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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万个为什么”搬上
互联网

探索科普作品的
“数字化”

“如果你被困在同一天，你会

做什么？”

“宇宙中有没有一种东西，记

录着宇宙中发生的一切？”

踏 入“ 暗 物 质 隧 道 ”，眼 前 一

片 黑 暗 ，只 有 挂 满 两 侧 墙 壁 的 一

个个问题闪烁着微光。扫描一旁

的 二 维 码 ，就 能 线 上 答 题 互 动 。

孩 子 们 站 在 令 人 惊 叹 的“ 四 季 星

空 ”下 ，发 现“ 平 行 宇 宙 ”里 的“ 另

一个自己”。

这是 2021 年在上海举办的“十

万个为什么·好奇问宇宙”科学艺

术展，展现传统科普形式与多样化

艺术展示手段的融合与创新。

1961 年 诞 生 的《十 万 个 为 什

么》，堪称新中国影响力最大的青

少年科普读物，累计发行量近 2 亿

册。60 多年过去，在这个“似乎什

么问题都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答

案”的时代，喊出“一辈子用得着，

几代人忘不了”口号的《十万个为

什么》，在坚守专业和权威品质的

同时，也伴随时代发展踏上自己的

转型升级之路，焕发出全新生机。

少年儿童出版社社长冯杰介

绍，“十万个为什么”在进行相关图

书产品多维度深度开发的同时，也

在努力构建一条涵盖全媒体期刊、

APP 等多平台的全新科普产业链，

探索舞台剧、科学艺术展、音频、短

视频等科普新形式。

“我们现在的科普工作，跟以

往不一样。”新闻发布会上，科学技

术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当前科普工

作正在由书籍和展板的平面化形

式，向线上线下数字化、智能化结

合的方向发展，通过互联网平台传

播的科学信息已超过 80%。

信息技术的快速迭代发展，为

科普传播的内容和方式创新提供

新的机遇。《意见》强调，充分利用

信息技术，不断丰富科普作品的形

态和传播渠道，让公众在深度体验

和互动过程中不断提高科学素养。

今年六一儿童节，“十万个为

什么·抖音百科奇妙夜”活动开启

线上直播，来自航天、材料、生物、

物理、文学等领域的 10 位专家学者

发表科普演讲，与青少年互动。全

场 5 个小时的直播，入场人次超过

1.6 亿。

网络科普并不是年轻人的“专

利”。86 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同

济大学教授汪品先在视频平台开

设账号，以简单通俗的语言生动讲

解海洋科学知识。网友亲切称他

为“被弹幕包围的院士爷爷”。

“在讲台上讲课，台下坐着几

十 名 同 学 ；写 一 篇 文 章 有 几 百 人

看，我就很高兴了。但是现在做一

期视频，有上百万网友愿意听我讲

课，我很受鼓舞。”汪品先说。

谣言止于智者

跑出科学声音的
“加速度”

今 年 初 ，“ 典 赞·2021 科 普 中

国”节目揭晓 2021 年度十大科学辟

谣榜，医疗健康、食品安全等与人

们日常密切相关的话题，成为谣言

滋生的重要领域。

近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每

月 更 新“ 科 学 ”流 言 榜 ，组 织 专 家

召开榜单评审会，综合时效性、危

害 性 等 标 准 ，甄 选 出 热 点 流 言 进

行 解 读 ，通 过 中 国 互 联 网 联 合 辟

谣 平 台 、科 学 辟 谣 平 台 等 渠 道 全

网推送。

网络已成为公众生活不可或

缺的重要空间，也为虚假信息和谣

言提供滋生和传播的可能。《意见》

提出，“强化科普舆论阵地建设和

监管”“整治网络传播中以科普名

义欺骗群众、扰乱社会、影响稳定

的行为”。

这是一场网络空间的信息“追

逐战”。让科学跑赢谣言，用科学

的声音“占领信息阵地”，各级科学

技术协会成为科普工作的主要社

会力量。

2019 年 8 月，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联合中央网信办、国家卫生健康

委、应急管理部、市场监管总局等

部门上线运行科学辟谣平台。该

平台充分发挥科协的组织优势和智

力优势，组织科学家及时开展辟谣

活动，探索形成“捕捉线索——及时

辟谣——正向传播”的工作机制。

据统计，截至今年 7 月，科学辟

谣专家库总人数达到 1607 人。辟

谣库累计收集谣言上万条，辟谣作

品累计传播量和话题量超过 73.2

亿次。

“谣言止于智者。”面对专业名

词包装的“伪科学”，具备一定的科

学逻辑和生活常识有助于保持清

醒与理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是

抵御科学谣言最好的“疫苗”。

“十三五”期末，具备科学素质

的公民比例达到 10.56%。“这为我

国跻身创新型国家行列提供坚实

的人才基础支撑，也标志着我国公

民 科 学 素 质 发 展 整 体 进 入 新 阶

段 。”中 国 科 普 研 究 所 所 长 王 挺

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新蓝图提

出“到 2025 年超过 15%，到 2035 年

达到 25%”的硬指标，为长远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截至目前，中国科协已在全国

