程的时
间缩短呢？”他回答说：“你不知道，过去到
每个码头都是晚点。这一次是采用华罗庚的
优选法加煤，不但烧煤少，而且航行速度
快，每个码头都提前到达。所以，才会停那
么长时间。”我听后，大吃一惊：没有想到
华罗庚的优选法这么管用。这件事使我懂
得：科学技术只要被广大劳动者掌握，就会
变成巨大的生产力；而科普工作则是让劳动
者掌握科学技术的重要途径。因此，后来我

在从事科学研究的同时，也常常会努力去做
一些科普工作。

农民告“化肥”

1983 年，我随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
“小麦丰产带”项目检查指导组来到一个乡
的麦田查看苗情，一个农民跑来找州农业
局局长“告状”。他说，他买的化肥 （尿
素） 有问题，把他家的小麦叶片烧了好多
伤疤。我想，如果化肥质量有问题，应该
是肥效差，不应该烧叶片。此时，我突然
想到，可能是施肥时间不对。于是我插话
问道：

“你是不是早晨去撒的化肥？”那个年
代，化肥都是人工施撒。

“是的，为了早灌水，天一亮我就去
了。”

“早上露水大不大？”
“大。”
“好了，这不是化肥的问题，是你撒化

肥的时间不对。”
“为啥？”
“因为，溶化了化肥的露水就变成了浓

度很高的液体肥料，会烧伤小麦叶片。”
“啊！”
“以后撒化肥，一定要等到露水干了再

撒。”
事后，我给局长建议说，这虽然是件

小事情，但它反映了农村需要加强科学普
及工作，提高农民的科学素质，这种常识
性的错误就不会发生了。

这件事让我认识到，在农民群众中开
展科普工作的必要性。从此便开始了我持
续、漫长的科普生涯。

为了让科学种田的知识能更好地被农
民和职工接受，并尽快地转化为他们高
产、致富的工具，我在科研中尽量结合生
产实际，制定一些农民看得懂，用得上的

“苗情诊断”指标。如提出 “马耳朵”
“驴耳朵”“叶包蕾”“蕾挤叶”“大蕾围顶
心”等形象生动，易懂易记的诊断棉花顶
心形态的指标；新增便于调查的“蕾上叶
数”“花上叶数”等量化指标。

为了便于农民和职工记忆，我又编了一
些“苗情诊断”顺口溜。如诊断春小麦叶色
指标的 “苗期淡，分蘖浓，拔节淡，孕穗
浓，抽穗转淡到成熟”；孕穗期群体诊断指
标：“远看成片，近看成行，低头见地”……
这些工作得到了农民朋友的认可：形象化指
标被普遍应用，顺口溜指标广为流传。

（作者系新疆农垦科学院棉花研究所研
究员）

5 月 24 日晨，我们从延安圣地河谷驱
车，经南泥湾，去梁家河，沿途两旁高坡上
树木葱绿，已没有黄土高坡感觉。一位同行
的朋友感叹道：“这里的风光几乎像江南
了。”我点头说：“上次我来延安是5年前，
对黄土高坡还有印象，现在黄土高坡全被绿
覆盖了，不简单”。

三变与三不变

巍巍的宝塔山，清清的延河水，延绵着
几代人的红色基因记忆。

重回延安3天时间，我将宝塔山下的延
安和正在建设中的圣地河谷.金延安做了一
番比较，得出“三变”与“三不变”印象。

“三变”是：黄土高坡变绿了，像江南 ；延
安变大了，扩容了，特别是陕旅在圣地河谷
大手笔复活北宋延州延安古城和古街酒肆，
实现延安老旧城文化互补，古风和现代气息
互补，使城市变得厚重而大气；变宜居了，
融于古延安风韵的金延安，窑洞式或新民
宿，让旅行者住得舒适。

“三不变”，即不变的延安革命本色；不
变的红色圣地情怀；不变的精神遗产守
护 。在延安期间，我们有幸观摩了红色话
剧《延安保育院》；我再次参观了毛泽东等
老一辈革命家当年在延安运筹帷幄，曾住过
多年的杨家岭，参观了延安留下的包括抗
大、枣园、鲁艺等重要红色遗址，让人感慨
万千。据介绍，延安保护完好的革命遗址和
重要文物有四百多处，是全国革命遗址中保
护最为完整和最为丰富的城市。

