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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仅依靠文字、展板、场馆等传统形式的科普工作越来越难以满足公众需求，互联网正在成为科普的主战场

☞ 传播内容或主题是否为公众所关心、能否激起群众兴趣决定着科普活动的效果

新时代需要文艺展现更加广阔

的社会背景、更深入的思想情怀、更

美好的精神风貌、更有魅力的英雄

人物，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时代大潮相呼应

下班回家坐在地铁里，车载电视播放的科普动画片让
通勤不再乏味无趣；想对某些新知识、新事物有更多了解，
只要拿出手机、打开电脑，看几个微信公众号、上几个网站
就能找到很多资料；乘坐飞机冲上云霄，客舱内媒体屏幕
和AIRBOX里的科普视频，为空中旅程平添了几分科学色
彩……“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科普正如一场春雨，将
科学知识带入日常生活。

“科普工作就是要以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大众提
供准确、权威、有趣的科学知识，从而提高全民科学素质。”
中国科学技术学会科普部科普信息化处处长张斌说。

互联网成科普主战场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到来，网络化、智能化技术不断迭
代更新。这不仅加快了信息刷新速度，更改变了人们获取
信息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仅仅依靠文字、展板、场馆
等传统形式的科普工作越来越难以满足公众需求，互联网
正在成为科普的主战场。

致力于将科普信息化与传统科普深度融合，全面提升
国家科普公共服务水平的全新品牌——“科普中国”应运
而生。“2014年，中国科协会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共同推进
科普信息化建设工作。”张斌介绍，科协以“科普中国”品牌
为统领、以“互联网+科普”为抓手，融合配置社会资源，细
分科普对象，提供精准科普服务。

在形式上，“科普中国”各栏目频道采取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PPP）模式，协同人民网、新华网、腾讯、百度等机
构共同实施《科技前沿大师谈》《科学为你解疑释惑》《科技
让生活更美好》等 20 余个子项目，累计建设内容资源近
14.83TB。同时，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运营的科普中国
微信、微博、APP等也相继上线，让老百姓能够更快更方便
地掌握一手科学信息。截至11月底，“科普中国”累计浏
览量和传播量达163亿人次，其中移动端占比74%。

“中国科协尝试和很多社会机构合作，借助互联网平
台传播，达到了优势互补。”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认
为，我国有6亿多网民，多数人主要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科
普也必须适应这一变化。

为提高传播效果，中国科协目前正在进行科普内容精
准推送工作，包括“科学答人”“乐享健康”等。制作科普重
大选题与热点视频、图文科普讯息，编撰科学词条和公民
科学素质试题，定向、精确地将科普信息送达目标人群。
科普中国云的建设，则为科普资源汇聚整合、科普数据融
合共享等提供了支撑和依托。目前科普中国云已经按照
公众便于获取的分类习惯，对所有科普内容都进行细分和
标签，初步形成校园、乡村、社区三大科普套餐。

激发科学家的责任

科普的目的就是要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思想，因

此信息的准确性十分重要。作为科学传播领域的国家品
牌，“科普中国”始终以打造可靠性科普产品、引领价值导
向为己任，不断强化科普内容的科学性和权威性。依托所
属的210家全国学会、科研机构、教育机构等对科普信息
的科学性进行严格把关，每个选题均有2位以上该领域的
专家对其审核。他们还邀请包括近 100 名院士在内的
2000多名专家学者拍摄视频、撰写文稿等。

“科学家不能在象牙塔里自我欣赏，科普是科学家的
责任。”中科院院士欧阳自远的一席话也表明，做人民群众
科学知识的讲解员，是每位科学家义不容辞的使命。

“科普中国”与百度共同实施的“科普中国·百度搜索
爱（AI）”科普计划，以AR、VR、3D全景等形式在百度搜索
结果中向公众呈现专业和权威的科普内容；与“科普中国·
科学百科”项目建设成果打通，在保证科普词条科学权威
性的基础上，有效增强科普词条的丰富度和趣味性，预计
在手机百度客户端展现量将超过35亿次/年。

建立新闻导入、科学解读的科普快速响应机制也是
“科普中国”的另一创新。这一机制不仅实现了传统科普
难以突破的72小时内广泛传播，更在第一时间里让许多
网络谣言不攻自破。

