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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科技活动周给公众呈上丰富的“科技大餐”——

““ 创创 ””出 科 技 新 动 力出 科 技 新 动 力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杜杜 芳芳

5 月 21 日，全国科技活动周圆满落下
帷幕，至此，全国科技活动周暨北京科技周
主场已呈上 200 多道“科技大餐”，各地也
举办了 2000 余项具有地域特色和行业优
势的科普活动。

创意昭昭，星火未央。沿着全国科技
周铺就的梦想大道，《经济日报》记者带您
一同领略科学重器群英荟萃，“双创”热潮
翻腾涌现，大小创客各出奇招，科技发展再
添动力。

大科学装置亮相

在这场为期一周的科技“盛宴”中，最
吸引人的莫过于主场的国家科学重器展
示。这些大科学装置，是一种大型复杂科
学的研究系统，为科学家探索未知世界、发
现自然规律及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
手段，也是经济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技术
基础设施。据悉，将如此众多的科学重器
打包在一起集中展示，是今年科技活动周
主场活动的一大亮点。

主场展厅内，众人被一艘红色的船模
深深吸引。这艘名叫“科学”号的海洋科学
综合考察船桅杆高立，威武浩荡，可以满足
无限航区要求。目前，借助“科学”号，科学
家已经成功开展了西太平洋冲绳海槽热
液、南海冷泉、主流系、马努斯海盆和雅浦
海山等航次综合调查，获得了大量珍贵的
海洋资料。

遍览展厅内的大科学装置，不仅各个
“颜值”出众，用途高端，更是科技领域真正
的实力派。

“像这个深海机器人‘发现’号，能下潜
到 4500 米深度，它的机械手力大无穷，能
一口气抓起 300 公斤重的东西，连坚硬的
岩石壁也可以咔嚓一下掰下来。它的反应
也很敏捷，连动作灵活的深海生物仿石蟹
也逃不过它的手掌心。它所经之处，不仅
仅带回了水、生物等样品，还能同步测温
度、咸度等变量，探测地形地势，对全海底
进行扫描。有了它，海底的地形地貌一览
无余，最精确可以达到亚米级别。”中科院
海洋研究所助理工程师孙永坤说。

“以前我们国家的船在 300 吨以下，
只能在近海区域进行科学研究，从装备上
就和发达国家形成了巨大差距。随着自主
创新能力的提高，我国海洋综合探测能力
与研究水平显著提升，现在我们有能力到
达深海远洋，探索更多未知的蓝色领域。
Nature 杂志曾两次报道，认为‘中国已经
完全具备开展深海研究的能力’。”孙永
坤说。

有了这些先进的海洋装备，我国对洋
流、深海生物、海洋对陆地的影响等方面才
能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这样的基础研究
帮助我们在气候变化方面做出预测，比如
今年要应对厄尔尼诺，我们就能利用获取
的数据构建数值预测模式，提供给相关部
门参考。”孙永坤说。

像“科学”号和“发现”号一样，展厅里，
不同领域的先进科技装备带领着我国走向
自主创新的高地，抢占科学前沿阵地：被誉
为“人造太阳”的 EAST 装置是我国自行
设计建设的世界首个“全超导托卡马克”核
聚变实验装置；上海光源是全球最先进的
第三代同步辐射光源之一；我国的探测卫
星“悟空”是世界上观测能段范围最宽、能
量分辨率最优的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

科技重器的震撼亮相展示的不仅是中
国的科研实力，更透射出我国科技工作者
上天入海的智慧。这些自主创新成果为未
来科技前沿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年轻创业者云集

明明标注的是车载显示器，怎么只有

一张透明的薄膜？展区内，创业公社展示
的“车萝卜”让前来围观的人们看得云里
雾里。

“这实际上是车载智能机器人，它可以
通过放置在方向盘正前方仪表台上的透明
投影屏，将投影成像位置延伸到前挡外的
路面上，让驾驶者在看路的同时方便安全
地看到信息。此外，这款产品还能够让用
户在专注于驾驶的同时全语音操控处理信
息，实现全流程语音操控设置导航、接打电
话、收发微信、听歌点歌，让驾驶更加安全
便捷且富有乐趣。”现场工作人员介绍。

这款看起来“布满玄机”的高科技产品
出自一家创业公司——北京乐嘉科技有限
公司，这家公司是创业公社孵化的代表企
业之一。创业公社工作人员谢灵均介绍，
创业公社自 2013 年成立起已经孵化的
1200 多家企业，遍及北京各个区乃至哈尔
滨、青岛、天津等外省市。“我们针对不同产
业进行了布局，在北京，中关村孵化偏科技
型企业，密云针对现代农业，丰台针对医
疗，亦庄则以硬件为主。产地集群效应能
形成良好的创业生态。”谢灵均说。

