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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贾骥业

“如果大哥哥大姐姐们能来学校，我还

想再看看绿嘴鸭和小，能摸一摸就更

好了。”从丹江湿地研学回来已经 3个多月

了，周王毅还依然挂念着当时通过望远镜

看到的小动物。

周王毅是陕西省丹凤县寺坪初级中学

的一名七年级学生，因为从小生活在秦岭

大山中，所以他对学校和家周围山上的动

植物了如指掌，但直到最近，他通过丹江湿

地自然科普研学项目才知道小。“我还

想认识更多的动物。”

前不久，中国科协“翱翔之翼”大学生

科技志愿服务交流展示活动在北京举行。

活动现场，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项目负责

人讲述了这个故事。故事背后，是一批又一

批来自商洛学院的大学生科技服务志愿

者，把科协的科普大篷车开到乡间田野，深

入到秦岭群山之中，为上万名中小学和幼

儿园的学生带去科学的活水。

“为什么这所高校的科技志愿服务能

得到大家的认可？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解

决了经济欠发达地区‘谁来做科普’这个问

题。”商洛市科协科普部部长陈淑萍对中青

报·中青网记者说。

缘起一名农村大学生的愿望

谈到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的起源，很

多志愿者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这与一

名农村大学生的愿望有关。

2017 年，付佳乐进入商洛学院读大

一，在学校科创联合会的一场科普展演活

动上，她看到了很多此前从未见过的科创

展品：会飞的航模、手机遥控的机器人、用

LED 小灯组成的广州塔……看到这些展

品的第一眼，付佳乐便在想：“如果我能把

这些都带到乡下，带到家乡那边的学校去，

给那里的孩子们看看就好了。”

付佳乐出生在陕西咸阳马栏的一个小

山村，高中之前的时光都是在村里度过的。

尽管村里的小学和初中有科学等课程，但

因为没有相应的实验条件，付佳乐脑袋里

的科技知识大多来自课本和老师的讲述。

“课本插图应该算是最生动的课程素

材了。”付佳乐说，直至到县里读高中，她才

第一次见到了科普展演，那也是高中期间

唯一一次科普展演。

从农村走出来，付佳乐深知早期科普启

蒙的重要性。“社团的学长当时说可以联系

周边学校，把这些科普展品拿给学生看。”为

了让远在大山农村里的孩子能看到这些展

品，开阔眼界，付佳乐决定加入科创联合会。

在这里，她遇到了有同样想法的杨化俊。

用小马达搭配鸡毛做除尘器，成为班

里第一个敢站上讲台辅助老师进行电路实

验的人……从小就热衷于各种科技发明的

杨化俊刚进大学，就加入了科创联合会，出

色的技术让他很快就成为学校科创联合会

的负责人。“在社团，我们平常就会做一些

小的科技制作，开展一些科普展演活动，但

很少去乡村。”因此，在听到付佳乐的愿望

后，杨化俊感觉两人的想法不谋而合。

来到商洛之后，杨化俊了解到当地山

区乡村学校的教学条件——“桌椅、板

凳、教室、操场等基础设施比我们小时候

要好得多，但是科普教育资源比较匮

乏”。在他看来，如果能有机会在乡村学

校开展科普活动，活跃学生的思维，这将

会是很好的启蒙。

“但凡有一个小朋友感兴趣，萌生出科

学探索的种子，我都觉得很开心。”杨化俊说。

付佳乐和杨化俊在“带科普进入乡村

学校”的想法上产生了共鸣。要把想法付诸

实践，还离不开学校的支持。自 2016年起，

商洛学院开始施行根植地方行动计划，面

向全校招募服务基层的实践项目，在第一

批根植地方项目“乡村科技行”的基础上，

结合大学生们的想法，“商洛学院流动科技

馆”大学生科技志愿服务项目正式建立，并

逐渐走上正轨，商洛市科协也提供了科普

大篷车在活动中使用。

“听到学生关于流动科技馆的故事和

想法，我们很感动，学校科技处因此安排老

师负责项目的指导工作。”商洛学院科技处

处长程敏说。

“我们太缺能做科普的老师了”

