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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在福建省漳州市长泰区陈巷镇西湖村水稻种植基地，漳州市气象局科技特
派员正在测量水稻株高，查看穗位、籽粒数等。 沈坤玉 供图

为迎接 2024 年全国科普日，中国
气象局科技与气候变化司科技发展处
（综合处）（以下简称中国气象局科技
司发展处）正紧锣密鼓地筹备科普活
动。这支科普团队近日被科技部、中
宣部、中国科协联合授予“全国科普工
作先进集体”称号。

近年来，在全球气候变暖背景下，
增强公众气象防灾减灾技能，以及应
用气象服务信息的能力，对于有效引
导公众趋利避害，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变得日益重要。中国气象局
科技司发展处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科普工作重要论述精神，持
续加强气象部门科普能力建设，推动
气象科技资源向科普转化。

打造特色气象科普品牌

8月26日，2024年全国气象科普讲
解大赛决赛在兰州大学落下帷幕。该赛
事已连续举办10年，中国气象局科技司
发展处今年还进行了赛制创新，由单一
赛道改革为专业讲解、科研业务、志愿传
播3个赛道，吸引了全国54支代表队200
名选手参赛。中国科学院院士、兰州大
学校长严纯华肯定大赛形式新颖，具有
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组织基础，为气象科
普提供了交流平台。

这样的“常青树”科普活动，正是气
象部门建立的多个富有特色的科普品牌
之一。在中国气象局科技司发展处精心
组织和推动下，全国气象科普工作者积
极行动起来，气象科普领域愈加活跃。

每年5月，中国气象局科技司发展
处组织的全国气象科技活动周如期举
办，至今已持续8年，成为气象科技成果
展示平台、科技供需对接平台、科研创新
交流平台和科普活动集成平台。在气象
现代化建设科技博览会上，公众可以现
场接触气象卫星模型、超低温自动气象
站冰雪观测仪器、海燕无人机等气象前
沿科技展品；在江苏省南京市高淳区河
蟹养殖气象科技小院里，河蟹产业专家
现场为养殖大户讲解天气因素对河蟹养
殖的影响……今年气象科技活动周期
间，全国各地气象部门深入805个社区、
1111个乡镇、1511所学校，共开放科普教
育基地638个，组织野外基地和实验室等
创新平台开放活动54个，组织科普报告
462场，线上参与1155万人次，线下参与

63万人次。
气象与民生密切相关，中国气象局

联合科技部、中国科协共同主办了“千乡
万村气象科普行”，气象科普工作者的足
迹遍布祖国的广袤土地。今年截至7月
初，该活动已走进全国150个市（区）、403
个县、507个村，举办科普活动918场、进
校园325次，科普讲座391场次。

搭建桥梁让“两翼”齐飞

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
发展的“两翼”，如何激励更多科学家
参与到科普工作中来，中国气象局科
技司发展处经过充分调研，探索改革
创新举措，为“两翼”齐飞创造条件。

在顶层规划中，中国气象局科技司
发展处推动《气象高质量发展纲要

（2022—2035 年）》《中国气象科技发展
规划（2021—2035 年）》实施，并积极推
进科学素质建设和科普工作的任务落
实。为强化项目人才保障，中国气象
局科技司发展处牵头设立了中国气象
局科技资源科普化项目，推动建立了

“科技资源科普化”中国气象局青年创
新团队和气象科普专家库。

在政策指引下，更多科学家走出办
公室，走到科普一线。利用青海的冬虫
夏草采挖季人员集中的优势，气象科普
工作者奔赴雪山草原，深入采挖检查点、
中小学校等宣传讲解，发放精心制作的
汉藏双语科普宣传资料，最终实现雷电
灾害起数、死亡人数、受伤人数“三下
降”。在“3·23”世界气象日、气象科技活
动周期间，天津农业气象与农业生产技
术专家通过“线下讲座+线上直播+现场
服务”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农业生产专项
科普培训和点对点技术服务……

更多科学家积极参与科普作品创
作。风云卫星极光预报产品、“天擎·
基础信息一张图”、北京气象观测成就
等一批气象科普作品面向公众亮相，
组织开展“名家讲科普”活动，切实推
动科技资源向科普知识转化，提高百
姓气象防灾减灾技能。

在科普过程中，科学精神、科学思
想和科学方法的传播也同样重要。在
中国气象局科技司发展处的组织下，
气象部门持续开展“守正创新 奉献气
象”弘扬新时代科学家精神主题实践
活动，以开展专项行动、强化机制建
设、选树典型案例为重点，推进气象科
技能力现代化和社会服务现代化的良
好创新生态的形成。

