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中国生物在科学普及领域探
索开展了诸多有益的活动。

首先，充分发挥专家资源优势，建立
健全了组织体系。2022年，中国生物成立
了科普委员会，邀请各个领域板块的院士
专家做科普，通过直播、访谈、文字等形式
传递权威信息。

其次，中国生物官方平台协同发力，

创意视频高效传播。搭建起由180个账号
组成的全媒体矩阵平台，结合热点话题和
重要节日，聚焦受众的需求，提高发声频
次，扩大科普宣传的音量。目前，科普短
视频更新了300多条，播放量破千万。

三是打造专业的科普直播平台，与公
众面对面地讲科普。从去年开始，创新利
用直播平台开展科普宣传。科普直播内

容也涵盖了中国生物各个专业领域，包括
疫苗、医学美容等。在科普传播中，中国
生物打造了企业的IP形象——该形象以
孙悟空为模型，结合其降妖除魔的特点，
对应中国生物对战病毒、呵护健康的业务
属性，增添了科普的亲和力。

四是积极拓展科普渠道，丰富交流互
动载体。中国生物最早建立了全国第一

座行业博物馆，还率先建成了有关中国血
液制品的博物馆，充分发挥了博物馆作为
科普基地的作用，不断提高知识性、互动
性和实践性。

面对新时代科普工作，企业做科普要
打开思路，要摒弃传统的思维惯性和习
惯，要不断创新，要会抓住热点，要能“出
圈”。总之，科普不能做得平庸。

作为人类重要的交通工程和建筑艺术，桥梁承载了人们
对“联通”和“跨越”的追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桥梁科技的
发展，尤其是高铁桥梁、跨海长桥、跨谷桥梁都取得了世界瞩
目的成就，成为国家综合国力和交通发展水平的重要体现。

桥梁博物馆位于新中国桥梁建设事业发源地武汉，是国
内首家综合性桥梁博物馆，由中铁大桥局建设运营。以“天

堑变通途——古今中外话桥梁”为主题，由室内馆及室外桥
梁主题公园组成。室内展馆建筑面积近3000平方米，讲述古
今中外桥梁科技的发展及文化；室外主题公园约2万平方米，
主要是由桥梁名人雕塑及艺术装置组成。

自2019年开馆以来，博物馆线下共接待了来自70多个
国家的35万多名观众，线上“云游”参观突破900万人次。

让桥梁知识“飞入寻常百姓家”，是博物馆一直坚守的初
心。桥梁博物馆本身也是一座“桥梁”，是连接公众与企业和
桥梁行业的纽带。

从建馆之初，桥梁博物馆就立志不仅服务于桥梁业专业
人士，也面向普通公众，让更多公众了解桥梁知识、热爱桥
梁、传播桥梁文化，并为此做了诸多努力和尝试，开展了形式

丰富多样的科普活动。
作为科学普及和文化传播平台，通过一场场深入透彻的

“桥梁大讲堂”，一次次鲜活生动的互动交流，博物馆掀起了
一阵阵全民“识桥、研桥、爱桥”的热潮。近期，桥梁博物馆荣
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称号。这是对博物馆长期以来
科普教育工作的认可和鼓励。

长光卫星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充分发
挥高新技术企业优势，主动承担起科学普
及的社会责任。

2018 年，企业自筹 700 余万元的资
金，建设吉林省首个以航天为主题的科普
教育基地，填补了吉林省航天领域科普资
源的多项空白。

航天科普场馆建设面积 5000 平方
米，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室内馆，是目

前整个公司生产研发的厂区；依托于卫
星的地面站还有一个室外场馆，公众在
这里能看到空间站、卫星、月球探测器、
火星探测器、长征系列火箭等实物模型。

除了实物模型展示和光电影像，科普
教育基地还创新性融入了“吉林一号”研
发、生产、测试、实验的过程，公众可以在
场馆内近距离看到真实卫星的研制过
程。目前，航天科普教育基地已接待20

余万人次。
我们提出了“吉林一号”独具特色的

科普形式，科普则是按照“三性五化”原则
开展。“三性”即知识性、趣味性、持续性，

“五化”即多元化、专业化、体系化、协同
化、品牌化。打造“长光卫星”“吉林一号”
两大热门IP，做强做优公司科普品牌。

通过持续性免费开放科普教育基地，
为社会大众提供了丰富航天知识、感悟科

技魅力的平台。此外，还总结形成了一系
列航天科普图书、科普课程与科普竞赛活
动等品牌科普资源，对普及科学技术知
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起到了
重要的促进作用。