在陈淑萍看来，缺少“能做科普的人”

是当前乡村学校面临的主要难题。

据介绍，商洛市科协目前有 11名工作

人员，其中科普部两人。中青报·中青网记

者从商洛市教育局了解到，目前，商洛市基

础教育阶段在校学生约 36万人，其中乡村

地区约 2.4万人。“我们两个人要负责整个

商洛市科普教育工作的协调开展。”陈淑萍

有时会感觉力不从心。

“我们太缺能把科普讲生动的科学老

师了。”陈淑萍对记者表示，在乡村学校，尤

其是小学，科普工作大多是其他课程老师

凭着热情兼职来做。

流动科技馆项目把高校的科普资源盘

活了。据了解，商洛学院共有 436名大学生

科技志愿者参与流动科技馆项目，他们通

过科技制作、科普展演、科普研学、科普讲

解、特色实践等形式，为乡村学校的学生带

去了科学启蒙。如今，除了大学生，还有很

多老师参与到流动科技馆的项目中，王洋

副教授就是其中一位。

“我加入这个项目是偶然，也是必

然。”王洋告诉记者，2019 年他的实验展

演作品“昆虫琥珀标本的制作”获得了

陕西省科学实验展演大赛的三等奖，学

校科技处的老师发现这个内容很适合

给学生做科普讲解。王洋也来自农村，

他知道科普教育的重要意义。在收到邀

请后，王洋便积极地投身到流动科技馆

的科普活动中。

除了昆虫琥珀标本制作，王洋还把

自己在螳螂生活习性方面的最新研究成

果转化为科普素材，讲给学生们听。“基

础科学研究相对枯燥乏味，如果能把这

里面有意思的发现及时科普出去，会很

有意义。”

“分析问题、发现问题，最终解决问题

的思维习惯，是我想传递给同学们的。”王

洋说。

据了解，目前商洛学院参加过学校流

动科技馆科普活动的老师已超过 50名，大

家结合自己的专业，设计相应的科普课程。

“我们负责联系乡村学校收集具体需求，商

洛学院那边则负责调配相应的科普资源。”

