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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国气象局联合科技部、中
国科协共同主办的全国大型气象科普活
动——2023 年“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
收官。此次活动以“科技助力乡村振兴”
为主题，提高了气象科普供给的专业化、
大众化、通俗化水平，将气象科技创新成
果和气象科学技术知识更广泛地传播，更
好地助力气象为农服务、防灾减灾。

在这场大型科普盛宴中，各地结合
各自农业生产和农村发展实际情况，组
织开展了一系列特色活动。截至目前，
活动已走进全国509个市 （区）、1513个
县、2667 个村，举办科普活动 4840 场、
进校园 1584 次、开展科普讲座 2170 场，
受众人数达883万余人。

征集气象科普需求，组织专家
深入一线

农业生产最需“看天吃饭”。各地气
象部门结合当地气候特点、易发气象灾害
实际情况以及防灾减灾救灾重点区域和科
普薄弱环节，将科学、管用的农业气象防
灾减灾知识送到农民手中，助力科学应对
农业气象灾害。同时，以需求为导向，推
动现有气象科技成果落地应用，为农村产
业发展、生态旅游资源开发等提供气象科
技支撑。

在福建，气象部门“点题”征集气
象科技科普服务需求，形成 “榜单”，
组建“气象科技帮帮团”深入一线，开
展专家面对面恳谈会、实地调研指导、
科技科普融合直播等一系列“解题”行
动，服务产业振兴。

在江苏苏州，吴江区气象局精准对

接地方特色产业、农民需求，制订详细
服 务 方 案 ， 并 通 过 气 象 科 技 “ 三 下
乡”、签订合作协议、实地座谈走访等
形式给予技术指导，为乡村振兴提供气
象科技支持。

进社区进学校，实现“靶向”
科普

今年以来，各省（区、市）气象部门
组建气象科普宣讲团队，派出近1.3万名
气象专家和科技人员深入基层，开展进机
关党校、进企业、进社区、进学校等“靶
向”科普活动。面向基层防汛成员单位负
责人、村干部 （气象信息员），开展气象
灾害防御专题讲座，提高气象灾害防范应
对意识和科学决策能力；面向乡村种植
户，进行特色农业实地指导，及时普及气
象防灾减灾知识和气象科技成果；面向青
少年，开展形式多样、内容有趣的校园科
普活动，提升青少年对气象科技的兴趣和
科学素养。

在青海，虫草采挖与雷电高发的地域
和时间段高度重合，气象科普人员为当地
干部宣讲雷电灾害防御知识、防雷技术服
务职责和雷电防灾减灾监督管理制度，并
走进玛沁县雪山乡等地的虫草采挖点，用
藏汉双语为群众讲解如何获取气象服务信
息、遭遇雷雨天气时如何避险等知识。

在湖北，该省气象局打造“一站一校
一课”品牌气象科普活动，并联合科协、
教育局、学校共同建设校园气象科普工作
长效机制，自主研发“极目云”气象科普
课程，面向全国中小学校开展云课堂直播
活动，打造以气象科学为核心的全科启蒙
教育。

整合平台资源，形成上下合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千乡万村气

象科普行”活动将各省 （区、市） 气象
部门举办的农业气象类科普活动纳入统
一组织，形成上下合力，凸显品牌效
应。各地联合当地科协、应急管理、农
业农村、教育等部门专家资源，深度融
合 举 办 活 动 ， 不 断 丰 富 活 动 载 体 和
形式。

辽宁省气象局农业气象专家与省农
科院农业专家组成助农专家团队，开展
科普助农服务，得到市县乡各级政府广
泛响应。农业农村、水利等部门也纷纷
派出专家和技术人员加入，组成科普联
盟，深入田间地头指导解决农业气象技
术瓶颈问题。

在天津，“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品
牌活动与天津本地“应急之星”防灾减
灾科普宣教特色品牌活动相融合，实现
了“1+1>2”的科普成效。天津市气象
局联合应急管理、科技、教育等15个部
门建立跨领域的科普宣传“联合体”，并

提出“宣教培”一体化科普宣传模式，
促进科普知识向防范技能转化。

在四川成都，温江区气象局积极构
建气象科普大格局，加入川渝气象科
普馆联盟和地方科普基地联盟，联合
区级部门在全域共同推广气象科普活
动；与研学机构签订战略合作协议，
共建科普阵地，共研文创产品；与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大气科学学院签订志
愿者服务合作协议，共建气象青年科
普志愿者团队。