用活红色旅游资源

延安是中国革命圣地，是当年中国工农
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中国革命走向全国
胜利的重要历史节点，在建党百年史诗般航
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
党中央，当年率领红军会师于陕北后，正是
在这里确立了夺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

的系列战略方针。延安这一红色资源，在中
国是独一无二的。用活红色旅游资源，创新
现代旅游方式上，是延安文旅局联合陕旅集
团“金延安”设计创意旅游项目的初衷，比
如为致敬建党一百周年，推出了“重走长征
路”户外实践具体课程，结合二万五千里长
征的故事，包含品尝“延安岁月饭”、“飞夺
泸定桥”、编草鞋等体验课程，使来此体验
的旅游者在实践中学习革命传统文化、领悟
长征精神，增加意志力和凝聚力。还有，开
设“到达延安第一课”，也是易操作的创意
项目。采用高科技手段+红色教育方式，让
来延安的培训者和旅游者全面了解毛泽东等
共产党人在延安奋斗的 13 年革命历程，创
新解读延安精神。将延安精神与新时代新形
势相结合，设金延安大讲堂，邀请国内党史
权威专家、知名学者、流量讲师等讲述国内
前沿热点话题，每月一期，每期按照不同主
题进行聚焦时事热点、建言时代发展、拓展
视野格局、赋能创新活力。

融入新时代旅游观念

岁月的年轮在转，延安的红色基因没有
褪色。

笔者在延安看到《美国摄影师镜头下的
红色延安》的一组珍贵照片，其中包括有关
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在延安岁月的许多照
片；还有一张照片是延安曾有的“安澜”巍
巍城楼。当年，因国民党军队飞机对延安的
狂轰滥炸，城楼消失了。如今，在陕旅集团
的手笔下，延安圣地河谷又崛起一座仿旧如
旧的城楼，引来游客观瞻。

陕旅“金延安”设研学营地中心项目，
融入时代特色。他们将延安保育院与壶口瀑
布、海洋馆、科技馆、闪闪红星等园区现有
项目结合，并拓展文安驿、梁家河、壶口瀑
布、乾坤湾等资源，完成红色研学一日、二
日、三日、五日游基础产品开发整合，使游
客游兴大增。特别是开辟梁家河研学热线，
有利于旅游者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的渊源，理解基层历练是人生财
富的真谛。

那天，我们去梁家河并非周末，但来

此旅游者仍然众多。人们之所以对到此旅
游倾注热情，主要是想学习领会习近平总
书记在知青岁月在此历炼的非凡实践。上
世纪六十年代末，不到 16 岁的习近平和其
他知青，来到沟壑纵横、土窑洞密布的梁
家河村。他在这里靠自己的努力，分别过
了“跳蚤关、饮食关、生活关、劳动关、
思想关”，成为村里的劳动好把式，后来
入了党，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
民打井，修路，制沼气池。习近平在这里
插队了 7 年，既锻炼了自己，也改变了村
里的面貌。

谈到当年来梁家河插队生活，1985年冬
天，时任厦门市委常委、副市长的习近平，
回复在厦门大学读书的一位张姓同学的信
说：“我在梁家河的七年，正好是你们上高
中、上大学加在一起的时间。我上的是梁家

河的高中、梁家河的大学。上了这个高中和
大学，对老百姓才会有很深的感情。你们一
定要下基层，才能培养出对老百姓的感情，
才能提高自己，干出实事，做出实效。”

这次重新踏上延安这篇红色的土地，让
我从心底吟唱出一首题为《延安，不只是有
窑洞》的诗篇，延安日报发表后，延安人民
广播电台著名主持人白晓玲以朗诵形式播
出。现节选最后一段：

……
来吧，到延安来吧，
圣地河谷老城的摹本还在复活，
宝塔山下的延安号声还在历练。
你可以体验这里的红色基因，
你可以体验华夏文化复兴重任在肩。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人民日报