陈淑萍说。

把乡村学生接到大山外
去看世界

“展演完，准备从学校离开的时候，我

们被围起来要签名，要联系方式。”商洛学

院流动科技馆大学生科技志愿者杨昊源

说。在乡村学校学生的眼中，流动科技馆的

科技志愿者是“坐大巴来开展览的老师”，

是他们争抢着要签名的“科技偶像”，更是

“通向科学世界的一扇窗”。

但这扇窗还要开得更大。

光让孩子们看到、听到还不够，也要让他

们切身感受到。据了解，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

所到学校的学生，大多是留守儿童，他们的父

母在外打工，有的人甚至都没到过县城。

“同时，学校还有很多科普资源没办法

带到乡村，比如秦岭植物标本陈列室、秦岭

矿产资源陈列室等，所以我们也想把学生

们带出大山来学习。”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

项目指导老师杨琳对记者说。

2022年，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项目团

队根据商洛地区丰富的资源和特色，积极

探索课外研学项目，让大自然成为科普的

“第二课堂”。在当地科协的支持下，项目团

队开展了自然科普、地理遗迹、红色文化等

一系列主题研学活动。张博负责的“丹江湿

地研学”项目就是其中之一。

2020 年 7 月，张博获得陕西师范大学

动物学博士学位，同年进入商洛学院生物

医药与食品工程学院任教，2022 年 3 月他

第一次参与到流动科技馆的科普活动中。

就是这样一名“科普新人”，却出色地完成

了“面面观蚕”“丹江湿地研学”等项目的策

划与开展。

丹江湿地研学的主要内容是观鸟，首

先要解决的就是望远镜不足的问题。为此，

张博通过自己的项目经费购买了 4台望远

镜，加上生物学院自有的两台和学校科技

处专门购买的 6台，一共有 12台望远镜，基

本满足了 50名学生的使用需求。

“效果非常好，学生们都很开心。”回想

起当时孩子们看到鸟的场景，张博有种发

自内心的骄傲。“用眼睛看到的和通过望远

镜看到的，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别提

小孩子，我们这些大人也都非常激动。”据

张博回忆，观鸟结束后，很多孩子都守着望

远镜不愿意离开。

正是在这场活动上，周王毅认识了 4
种动物。“有绿嘴鸭、小，还有两种动物

我名字记不起来，但给我看图片，我就能想

起来……”电话那头，周王毅激动地向记者

说着在丹江研学的收获。

丹江湿地研学打响了“把学生带出大

山做科普”的第一枪，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

还利用地方丰富的自然生态资源和红色文

化资源，进一步推出生物多样性识别、地理

遗迹探寻等主题研学项目，丰富了科普活

动的形式。

前几天，张博又自掏腰包购买了 10台
望远镜。“我想把自然科普这方面的活动持

续做下去。”他说。

希望把科普带回家乡惠
及更多乡村孩子

谁来科普？把专家教授都带到乡村学

校去。科普资源带不走怎么办？那就把乡村

学校的学生接到大山外研习。山不转水转，

水不转人可以转。

根据中国科协的相关数据，截至目前，

商洛学院在中国科协科技志愿服务信息平

台注册的科技志愿者人数已经达到 1425
人，惠及学生人数已经达到 5万人。仅 2022
年 8月获批中国科协“翱翔之翼”大学生科

技志愿服务项目以来，便有 1 万余名学生

接受了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的科普教育。

数万名受惠学生背后，是这一项目全

体师生的努力和付出。新冠疫情期间，线下

科普活动被迫暂停，但付佳乐等人并未就

此停止科普的脚步。

“我们开设了空中科技馆，通过视频课

程的方式给乡村学校的孩子带去科学知识，

还成功连线了甘肃省定西市岷县中寨镇扎

那村小学。”付佳乐学的是化学专业，所以她

主要负责化学知识科普视频的录制。也是通

过录制视频课，付佳乐第一次把科普带回了

她家乡的学校。她的愿望实现了。

2022年，在中国科协“翱翔之翼”大学

生科技志愿服务项目的支持下，商洛学院

流动科技馆打造了云端科普讲堂，先后制

作了 33个科普视频，通过视频直播等方式

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和热点问题。

“我们的学生和老师都盼望着流动科

技馆能再来学校。”陕西省商洛市丹凤县武

关镇北赵川九年制学校校长周眈宏对记者

说。2019 年，周眈宏从丹凤县商镇中学来

到北赵川九年制学校，看到山里学生那求

知若渴的眼神，他有了在校内组建科技兴

趣小组的想法，“我想让孩子也能感受到科

技创新带来的乐趣。”

2019年 12月，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第

一次来到北赵川九年制学校，科技兴趣小组

也借势组建起来。随后 3年，商洛学院流动科

技馆先后两次来到北赵川九年制学校，参加

科技兴趣小组的人也逐渐多了起来。“现在

科技兴趣小组里有 18名学生，其中有 12人
是受流动科技馆的影响才进来的，同学们非

常喜欢科技活动，许多孩子参加省市县科技

创新大赛，也多次获奖。”周眈宏说。

周王毅所在的寺坪中学有一所农村科

技馆，虽然只有 24 件展品，但学生在课余

时间还是会经常来这里参观体验。寺坪中

学校长彭家卫非常期待商洛学院流动科技

馆能经常来学校，“希望他们能多与学生互

动，带来一些课本以外、科技馆没有的，更

新鲜、更前沿的科学知识。”

但对多数学校而言，商洛学院流动科

技馆只去过一次，没有机会跟踪观察学生

们的成长与变化。对此，杨琳心里有些遗

憾。“希望能让孩子们不止一次见到我们，

也希望能常态化地开展流动科技馆科普活

动。”杨琳说。

还有很多乡村学校在等待商洛学院流

动科技馆的到来。尽管已经工作，杨化俊依

然没有忘记跟着流动科技馆上山下乡的日

子。“如果还有机会参加科普活动，我会第

一时间报名。”