2023 年“千乡万村气象科普行”活
动的开展，切实将实用性气象科学知识
有效传递到广大基层。活动带动了更多
气象科技人员走进田间地头、社区学
校，畅通了气象科技资源科普化的渠
道，形成气象科技创新和气象科学普及
之间的良性互动。

（作者系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科普
中心高级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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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海观潮

科普场馆是提升公民科学素质的
重要阵地，在开展科普科幻教育过程
中具有独特的优势。比如，科普场馆
拥有开放、自由的场地环境，承载了
基础科学、前沿科技等展览展示资
源；具有场馆科学课、特色互动活动
等形式多样的教育活动资源；已成为
馆校合作、馆际合作等交流合作平台。

科普场馆主要面向青少年。科技
辅导员在设计教育活动时，往往注重
激发青少年的科学兴趣，培养青少年
的科学思想方法、实践能力、创造
力；注重跨学科融合、探究式学习，
等等。

优质少儿科幻作品是场馆教育活
动的素材和源泉。少儿科幻作品融合
了科学、人文、历史、地理等多方面
知识，体现了较强的跨学科特色，场
馆教育活动可以基于此进行内容和形
式的创新。将少儿科幻图书的优质内
容融入场馆教育活动的设计中，能够
更好地发挥教育产品的作用，助力场
馆科学文化建设。

在时间长河、宇宙空间里漫游历
险是青少年最向往的事情，也是大众
喜闻乐见的一类故事，这类题材的科
幻小说是场馆教育活动设计的创新来
源。叶永烈的经典科幻小说《小灵通
漫游未来》以小记者“小灵通”的视
角，带着大家畅游了处处都是高科技
的未来城市。书中提到的“家政服务
机器人”“可视手机”等科学预想已经
实现，足可以成为场馆科技创新成就
展览展示的生动素材。儒勒·凡尔纳于
1865年发表的科幻小说《从地球到月
球》细致描写了当时的冒险家如何构
想、制造并乘坐空心炮弹飞向月球的
故事，书中缜密详实而富有逻辑的科
学设想激发了后世航天先驱的灵感。
在场馆里对科幻作品进行立体化呈
现，一方面可使青少年感受日新月异
的世界变化，体会科技创新的磅礴力
量；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青少年清晰了
解科技发展史的脉络，树立科技报国
的远大理想。

优质少儿科幻作品还可以帮助青
少年潜移默化地习得科学方法、养成
科学思维。马传思《超能熊猫》系列
小说中的小主人公乘坐“宇宙云雀
号”飞船开启了远古生命探寻之旅。
孩子们经历了小行星带碰撞时的惊心
动魄，见识了月球的诞生，并在地球
的原始大气层、原始海洋里扑腾翻滚。在他们的视角
里，古生菌家族的产甲烷菌和蓝绿藻的战斗灵动有
趣，种种奇遇让他们对生命的起源有了更深刻的认
识。书中融入了大量的地理、生物常识，自然科学课
本上的枯燥知识成为少儿科幻作品中的串珠。科普场
馆里一般常有这类基础学科的展品展示，也会配套设
计相应的观察实验活动，比如北京科学中心就有“生
命起源的猜想”“寒武纪大搜索”等展项及展教活动。
如果将故事的逻辑线搬到场馆里，让孩子们在场馆里
亲身体验到书中科学原理的运用，他们将会调动起各
种感官，获得的知识框架将更加完整。

少儿科幻作品对青少年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也起到
了正向引导作用。这些作品中的小主人公们斗智斗勇、
找寻真理的成长历程体现了当代青少年健康向上的精神
风貌，弘扬了独立思考、求实求真的科学精神。引人入
胜的故事既成功地抓住了孩子们的眼球，激发了他们对
科学的兴趣，促使他们在虚拟的故事情境中探究真实的
科学问题，也进一步拓展了青少年的想象边界。如果将
小说中的人物、故事、事件呈现在科技馆的真实情境
中，并通过游戏、角色扮演等方式引入，将会带来意想
不到的活动效果，既可以达到探究性学习的目的，也能
加深孩子对小说的理解和喜爱，反哺科幻小说的创作和
推广。

认识、挖掘并发挥少儿科幻作品的价值，将会进
一步拓宽校内外科普科幻教育的路径，滋养青少年的
想象力、创造力、创新力，因此需要加大对优质原创
作品的支持力度，夯实创作人才培育的土壤。