高级记者，人民日报海外版原副总编辑）

延 安 的 变 与 不 变
□□ 王 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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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中 国 成 立 以
来，广大科技工作者
在祖国大地上树立起
一座座科技创新的丰
碑，为祖国和人民作
出了彪炳史册的重大
贡献。自新文化运动
开始，“赛先生”即成
为一面旗帜，科学的
种子在中国大地上广
泛传播。从李四光、
钱学森、钱三强、邓
稼先等一大批老一辈
科学家，到陈景润、
黄大年、南仁东等一
大批新中国成立后成
长起来的科学家，以
他们为代表的杰出科
学家群体逐渐铸就了
科学家精神的独特精
神气质，让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
同、育人的科学家精
神熠熠生辉。

科技强国建设
迫切需要大力弘扬
科学家精神

当今世界正经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
民生改善比过去任何
时候都更加需要科学
技术解决方案，更加
需要增强创新这个第
一动力；迫切需要科
学家坚持面向世界科
技前沿、面向经济主
战场、面向国家重大
需求、面向人民生命
健康，追求真理、潜
心钻研，胸怀大局、
服务社会，不断向科
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
军，增强原始创新与
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
力，取得更多“从 0
至 1” 的 科 学 突 破 ，
尽快解决“卡脖子”
的难题。

人 无 精 神 不 立 ，
国无精神不强；文化
兴国运兴，文化强民
族强。中国的科学家
精神是科学精神的时
代化、中国化和人格
化，是中国科学家群
体呈现的独特精神气
质，是具有中国特色
和时代特色的科学文
化的集中表现，是科
学技术和创新发展的
精神土壤，是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创新文化
的重要组成部分。科
技强国建设迫切需要
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
识、崇尚创新、尊重
人才、热爱科学、献
身科学的浓厚氛围；
迫切需要厚植有利于
创新的文化环境和文
化土壤，迫切需要使
科学家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同频共振，为
创新驱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劲的精神动
力支持。

近年来，我国陆续开展了一系列涉及
科学家群体的典型人物评选表彰活动。一
系列典范科学家的选树在全国上下营造起
了崇尚科学、尊崇创新的鲜明导向。

弘扬科学家精神需要创新引领

2018年6月，中国科协组织成立了科
学家精神报告团，主要通过邀请杰出科学
家后人讲述科学家故事的方式，让广大青
少年走近科学家平凡而伟大的人生，把爱
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科
学家精神一代一代传承下去。至 2020 年
底，报告团在全国行程数十万公里，报告
260场，科学家精神点亮了众多青年学子
科技强国的中国梦。报告会、展览会等传
统方式在科学家精神的弘扬中仍大有可
为。

2018 年 12 月，以黄大年同志先进事
迹为蓝本的同名电影 《黄大年》 在北京
人民大会堂首映。至 2020 年底，该片在
院线的排片超过 5400 场。2019 年 1 月，
科学中国人杂志社等单位策划制作的大
型人物专题纪录片栏目 《我是科学人》
第一期上线，迄今共拍摄了 36 集。2020
年6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科普场
馆特效影院专业委员会启动了“光影科
学梦”——2020 年度科学家精神电影全
国科普场馆巡映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
展科学家电影展映。基于影视的科学家
精神传播艺术性、感染力强，传播力、
影响力广，有利于塑造鲜活的先进典型
形象，在新时期科学文化塑造中有着无
可比拟的优越性。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自媒
体的崛起为科学家精神弘扬提供了丰富
的技术手段和平台支持。2019 年 5 月 31
日，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学也偶像”
科学家精神短视频征集活动启动，共征
集 1000 多条短视频作品。众多一线科研
人员在此过程中走进短视频社交平台，
用流行的话语体系叙说科技工作者的平
凡与不平凡。据统计，观看、投票、点
赞该活动的网友超过 35 亿次，将科学家
精神的传播化“高大上”为“接地气”，
以新颖时尚的短视频猛带了一波流量。
此举说明，以短视频为代表，包括基于
直播、戏剧、文学、漫画、两微一端等
形式和平台的传播，有望成为典型人物
正能量宣扬的重要趋势。

（第一作者系北京市科学技术情报研
究所助理研究员，第二作者系北京市科学
技术情报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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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 科 普 结 下 不 解 之 缘
——我的科普故事 （上）