同时，杨化俊还有一个没有完成的愿

望，那就是把流动科技馆带到他读小学的

地方。“我还想把科普带回家乡，惠及更多

乡村孩子。”他说。

欠发达地区，谁来做科普
一所普通地方高校的科技志愿服务样本

本报讯（中青报·

中 青 网 记 者 林洁）近

日，2023年“全国科学教

育暑期学校”中小学教

师培训（广州会场）开班

典礼在华南师范大学举

行。开班典礼上，航天英

雄、中国首飞太空第一

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副总设计师杨利伟以

“矢志航天 筑梦苍穹”

为主题进行了授课。

“‘飞天’是中华民

族的千年梦想，我们的

国家是一个拥有 5000
年灿烂文明和悠久文化

的泱泱大国，中华民族

是一个拥有非凡智慧和

无穷创造力的民族。自

古以来，夸父追日、嫦娥

奔月、敦煌飞天等许多

动 人 的 传 说 广 为 流

传。”现场，杨利伟的授

课从“飞天”开始讲起，

他围绕中国空间站的

建 造 、航 天 员 选 拔 训

练、忙碌的太空生活、

航天科普教育几方面展

开。其中，他还详细介绍

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各

大系统。

杨利伟表示，这些

年来，中国的航天事业

取得巨大发展。中国载

人航天从“一人一天”到

“多人多天”，从“太空漫

步”到“交会对接”，从天

宫空间实验室到空间站

的建成，就是按照最初

的规划，一张蓝图绘到

底，这彰显了中国的制

度优越性。未来，普通人

是不是也能飞上太空？

杨利伟说：“实际上，这

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

是资源问题。”

“目前我国正在研制新一代飞船，预

计新一代飞船将在 2027 年至 2028 年飞

行。”杨利伟透露，现在的飞船具备 3 个
人的承载能力，能把 3 名航天员送到太

空中并返回地面。新一代飞船，将有承载

4-7 名航天员的运输能力。而且将来载

人登月也会用新一代飞船去建构我国的

空间站以及开展深空探测。

中国数十年的航天发展，孕育出了

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

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杨利伟表

示，航天员不仅仅是一个职业选择，它更

意味着责任与国家的利益，“是祖国给予

我们的强大精神支撑，让我们在面对困

难和风险时得以坚持下来。”

事实上，杨利伟小时候的梦想并不

是当飞行员，而是当火车司机。在杨利伟

看来，儿时的经历和教育，对孩子的成长

有很大影响，涉猎不同学科，可以激发孩

子的求知欲。他说，“老师善于发现学生

的特点或特长，能够很好地促进孩子们

整体发展。遇到一个好的班主任，可能比

去一所好学校还重要。”因此，杨利伟鼓

励老师们积极引导孩子参与载人航天的

科普活动，引领更多的学生把他们的实

验带入太空。

据悉，本次培训按照教育部和中国

科学院统筹安排，由华南师范大学和中

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合作组织和实施。本

次培训以“海天一色——科学教育中的

跨学科与创新”为主题，汇聚两院院士和

一流教育专家，以海洋与天文教学为主

要内容，面向广东、广西、海南的 150 名

小学科学教师开展为期 6天的科学教育

教师暑期学校培训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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踊跃参与科普实验互动的孩子们。 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与孩子们一起制作航模飞机。 受访者供图 商洛学院流动科技馆来到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回龙镇和坪村小学。

受访者供图

付佳乐与指导教师一起为丹凤县武关镇北赵川九年制学校展示趣味科

学实验。 受访者供图

杨利伟授课现场。 受访者供图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杨 洁

7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召开“牢记嘱

托 学思践悟 再建新功——深入学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 2013 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察

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专题座谈会。中国

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侯建国在会上指出，

按照前 3年、后 5年两个阶段谋划和部署未

来一个时期的改革创新发展，到 2025年在

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形成突破性态势，到

2030年全面实现“四个率先”目标。

与会人员通过观看视频，重温了习近

平总书记 2013 年在中国科学院考察工作

时的重要讲话。

“深切感受到所肩负的沉甸甸的使命

和责任。”侯建国说，“必须紧紧围绕加快实

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任务，勇立

时代潮头、勇攀科技高峰，努力作出更多重

大创新贡献。”