（作者系北京科学中心副研究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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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括梦溪有笔谈 毕昇活字是宋刊
——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十七）

□□ 王渝生

图1、图2为《活字印刷术》纪念封。 （图片由中国集邮有限公司提供）
图3、图4、图5分别为毕昇画像（袁武绘）、《梦溪笔谈》书影、中国香港发

行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印刷术》纪念邮票。 （图片由作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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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刷术和造纸术、指南针、火药
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雕版印刷术早
在隋唐时期已经发明，活字印刷术则
是 在 北 宋 庆 历 年 间 （1041 年 —1048
年）由毕昇发明。

沈括 （1031 年—1095 年） 在 《梦
溪笔谈》 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
昇，又为活板。其法：用胶泥刻字，
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
先设一铁板，其上以松脂、蜡和纸灰
之类冒之。欲印，则以一铁范置铁板
上，乃密布字印，满铁范为一板，持
就火炀之，药稍镕，则以一平板按其
面，则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
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
速。”

《梦溪笔谈》 具有世界性影响，
日本、韩国和欧美各国汉学家都对

《梦溪笔谈》进行过系统而又深入的研
究，他们肯定了活字印刷术为中国千
年前的伟大技术发明，对人类近代文
化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西方活字印
刷则始于德国人谷登堡 （1397 年—
1468 年） 于 15 世纪中叶发明的铅活
字，比毕昇晚了400年左右。

关于记载活字印刷的诗词，从宋
代诗人杨诚斋“巧制新牌近玉溪，打
诗击鼓浪声齐。更携纤手明窗下，要
与前人分韵题”，到近代学者史树青

“读碑我慕杨观海，雕字双行是宋
刊”，都一直赞不绝口。

到了元代，农学家王祯又对活字
印刷进行了创新和再发展。

王祯于元贞元年 （1295 年） 至大
德四年 （1300 年） 在安徽省旌德县做
了6年县尹。王祯关心民生，注重农业
经济。他在任上倡导农民种植桑麻黍
麦，推广先进农具，后著 《农书》 22

卷。因考虑该书字数太多，雕印工程
浩大，其间他便与工匠创制了3万多个
木活字，并发明了转轮排字架，大德
二年 （1298 年） 用木活字排印了由他
主编的 《旌德县志》。全书 6 万多字，
不到1个月的时间就“百部齐成”。这
是世界上第一部用木活字排印的书。
根据这次成功的实践经验，王祯写了
一篇《造活字印书法》，并绘制了“活
字板韵轮图”作为“附录”置于他的
名著 《农书》 之后。在这篇文字里，

王祯把他创制木活字的经过、发明转
轮排字架及印刷方法作了总结，成为
印刷史上的珍贵文献。

王祯的木活字印刷术包括创制木
活字和发明转轮排字架两部分。木活
字的制造，是先请书法高手写字样，
糊于由梨木、银杏、杜仲等较好木质
制作的字坯上，然后由雕工刻成阳
文，修平待用。他所发明的木质转轮
排字架装有可用手转动的转轮，上面
有按韵存放活字的轮盘，排字时利用

转轮，使之转动，“以字就人”。这
样，取字、还字“不劳人”，还能提高
工作效率。在印刷前先排字，将木活
字排在木板作底的印板上，用薄竹片
隔行、摆平，楔紧固定，然后上墨铺
纸，用棕刷刷印。

王祯发明的木活字印书在明清两
代更加盛行。清乾隆三十八年 （1773
年），清政府曾经用枣木刻成约25.3万
个活字，先后印成 《武英殿聚珍版
书》138种，计2400多卷。这是我国历
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利用木活字技术
印书的事件。

1620年，弗朗西斯·培根在其名著
《新工具》 中写道，“印刷术、火药和
磁针的发明已经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
貌”“第一项发明表现在学术方面，第
二项在战争方面，第三项在航海方
面。以至于任何帝国、任何教派、任
何名人对人类事务方面似乎都不及这
些发明更有力量和影响”。

1863年，马克思在《机器·自然力
和科学的应用》 中进一步指出，“火
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
阶级社会到来的伟大发明”“总的来说
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
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

为贯彻落实天津市委关于弘扬科学家精神的决策部署，反映

天津科学技术界为科技救国、科技报国、科技强国所作出的卓越

贡献和突出成绩，天津市科协成立编委会，拟编写《天津科学家

风采录》一书（以下简称本书）。本书拟根据公开资料，初步整理

近代以来在天津具有工作经历、生活经历或学习经历的科学家的

生平简历、主要成就以及相关照片等资料作为编撰素材，本书旨

在弘扬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教育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和青少年，

