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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虽忙，但苦中作乐。我发现

了很多乐趣，尤其与少年儿童打交

道，似乎让我儿时的梦想重新得到

绽放。做了几个月的科普工作后，

我甚至后悔没有早点到科技馆、没

有早点专职做科普。

在科技馆遇到眼睛放光的青少

年，让我想到以前在学校教书的快

乐情景，不由自主地会与他们愉快

交流，恨不得把自己拥有和掌握的

所有科普资源都给到他们，让他们

能成为热爱科学、热爱创新的优秀

青少年，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材。

在策划科普活动、开发研学课程

和开展科学教育时，我总是让自己

保持满满的好奇心，充满热情与激

情。我坚定地相信，只有自己百分

之百地投入，才能将这份饱满的情

绪感染到他人，吸引更多人投入到

活动中来。

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孩子们

喜 欢 和 我 打 闹 嬉 戏 ，也 最 听 我 的

话，都亲切地喊我“馆长妈妈”。有

时候我走在路上，就听到有小朋友

在远处扯着嗓子喊，“馆长妈妈，馆

长妈妈好！”，要么小朋友就直接跑

到我身边，抱着我、仰着小脑袋问，

“什么时候科技馆还有活动呀？”每

当遇到这些可爱的孩子，我都被鼓

舞到，希望自己能争取更多资源，

能为更多孩子举办具有科学教育

意义的活动。这让我儿时做老师

的梦想再次被点燃。

未来，我想做出更多温暖的事

情，将“让科学变得有趣”当作我的

使命，护好探索未知的火苗。

（作者系合肥现代科技馆馆长）

图为孙裴兰（左一）与参加合肥物
质院活动的学员互动。 （作者供图）

为孩子解锁更多高端科技资源
□□ 孙裴兰

图为孙裴兰（右二）与同学们参加科学教育活动。（作者供图）

科普时报讯（记者
毛梦囡）提升科学素质

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

键 议 题 。 记 者 11 月 27

日 从 中 国 科 协 获 悉 ，

2024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

促进大会将于 12 月 5 日

至6日在北京举行。

本次大会以“提升科

学素质 赋能共同发展”

为主题，关注公众科学素

质领域全球议题和发展

方向。大会设置了开幕

式及主旨报告、5 个专题

论坛和现场观摩活动等

环节，聚焦科学素质提升

促进可持续发展、前沿科

普服务科技创新、多元主

体协同促进公众科学素

质提升、新技术应用赋能

科学素质建设、科普能力

建设的区域实践与愿景、

科普高质量发展助力现

代化建设等国际关注的

重点议题，为科普工作者

提供实践经验交流分享

与互学互鉴的平台。

其中，“2024 年科普

中国智库论坛暨第三十

一届全国科普理论研讨

会”专题论坛，将重点展

现公众科学素质建设的

中国方案和科学普及开

展的中国图景，以加强

对 广 大 发 展 中 国 家 和

“一带一路”国家、地区

的科学普及和公众科学

素质建设的示范、支持

和帮助，共同促进公民

科学素质提升。

大会还设置特别专题活动“科普大

咖谈”，邀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卡林加

奖”的中外获奖得者李象益和卡尔·克

拉泽尼基，围绕提升全球公众科学素质

的重要意义、科学普及和科学传播人才

激励培养等话题进行讲演和对话，分享

实践经验，为国内外科学普及和科学传

播提供有益借鉴。

今年11月，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十二次会议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进行了首次审

议。目前修订草案内容正在公开征求意
见。在修订草案中，围绕“科普对外合作

与交流”，多次提及“开展国际科技人文

交流”“拓展国际科普合作渠道”和“开展

青少年国际科普交流”等内容。

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由中国

科协于 2018 年发起，已成功举办 5 届。

本次大会持续搭建国际化科普交流平

台，为国际科普领域信息互通和交流互

鉴提供机会。本届大会总规模约400人，

预计与会境外嘉宾超过 60 人。截至目

前，已有来自23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

的代表嘉宾计划参会。

中国科协从2019年开始牵头筹建世

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目前，筹备委员

会成员和观察员组织已达45家，覆盖了

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南美洲的27个

国家。本届大会将持续作为组织发展的
孵化器和加速器，巩固既有合作网、拓展
朋友圈，为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的成
立和发展壮大不断夯实基础。该筹备委