随着“双创”浪潮的涌起，创业群体也
在发生改变。“从 2013 年底到 2014 年，刚
毕业的大学生占创业多数，去年以来到今
年，大学生的比例有所下降，很多有工作经
验的人员出来创业，还有不少海外留学人
员。”谢灵均说。

记者随机采访了一些企业，发现年轻
创业者和归国创业者比例很高。在一家巧
克力 3D 打印机展台前，记者获悉，这家名

为北京沃夫森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的企业就
是由剑桥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硕士归国创
立的。“我们公司核心成员 6 个，平均年龄
二十八九岁，其中不乏国外工作三四年的
海归派。”沃夫森公司销售总监王磊说。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吸引这些人才争
相创业的是国内良好的创业生态环境和氛
围，也包括政府提供的各种政策优惠和税
收、场地等方面的支持。

创新产品紧贴生活

全国科技活动周每年 5 月举办，自
2001 年以来已经连续成功举办了 15 届，
参与公众累计超过 12 亿人次。北京市民
乔阿姨就是科技周活动的常客之一。

“今年感觉和往年的科技周活动不太
一样，非常贴近生活。我今天看了仿真机
器人、3D 打印机等，感觉非常震撼。有了
这些先进科技后，人们生活会变得多方便
啊！”乔阿姨说。乔阿姨说出了许多观众的
心声。科技产品如何更加贴近百姓的生
活，成为摆在众多创客面前的一道考题。

在展示现场，记者看到许多人正在体
验一款自行车，外观看起来与普通自行车
并无太大差异，但是骑行者纷纷表示，仿佛
有一股智能动力在配合着骑行，省劲又方
便。“这是优客自行车，它装备有智慧动力
系统，能读懂骑行者的意图，自动判断路
况，为用户实时提供辅助动力，配以功能性
和艺术性相结合的车身设计，让城市出行

更快捷、更方便、更体面。”北京轻客智能科
技有限责任公司电子商务总监王志军说。

在“一带一路”科普驿站展厅，北京市
电气工程学校一群十六七岁的学生们正忙
碌地调试着自己做的机器人。“这是一只导
盲机器人，它功能很多，可以帮助视力障碍
人群更方便的生活。”学生赵微说。只见导
盲机器人被作成犬状，开启后，嘴可以为盲
人叼东西、鼻子设置了自动传感器，可以主
动避障、液晶交互界面可以实现自动导航、
狗尾巴拉长后就是一根导盲杖，不但运转
灵活，而且使用起来非常便捷。

除了满足人们当前的生活需求，许多
科技产品还将彻底颠覆人们未来的生活
方式。

在展厅西厅，自称电脑发烧友的北京
市民张帆在马来西亚虚拟钻井平台上体验
良久。他虽然身在场馆，但是一戴上 VR
眼镜，就如同时空转换一样，一秒跳跃到虚
拟现实的钻井平台。“我可以身临其境 360
度全景观摩，感受非常立体，还可以在钻井
平台上游览，通过交互模式触发操作按
钮。”张帆说。

“很多公司都在研究 VR，特别是去年
底至今年一下爆发出来。未来随着其成本
越来越低，虚拟现实技术走进家庭是非常
可能的。真实的景象切换让人们想去故宫
时，带着 VR 坐在家里就能实现，想去购物
时，戴着眼镜对着虚拟世界点击就可以完
成现实世界的交易。我相信未来科技，特
别是虚拟现实技术将对人们的生活带来革
命性的变化。”张帆说。

科学家走红毯、举办科学之夜、科普场
馆惠民日、科普场馆特色活动⋯⋯今年上
海科技活动周走“亲民”路线。5月 14日至
21 日，上海科技活动周不仅活动数量创历
年之最，而且包含多项“首秀”，以创新的活
动形式让公众体验科技的魅力。

“为什么乒乓球在中国能经久不衰，因
为有强大的群众基础。上海要建设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也要有公众热爱科
学、向往科学的群众基础。”上海科技活动
周红毯嘉宾包起帆说。

今年上海科技活动周的特色主题为
“万众创新——向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科技活动周期间，上海举办各类活动 1000
余项，向公众开放高校、科研院所重点实验
室和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共计 122家。

让科学家走红毯是上海科技活动周的
一大亮点。上海市科委表示，今年上海将
首次邀请 20 多位国外科学家和世界 500
强在沪研发机构的科学家走红毯，给科技
工作者更多的“明星效应”，以唤醒公众的
好奇心和科学梦。

为了让科学具有更为广泛的群众基
础，今年上海动足了脑筋。比如，首次与国
外有一定影响力的科技节组委会建立联
动，策划了科技节国际沙龙；首次推出科普
场馆日惠民活动，在科技活动周期间，上海
全市 306 家市级科普场馆中，除 222 家免
费科普场馆外，另有 55 家收费场馆自愿实
行门票优惠活动。另外，在 5 月 14 日开幕
当天，上海首次推出“科学之夜”——科技
活动周夜场活动，用时下热门的 VR 交互
式体验让观众感受科技的奥妙：上山下海、