□□ 陈冠文

主持人春妮面对镜头，带着微笑发
问：“透过科技，你看到了什么？”2021 年
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当天，这种演讲形
式的宣传短片全网刷屏，点击量达到千万
级别。这一成功案例背后有哪些故事？互
联网时代的媒体该如何做好科普内容和科
学传播？6 月 28 日，短片的创作与传播策
划机构中国科学院计算机网络信息中心副
总工程师肖云来到“科学咖啡馆”沙龙，
讲述了中国科普博览这一科普品牌背后的
故事。

早在 1999 年，中国科学院就成立了中
国科普博览这一科普网站，基于浩瀚的科
学数据库和丰富的专家资源，开始进行科
普领域的实践。二十多年来，随着互联网
信息化建设和技术手段的发展，中国科普
博览迅速适应传播矩阵化、需求前置化、
分发个性化、线上线下一体化等web 2.0时
代的新特点，构建三级科普传播体系，成
功创新传播形式，形成“1个网站+20个自
媒体号+100 多个合作渠道”的新媒体传播
矩阵，粉丝数达 1200 万，年发文超过 1 万
条，做到了“让公众爱上科学”。

在可观的影响力背后，是中国科普博
览团队长年的坚持与付出。长期以来科普
工作长期面临着“懂行的不会写，会写的
不懂行”的状况。对于绝大多数科学家来
说，科普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也有些科学家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十分专
业，却并不擅长演讲和沟通，难以将科研
成果介绍给公众。“其实很多科学家不是

不会讲，只是没有机会讲，只要给他们一
个平台，他们就会越讲越好，而且很多人
还很爱讲。”肖云介绍，中国科学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
联合主办的格致论道讲坛就是这样的一个
平台。团队从前期策划、专家沟通、课件
制作到后期传播推广，有着一套成熟的流
程，以减轻嘉宾的负担。而宝贵的时间也
要用到刀刃上，除了试讲以外，甚至会请
专业的老师来进行演讲技巧培训，为长期
泡 在 实 验 室 里 的 科 学 家 们 打 开 “ 新 大
门”。最终，讲坛以易于传播的视频形式

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短短的 18 分钟内，科
学家们深入浅出、妙语连珠，用接地气的
语言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展现给大众。格致
论道讲坛不仅成功树立起自己的品牌，也
走出了郑永春、徐颖等优秀的科普主讲
人。

另一方面，许多媒体行业的科普工作
者写得一手好文章，但在具体的科学知识
方面却没有专业背景，对研究成果一知半
解，更无法将深奥的理论转化成大众能看
懂的科普文章，甚至会出现“标题党”等
有损科学准确性的问题。肖云讲述了中国

科普博览团队曾遇到的困难：团队与专家
就某一物理研究进行对接，一群文科生听
了半天物理知识，回去做成了视频，不料
专家看后反馈：大错特错！最终，经过整
整半年的反复沟通和修改，才做出双方都
满意的视频。肖云说，完成一次内容创
作，最重要的就是把专家拉进团队，作为
团队的一员参与创作的全过程，尤其是内
容上线后科学家亲自与受众互动，这是其
他人无法取代的。

酒香也怕巷子深。有了精心筹划的内
容，该如何把它推向大众、推向市场？以

“天宫”发射为例，中国科普博览团队从4
月24日“中国航天日”开始预热，在29日
发射后迅速、持续地推出各类深度解读作
品，形式活泼多样，从4G超高清三维动画
的“视效大片”，到脑洞大开的科学实验柜

“产品发布会”，再到紧跟网络热点的真人
快闪作品，在太空实验室研发现场进行的
揭秘式直播……通过媒体矩阵和重点账号进
行全平台分发推广，最终达到了良好的传播
效果。

将目光投向未来，肖云表示，5G、大
数据、云计算等新兴技术为科学传播提供
了很多崭新的可能，如内容生产与传播过
程的智能化、内容传播范式的研究、内容
分发过程中对用户的引导等。而在技术浪
潮中，内容生产的重要性也不能被忽视，
加强内容建设、深度发掘科学精神、吸引
更多人才加入科普工作的队伍，已经刻不
容缓。

这个科普团队让“懂行的会写，会写的懂行”
□□ 科普时报记者 毛梦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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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自远院士在格致论道讲坛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