500 个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实现科

技志愿全覆盖。实名注册的科技

志愿服务者 345 万名，1200 万名“科

普中国”信息员活跃在基层一线，

将科学的声音传播到大街小巷。

乡村古建筑变身科技馆

打造“没有围墙”
的大课堂

一座 100 多年历史的古建筑摇

身一变，成为微型科技馆。在云南

省玉溪市江川区九溪镇六十亩村，

飞檐斗拱下，农技专家从测土、配

肥等方面，向村民传授百合花测土

配方适用技术。

这座微型科技馆集科普讲堂、

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科普仪器体

验 馆 于 一 体 ，“ 麻 雀 虽 小 ，五 脏 俱

全”的馆内设施打通了乡村科普服

务的“最后一公里”。

来自玉溪师范学院的大学生

科普志愿者带领当地中小学生，开

展植物标本制作、细胞形态观察、

百 合 花 精 油 提 炼 等 科 学 小 实 验 。

九溪镇邀请相关专家组成科普讲

师团，围绕科学种植养殖技术、卫

生 健 康 、家 庭 教 育 等 进 行 专 题 宣

讲，组织开展农民技术培训。

科技创新注入鲜花产业，六十

亩村发展出产值超亿元的支柱产

业，走出一条百合花铺就的乡村振

兴路。

手机成为新“农具”，数字成为

新“农资”，直播成为新“农活”。智

慧乡村建设的推进给农业生产增

添满满的“科技范儿”。开展科普

服务，培育高素质农民，成为推进

乡村人才振兴的一项重要内容。

“ 十 三 五 ”期 间 ，农 村 居 民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从 2006 年 的

1% 提 高 到 2020 年 的 6.45% ，与 城

市 居 民 差 距 不 断 缩 小 ，但 总 体 来

看 ，广 大 农 村 仍 是 科 学 普 及 工 作

的重点。

《意见》提出，“深入推进科技

特派员制度，引导优势科普资源向

农村流动，助力乡村振兴。”覆盖 29

个省区市的科技小院，实现农业生

产科技的“零距离”服务。

一个院落、几间农房，既是中

国农业大学在北京通州西槐庄村

开设的科技小院，也是培养硕士研

究生的天然课堂。目前，全国已有

30 余 所 涉 农 高 校 建 立 300 多 个 科

技小院，涵盖粮食作物、经济作物、

林业、食品加工等 9 类产业。由高

校师生组成的服务团队面向村民

开展农业培训、传播科普知识，提

供零距离、零时差、零门槛、零费用

的科技服务。

科技兴农，科普惠农。乡村是

一座座“没有围墙”的天然科普课

堂 ，广 大 农 民 既 是 渴 求 最 新 农 技

知 识 的“ 学 生 ”，也 是 拥 有 丰 富 经

验 的“ 老 师 ”。 今 年“ 中 国 农 民 丰

收节”前后，各地举办“大国农匠”

全 国 农 民 技 能 大 赛 ，示 范 带 动 更

多 农 民 走 技 能 丰 收 、技 能 致 富 之

路 。 城 乡 融 合 ，将 科 技 种 子 播 撒

在希望的田野上。

全民科普，迈出创新一大步
—聚焦推进新时代科普工作助力科技强国建设

■本报记者 佟欣雨

9 月 15 日 ，2022 年 全 国 科

普日活动拉开帷幕。“从种子到

秧苗”互动游戏、走“近”东北虎

豹国家公园、地热能开发助力

实现“碳中和”、“手稿中的中国

科学家精神”……丰富多彩的

科普活动在各地密集举办，普

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弘

扬科学精神。

创 新 是 引 领 发 展 的 第 一

动力，科学知识为人民群众熟

知和掌握，才能更好发挥科技

创 新 的 作 用 。 我 国 科 普 事 业

蓬 勃 发 展 ，在 经 济 、政 治 、文

化 、社 会 、生 态 文 明 建 设 中 都

发挥了重要作用。未来，我国

必将以高质量的科普工作，为

实 现 高 水 平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提

供有力支撑。

开 展 高 质 量 的 科 普 ，需 要

树立大科普理念。在我国规划

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中，政

府、社会、市场等多方主体都将

参与其中，形成合力。将高质

量科普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各领域各环节，有利于更好服

务高质量发展。

便 捷 的 场 馆 、趣 味 性 强 的

作品能促进高质量科普有效开

展。我国将持续加强科普能力

建设，在完善科普基础设施布

局、强化基层科普服务的同时，

依托现有科研、教育、文化等力

量，创作一批优秀科普作品，让

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故事

更加深入人心。

科 技 创 新 引 领 科 普 发 展 ，

科普同样也能促进科技进步。

我国将充分发挥科普对科技成

果转化的促进作用，在科普中

率先应用新技术，营造新技术

应用良好环境，及时普及科学

新发现和技术创新成果，让科

技成果惠及广大人民群众。

根深方能叶茂。随着高质

量科普工作的持续开展，我国

全民科学素质将持续提升，更

多有志青年将投身科技创新事

业之中。热爱科学、崇尚创新

的社会氛围，必将为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凝聚起磅礴力量。

高质量科普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张 泉 温竞华

9月 15日，2022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在线上线下同步

开启，超过 5万项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让青少年流连忘

返。同一天，2022年全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活动周在北

京人民大会堂启动。科普活动播撒的科学种子，在“双

创”沃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

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2016年，在

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

国代表大会上，习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没有全民科

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

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

今年是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 20周年。日前，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

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着力

构建“大科普”格局，推进科技强国建设。

一件优秀的科普作品拥有强大的生命力。1978

年发表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成为“科学的春

天”里一抹亮色，时至今日仍激励着一代代青年迈入

科学殿堂。在科学进步的又一个春天里，我们期待涌

现更多新时代科普精品力作，在全社会营造尊重科

学、追求真理的浓厚氛围，夯实科技创新持续发展的

根基。

9月 15日，少年儿童在山东省沂南县湖头镇双河村科技馆观看“火山喷发”模拟实验。 杜昱葆摄

近年来，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兴十四村坚持发展现代农业，建成

省级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园区不仅吸引周边地区 130多户农民培育经济作

物，还带动 300多户农民从事相关产业。图为农民在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大棚

温室中管理无土栽培蔬菜。

新华社记者 王 松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