穿越丛林、五感电影⋯⋯一场炫酷的科学
互动嘉年华点亮上海科技馆。同时，在上
海陶瓷科技艺术馆、上海儿童博物馆、幻影
机器人庄园等科普场馆，也开设了许多时
尚好玩的互动项目。

科技并不只是枯燥的试剂与数据。今
年的上海科技活动周，科技、科普与艺术跨
界融合的特点更加突出，公众将在轻松愉
悦的艺术氛围中，感受科技的无穷魅力。
比如，观众在活动周上，可以听到精彩的科
普讲解，可以看到幽默风趣、脑洞大开的双
语科学脱口秀；儿童科学舞台剧《穿越时空
的火山》通过有趣的科学实验，融入生动的
表演，带领小朋友进入奇妙的科学世界。

不少科学家表示，要通过更多让普通
市民喜闻乐见的形式，让科学走出象牙塔，
走进市民，才能让科学之光更为灿烂。

上海科技活动周：

市 民 与 科 学 手 牵 手
本报记者 李治国

进入 5 月，各种科普盛宴接踵而来。全国科

技活动周、国际博物馆日等精彩纷呈的活动，吸引

了广大公众的参与，拉近了公众与科学的距离，对

进一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发挥了重要作用。

科学素质是公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民

基本科学素质一般指了解必要的科学技术知识，

掌握基本的科学方法，树立科学思想，崇尚科学精

神，并具有一定的应用它们处理实际问题、参与公

共事务的能力。2006 年，国务院颁布实施了《全

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2006—2010—2020）》，

今年 3 月又发布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实施方案（2016—2020 年）》。公民科学素质发展

目标还被正式写入了国家“十三五”规划纲要。按

照要求，到 2020 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要

超过 10%。

自 2006 年以来，我国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进入

快速增长阶段。据 2015 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

查结果显示，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6.2%，比 2010 年的 3.27%提高了近 90%，比 2005 年

的 1.6%提高近 3倍。

但是，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目前我国公民科

学素质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全民

科学素质工作发展还不平衡：面向农民、城镇新居

民、边远和民族地区群众的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仍

然薄弱，科普技术手段相对落后、科普投入不足，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发挥不够。此外，互联网在

成为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主渠道的同时，也成了

谣言滋生的土壤。例如，在腾讯官方整理出的近

几个月朋友圈十大谣言中，前五类谣言分别是失

实报道、科学常识、人身安全、食品安全和迷信。

谣言的广泛传播，凸显了公民科学素质的匮乏。

公民科学素质的高低，影响的绝不止个人生

活，还关乎综合国力。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

创新的竞争。当前，从全球范围看，科学技术越来

越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力量，科技已经

深刻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一些科技领域，

我国正在由“跟跑者”变为“同行者”，甚至是“领跑

者”。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科技创新的基

础还不牢固，创新水平还存在明显差距。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

要基础。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具有良

好科学素质的劳动者，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不竭的智力源泉。否则，谈创新驱

动就是无源之水，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也难以为

继。“十三五”时期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关

键时期，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强大的科技创新

力量。

进一步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离不开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深化教育改革，为青少

年提供更多接受科技教育和参加科普活动的机

会。其次，要提升优质科普内容资源的供给能

力，运用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推出更多有知有

趣有用的科普精品。既要普及科学知识，更要普

及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第三，要推

进优质科普资源开发开放，优化资源配置，拓展

公众参与科普的途径和机会。此外，还要提升科

技传播精准服务水平，满足公众个性化获取科普

信息的需求。

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筑牢创新驱动基础
熊 丽

当前，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常态，具

有良好科学素质的劳动者，是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不竭的智

力源泉。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要进

一步深化教育改革，提升优质科普内容

资源的供给能力，满足公众个性化获取

科普信息的需求。

5 月 14 日 ，2016

年全国科技活动周启

动，各地举行丰富多

彩的科普活动。在中

国科学技术大学“公

众开放日”活动上，安

徽合肥市黄山路社区

孩子观看“可佳服务

机器人”表演。

新华社记者

刘军喜摄

科技活动周上，天津市和平区青少年宫

的老师指导学生进行航模调试。

何 成摄（新华社发）

北京市电气工程学校的同学们正在制

作机器人，准备参加一场科技活动周上的创

客比赛。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科技活动周期间，贵州贵阳

市市民体验使用日珥镜观测太

阳。 新华社记者 李 文摄

来自深圳的眼界 MAX 团队科技活动

周主会场上设置了虚拟现实技术体验平

台，一位北京市民正在体验。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