在多年的科普工作中，我们获得了超
过30余项国家级，以及省市各项科普荣
誉，今年入选“第九批全国学雷锋活动示
范点”名单。

当把科普和互联网联系到一起时，就体现了
互联网的本质属性——联接一切。如果把科普
和哔哩哔哩（B站）联系在一起，体现的是科学科
普和公众的双向奔赴。

B站成立15年了，陪伴了一代年轻人的成长。
B站最大的特点是含“青”量很高，我国68%的“90
后”和“00后”是B站用户，月均活跃数在3.36亿，用
户平均年龄在24岁。而且，年轻用户的受教育程

度普遍较高。
这一代年轻人被称为“数字原住民”，他们之

所以对科技科学有深厚的兴趣，离不开他们所经
历的科技加速迭代的时代。因此，他们有天然的
求知欲和好奇心。

如果用一句话概括B站和科普之间的关系，B
站是一个百科全书类的科普内容网站。现阶段，
科技已经成为B站上最受用户欢迎的内容之一。

2023年，在B站观看科普内容的用户是2亿，现在
月均活跃用户数为 3 亿多，这是一个很高的占
比。2023 年，B 站科普类内容增长非常快，超过
20倍。

为什么B站的内容受年轻人喜欢？最重要的
是天然媒介长度决定的，相对其他平台的短视频，
B 站大部分视频是中长视频，尤其是 3-5 分钟为
主，这个时长决定了它可以完整地讲清楚一个知

识点或一件事情，所以专业度相对会高一些。
AI 内容是目前我们在科普领域中增长最快

的。现在平均每个月观看AI相关内容的用户日
均超过了8000万，AI内容的日均播放量增长80%，
AI相关UP主增长也非常快，超过60%。

未来，我们希望把科普做成一种普惠事业，让
技术也普惠，让大家低成本地接触技术，能从中受
益，体会到获得感。

核工业的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更离
不开核能科普。公众对核能的接受度有待
提高，但是核能发展是能源发展的重要
保障。

所以，为了推动核能发展，中核集团公
司创新了一系列核能科普形式，包括“核你
在一起”“魅力之光”等。“魅力之光”活动已
经连续举办了12届，最近一届线上参加的

人数达到130多万，网络传播量过亿。
通过举办“魅力之光”活动，很多中学

生认识到核能的重要性，也通过这个活动，
很多孩子加入到核电发展大团队，把科普
工作转化为核电发展的人才推广动力。

同时，我们也开展了一系列高校学生
演讲活动，包括“核+X”创意大赛活动，还
有“小荷之声”青年核科普志愿者体验营，

有力打破了核“邻避效应”的困扰，促进了
核能事业的安全发展。

我所在的中核武汉也非常重视科普工
作，专门成立了虚拟仿真与公众宣传技术
部，从事核能科普宣传工作。目前，该部门
已经运转快20年，通过一系列科普活动，促
进核能安全发展、创新发展。

我们还联合相关单位打造了全国首个

核能云端博物馆，通过趣味化、科普化、通
俗 化 的 方 式 ，面 对 公 众 开 展 核 能 宣 传
工作。

我们也高度重视IP的运营，发布了核
能家族系列品牌，将品牌IP运营和核能科
普推广工作有机结合，介绍丰富多彩的核
知识，开启“微观世界”的大门，在青少年朋
友中也获得了很好的反响。

围绕奶业，新疆天润乳业打造了从饲草种植到奶牛
养殖，以及到生产、加工、销售全产业链模式。

在科普工作方面，我们做了以下几方面探索。围绕
奶业的全产业链，打造全产业链的科普体系。建设了6
个具有科普宣传功能的示范牧场以及科普旅游参观工
厂，形成了以牧场、工厂为全产业链的科普教育基地。
仅用于科普的固定资产投资已经达上亿元。

在工厂方面，我们主要围绕消费者所关心的牛奶的
营养种类检测、品质与安全，还有乳制品的开发等，通过
科普宣传、互动体验，让消费者走进工厂，了解牛奶。

在牧场方面，主要是围绕奶业的发展历史、牛奶的
品牌、奶牛的饲喂营养等，同时还结合体验、参观等互动
体验活动，提升学生、家长及社会各界对奶牛和牛奶的
科普认识。

2022年，公司成立了企业集团科协，指定专门人员
负责科普宣传工作。公司投资4500万元，打造了奶牛科
普馆，通过科普展示、科普教育、文化宣传、旅游参观和
科学养殖有机结合，进行科普知识的普及，同时树立优
质安全的企业品牌形象。

围绕科普宣传，公司将研学作为核心主题，紧紧围
绕着牛奶的生产以及乳品加工，为消费者普及相关知

识。目前，中小学生社会教育实践深受欢迎，很多孩子
在寒暑假期间到科普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和学习。此外，
公司还将线下的科普馆向线上转移，开设了线上科普
馆。2022年，兵团科普活动就在科普基地展开，取得了
很好的效果。2023年，累计研学人员超过1万人。

公司的科普活动做得有声有色，近期，荣获了“全国
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