员会成员和观察员组织将为增强公众科

学素质、促进科学成果共享、推动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而携手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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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我有幸被科技部、中央宣传

部、中国科协表彰为“全国科普工作先

进工作者”。这主要是因为我在合肥

现代科技馆的工作。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所中

学当老师，6年后为了支持爱人工作，

留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以下简称合肥物质院）做科研，之后

被调至科学岛工作。从此，我与科研、

科普结下了缘。2020年春，合肥物质

院岗位调整，领导希望我能去合肥现

代科技馆。其实，我自己也正有此意，

并顺势提出想法——科技馆改造。

当时的合肥现代科技馆，无论是

建筑本身还是展陈内容都亟待升级。

作为合肥物质院科普主平台和主阵

地，科技馆负责统筹协调全院科普资

源，统管全院科普工作。合肥物质院

有 7 个研究所，拥有大量高端的科技

资源和人才资源。我希望将这些资源

发挥到极致，为广大青少年开展高品

质的科学教育，也为科技人才做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甚至为国家的科技人

才培养贡献绵薄之力。这也许是我多

年从事人才工作烙下的“职业病根”和

儿时当教师梦想的驱动。

在 2020 年 5 月被任命为馆长之

前，我在 3 月底就自己跑到科技馆熟

悉工作，并马不停蹄地到全国著名且

有特色的科普场馆调研学习，学习科

技馆建设，了解科普政策法规，思考和

研究如何利用合肥物质院的科研资源

优势开展科普工作、探索科学教育。

在实践的过程中，我不放过任何学习

机会，在提升个人科普能力与政策水

平的同时，不断提高科学岛与合肥现

代科技馆的知名度、影响力。

到任合肥现代科技馆后，虽然忙

着科技馆升级改造的工作，但我对科

学教育工作从未怠慢。我希望在有限

的时间内，能为孩子们创造更好的科

学教育条件和平台，与科学家联动举

办各类科学教育活动，探究科学教育

模式、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培

养青少年科学创新思维。

拥有合肥物质院带来的优秀资

源，也让我意识到，运用、发挥和融合

资源是一种责任。在科技馆升级改造

计划提出后，我寻求国内科技界、教育

界和科普界的顶级专家给科技馆做顶

层设计，一遍又一遍地打磨科技馆新

的展陈方案。

一张关乎科技馆发展的蓝图徐徐

展开：一座近千平方米的研学基地在

科技馆旁边拔地而起，为青少年提供

研学课程、开展科学教育活动；“科学

立方”探索营创立，为具有科学潜质的

青少年开展科学探究提供平台。

不久后，“孙裴兰科学探究工作

室”被合肥市科协与合肥教育局认定

为合肥市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工作室，

接收人大附中等高中研学团队在科学

岛实验室开展科学课题研究，践行高

端科技资源科普化。

为了推动科普资源均等化发展，在

2020年底，我提出“科普援边行”计划，

希望用科普的方式支持西部地区、贫困

山区和农村欠发达地区，以及为留守儿

童开展科学教育。2021年5月4日，科

技馆接待了一批来馆参观的格桑花基

金会组织的西藏学生；当年9月，科技馆

组织科技人才到贵州六盘水送科普。

之后，科技馆每年都开展相关活

动，比如为青海玉树 7 所学校设计科

学课程并辅导教学，向贵州、西藏、新

疆，以及大别山区捐赠科普图书和实

验器材等，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帮

助更多的人，将科普开展得更广阔、更

深入、更精准。

》》 让科普资源走进来、走出去

》》 被孩子鼓舞着，也温暖着下一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