继承科技界优良传统，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鉴于书中涉及到的部分科学家已经离世，目前无法与其近亲

属取得联系，故通过公告形式将书中涉及相关已离世科学家名单

进行公示，请相关科学家近亲属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5日内与编

委会联系，获取书中拟编撰的有关材料并提出意见。

本书编委会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人：张洋

联系电话：13920398518

联系地址：天津市和平区和平路287号

天津市科学技术协会

2023年12月29日

本书涉及相关科学家名单

徐光启 竺可桢 侯德榜 茅以升 叶企孙 郭永怀 叶笃正

刘东生 吴自良 师昌绪 王忠诚 顾方舟 于 敏 华蘅芳

盛宣怀 严 复 张锡纯 严范孙 詹天佑 徐华清 金雅梅

张相文 丁国瑞 陈曾源 张伯苓 桑志华 伍连德 李烛尘

范旭东 赵天麟 孙学悟 何 杰 陈调甫 梅贻琦 陆观虎

刘仙洲 邱宗岳 姜立夫 饶毓泰 关颂声 关纯厚 赵寄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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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求意见公告

■广告

送 气 象 科 学 知 识 到 基 层 去
□□ 王晓凡王晓凡

在 “ 千 乡
万村气象科普
行·草原行”活
动中，孩子们
在拼插人工影
响天气作业飞
机模型。

（图片由内
蒙古自治区气
象局提供）

科普一线经验谈

一部世界文明史表明：世界因人的
存在被赋予价值，文明因释放人的潜力
而进步和升华。回首全球现代化之路，
各国现代化道路各具特色，但人的素质
提高，行为、观念变革，潜能的开发却
构成了现代化的主旋律，人的现代化是
现代化可持续进行并取得成功的关键。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代化的最终
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中国
式现代化是一条立足中国大地、植根中
国文化、契合中国实际的道路，沿着自
身的轨迹和逻辑发展演进。在这一进程
中，推进人的现代化、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的使命贯穿其中。人的现代化体现了
中国式现代化创造主体和价值主体的内
在统一。

科学素质打开人类进步的大门

科学素质是当今时代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的内在要求。它是人在观念、行为

和精神不同层面体现的对科学理解、掌
握、运用和崇尚追求的基本素质，提升
科学素质意味着改进观察世界和利用智
慧的方式，意味着夯实科学的世界观和
方法论。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
2018 年首届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
贺信中指出，科学素质打开了人类进步
的大门。提升科学素质是实现人的现代
化的必然途径和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
突飞猛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
透融合，促进公众科学素质的整体提
高，推动科学、社会、人的协同发展，
已越来越成为各国社会和谐、经济发
展、文化进步和科技创新的基石。

要培养公民的现代心理、行为
和人格

必须深刻把握新时代公众科学素质
建设的战略意义、理论逻辑和现实路

径，全面提高公众科学素质，更好地促
进公众分担现代化进程中的责任、分享
现代化的福祉，更好地处理人与人、人
与技术、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关
系，让全体人民拥有现代的心理、行为
和人格，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逻
辑起点和充沛动力。

2022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
例达到 12.93%，比 2015 年的 6.20%提高
了 6.73 个百分点。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的
持续快速提升，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
行列并向前列迈进，奠定了丰厚的人力
资源基础。但与此同时，我国城乡、区
域科学素质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
情况，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大城市
和小城市、城镇和乡村之间，整体的公
民科学素质水平差异显著。

必须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充分
发挥科普在提升公众科学素质中的重要
作用。要更加强调科普的人民立场，不

断加强科普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开
发优质科普资源，注重数字技术与新媒
体，着力解决科普发展不平衡不充分，
提高科普公共服务的覆盖面、精准性和
渗透力。更加强调科普的时代特征，要
应对技术迭代之变，构造科普新平台，
应对客体需求之变，构造科普新场景，
应对社会前进之变，构造科普新治理。
更加强调科普的全面价值，推动科普融
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科普与科技创新、科普与教
育发展、科普与人才培育、科普与社会
治理等相贯通，更好地促进物的全面丰
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科普理论与
政策研究室主任）

提升科学素质促进实现人的现代化
□□ 谢小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