2013年 7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中国科学院西郊科教园区，首先考察了高

能物理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所长王贻芳记得，总书记参观考察了北

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了解了规划中的北京

高能同步辐射光源，也了解了大亚湾中微

子实验、空间实验、核技术应用技术、网络

和计算平台的方向和实验的历史、现状和

成果。

如今，通过自主创新和集成创新，高能

同步辐射光源验证装置总体性能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而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已于 2019
年开工建设，2023 年 3 月成功实现直线出

束并达到设计指标，预计 2025 年完成建

设，将成为基础科学和工程科学等领域原

创性、突破性创新研究的重要支撑平台。

王贻芳始终记得总书记的讲话。他对

未来充满信心，要“心系‘国家事’、肩扛‘国

家责’，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

世界科技强国作出贡献”。

十年间，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副

所长、处理器芯片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陈云

霁深刻体会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四个率先”

要求所激发出的科技创新活力。中国科学院

计算技术研究所在孙凝晖院士、陈熙霖研究

员等科学家带领下，服务处理器芯片国家战

略需求，在“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方

面，在国际上开创了深度学习处理器这一热

门方向，被《科学》（Science）刊文评价为“开

创性进展”，成果孵化了总市值上千亿元的

多家处理器芯片头部企业。

作为一名一线科研工作者，在陈云霁看

来，肩上的担子就是要为解决国家的燃眉之

急、心腹之患作出实质性贡献。

回望过去十年，科学家更有忧患意识

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党委委员，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姜鹏说：

“‘中国天眼’团队明白荣誉只属于过去，我们

要时刻提醒自己任何时候都要有从零开始

的态度，都要有重新坐冷板凳的勇气。”

自正式运行以来，FAST取得了系列成

就：发现脉冲星超过 800颗，是国际上同一

时期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的 3
倍以上。“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 FAST 在

国际上所面临的激烈竞争态势。”姜鹏进

一步解释，射电波段是人类认识宇宙最重

要的窗口之一，一些发达国家正在孕育

“收复失地”的宏伟计划，如国际合作的平

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KA）已经开始施

工，计划于 2029 年完成第一阶段建设任

务；美国下一代甚大阵（ngVLA），计划于

2035 年投入使用。它们都可以完全覆盖

FAST 的工作频率，灵敏度与 FAST 相当，

分辨率却远胜于 FAST。他说，团队将继续

提升 FAST 的性能，不断拓宽望远镜的功

能和工作领域。

中国科学院遗传发育所研究员、2022
年度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获奖者田烨

所在的分子发育国家重点实验室，也在思

考下一步如何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目前

他们在早期发育与器官形成、代谢稳态与

损伤修复、衰老机制与干预等研究领域持

续攻关关键性科学难题。

十年之间，不少青年学生也成长为新

一代青年科学家，在抢占科技制高点的重

要征程中接下了时代的接力棒。2013 年，

曾参与考察活动的学生代表王闯如今已

是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多模态人工智能

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2015 年，

他博士毕业后，到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工

作，继续研究统计物理与信息处理的前沿

交叉理论。

“在国外这 4年，我遇到许多非常优秀

的顶尖学者，和他们共事、交流，受益匪浅。

也经历了国际形势的巨变，身在国外，更加

深刻感受到，祖国的强大才是海外学子立

足的坚实基础。”2019年，王闯加入中国科

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继续开展关于人工智

能神经网络动力学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十年过去，他依旧记得习近平总书记

在离开中国科学院大学时对同学们所说的

一句话：“我们处于一个伟大的时代，有着

伟大的目标，可谓生逢其时、责任重大。”

这让王闯一直有着更坚定的信念。他

要坐住“冷板凳”，潜心深耕，做出推动人工

智能基础理论和底层机理方面的原创性工

作，向更具前瞻性的交叉新兴领域和更具

创新优势的战略研究方向挺进。

中国科学院：坐住“冷板凳”抢占科技制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