（作者系中国气象局气象宣传与
科普中心副高级工程师）

用气象科普教百姓防灾减灾
——中国气象局科技司发展处着力推动科技资源向科普转化

□□ 赵晓妮

清晨的阳光，透过薄薄的云雾，轻
抚着大地，唤醒了沉睡的森林。

我站在广州市流溪湖畔，架起相
机，聚焦不远处的小岛，“咔嚓咔嚓”的
快门声清脆而又动听。悠然宁静的湖
心岛上，一群白鹭或戏水觅食，或翩翩
起舞，优雅的身姿在晨雾中若隐若现。

这么美丽的画面曾无数次在我脑
海里闪动，我想把它们制作成科普视
频，展现在人们面前。为了让视觉更
丰富，我常常在清晨、在傍晚、在寒冷
的冬天，在暴雨过后的山谷、在水位退
却后的荒岛，在无人踏足的山间，去捕
捉那些未曾被发现的画面。

多少文人墨客历经名山大川，挥
墨成诗，多少摄影大咖翻越千山万水
追光逐影，多少旅游博主游遍大江南
北领略祖国之美。曾经，我也有过冲
动，总想着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一人
一车走天涯，相信很多人都有过同样
的梦想。然而这十年间，我的镜头从
未离开过流溪河。但我的好奇心并没
有因此消失，因为白鹭的出现，我慢慢
习惯了用镜头记录身边的美，发现身
边那些被忽略的风景。

我是众多生态资源管护者中的一

员，肩负着森林病虫害防治、野生动植
物保护等使命，保护白鹭便成了我的
工作职责之一。我喜欢白鹭，它们深
深吸引着我。每年入秋前后，一群群
白鹭从遥远的北方迁徙而来，在静谧
的村边、清澈的河滩，它们矫健优雅的
身姿随处可见。

曾经的一次错过，让我遗憾了整
整一年。那是一个周末，值班的同事
发来视频告诉我，流溪河来了一大群
白鹭，而此刻我远在 200 公里外的家，
因事走不开。看着视频里大群白鹭在
湖心岛上盘旋着，我心里有种说不出
的失落感，来流溪河这么多年，我还没
碰到过这么多白鹭。第二天回到单
位，我用无人机把流溪河全域搜了个
遍，也没看到白鹭的踪影。带着莫大
的遗憾，我日思夜盼，终于在第二年的
白露那天，盼来了那一大群白鹭！这
次我终于没有错过！

我喜欢用无人机拍摄白鹭，但也
生怕惊扰到它们。于是，我想了个办
法，当有白鹭飞来时，我预先把无人机
飞到它们可能停靠的岛上，然后在岸
边远远地注视着白鹭的动态。当一大
群白鹭从镜头前飞落时，那种美，足以

让很多人怦然心动。我有幸捕捉到那
一刻，因此获得了广东省湿地生态摄
影大赛一等奖。

因长期跟踪拍摄，我对白鹭产生了
特殊的情愫。我将这种情愫用文字描
述出来，配上白鹭翱翔蓝天的壮观场
景，制成了科普短视频《白鹭与生态环
境》。该视频先后获得全国优秀科普微
视频作品等多个国家、省、市级奖项。

漫步在流溪湖畔，清晨的云雾渐
渐散去，白鹭群也消失在茫茫的天际
里，只留下这平静的湖面和苍翠的群
峰。我在湖边找了块大石头坐了下
来，凝视着这如诗如画的流溪湖景，心

中思考着一个问题：我们该如何更好
地保护生态环境，让白鹭能在中华大
地上自由翱翔呢？

我轻轻闭上眼睛，当微风拂过脸
颊，仿佛自己也变成了一只白鹭。我
展翅高飞，穿越茂密的森林、清澈的湖
泊，那些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世间万
物，一一闯入我的眼帘。这些美丽的
画面深深烙印在了我的脑海，它就像
我事业道路上的一束光，指引着我去
拍摄、去创作、去坚守！

（作者系广东省广州市流溪河国
家 森 林 公 园 管 理 中 心 林 业 高 级 工
程师）

生态之美生态之美，，我与白鹭共绘我与白鹭共绘
□□ 施悦谋施悦谋

图为广州市流溪湖湖心岛上的白鹭群。（作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