就在今年 8 月，四川九寨沟发生 7.0 级地震。当晚，
“科普中国”迅速启动应急机制，各传播团队连夜了解震
情，组织地震、气象等相关专家，围绕公众关注的地震现
状、地震云等热点，科学分析震情，及时破除谣言，多维度
为公众解疑释惑。他们快速制作、汇聚地震科普作品，组
建地震科普专题，普及防震减灾知识，助力抗震救灾。

在地震发生的48小时内，“科普中国”共推出图文、视
频、直播等百余篇相关科普作品，并在人民网、新华网、腾
讯网等渠道重点推广，累计浏览量超5600万人次。

其中，科普中国公众号第一时间辟谣，深夜发表
《谣言别信！关于九寨沟地震的N条真实情况在这里！》；
科普融合创作团队组织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科院大气
物理所专家针对网络流传的地震云可预报地震的谣言，
制作科普图文《让你失望了，地震云并不存在》，浏览量
达 675 万人次。同时在魅力中国、PPTV、歌华有线等
13 家传媒平台上线 《科普中国之地震预警小常识》 专
辑，传播达到11亿人次。

此外，“科普中国”与腾讯公司共同开展的科普中国·
腾讯“慧眼行动”，也将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科学领域内的
网络虚假信息进行自动识别和拦截，精准推送权威报道，
澄清事实真相。

构建科普生态体系

传播内容或主题是否为公众所关心、能否激起群众兴
趣也决定着科普活动的效果。“传播者要站在公众角度去
思考他们想要了解什么知识，牢牢抓住受众的关注点，并
用他们能够接受的方式表达。”王康友说。

每次重大科技事件的发生，都是向公众普及科学知

识、激发他们科学热情的最佳时机。今年 10 月 2 日至 4
日，科普中国网携手果壳网，邀请医学、物理、化学领域的
多位知名专家讲解诺贝尔奖的颁布全程，用有趣易懂的直
播形式、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为网友带来不一样的诺奖
直播。在C919首飞、双中子星引力波、水稻亲本去镉、“悟
空”号卫星等科学成果的解读上，“科普中国”也都精心策
划，为科技迷们奉献一道又一道科学大餐。尤其是在
C919首飞期间，“科普中国”各传播团队提前部署、快速响
应，共创作推出160余篇相关科普作品，累计传播量近亿
人次。

线上科普内容丰富多彩，线下宣传活动同样搞得风生
水起。在前不久举办“科普之夏”活动中，科普中国网以

“科技梦·军事梦”为主题，通过AR、VR等现场互动活动，
为广大市民带来了专业、有趣的军事科技科普知识，拉近
了普通百姓与军事科技的距离。

与此同时，科普中国·军事科普系列讲座进校园活动
相继走入北京市十一中、北京后沙峪小学、北京海淀东升
实验小学，为学生们带来了生动有趣的军事科普知识。“为
了让孩子们充分了解我国首艘国产航母的相关情况，我们
特别邀请了著名军事专家李杰老师，走进北京亦庄第二中
心小学。”“科普中国”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李杰老师向同
学们介绍了“辽宁舰”的曲折历程，概述了如今中国航母的
发展趋势。

“李老师的讲座深入浅出，让小军迷们对中国航母有
了初步认识，也加强了师生们的海洋意识。”北京亦庄第二
中心小学德育主任王静说。

在2017全国科普日上，“科普中国”原创动画《酷
杰的科学之旅》吸引了许多小朋友的眼球。动画片以酷
杰、糊涂蔡和安娜三名有着超能力的小学生为主角，讲
述他们在人类世界里的冒险故事，以及成长过程中学到
的科学知识。“这部动画片一改以往教条式的灌输，以趣
味性、融入性、体验性的内容传递科普，寓教于乐，让
小朋友在欢乐中获得知识与感悟。”《酷杰的科学之旅》
市场部负责人表示。

“酷杰科普动画片的推出，让孩子们可以在趣味十足
的剧情中吸收知识，感受科学。”一位前来参观的家长说。

两年多来，“科普中国”传播方阵逐渐壮大，相关产品
已上线140个终端平台；科普中国网累计上传、编辑文章4
万多篇，汇集图文、音、视频的网络科普专题多达248个，
为地方机构、社区等科普组织提供科普海报1893张……
一个包括“科普中国”品牌、优质科普信息内容生成、科普
中国云网端、线上线下科普活动等在内的科普中国生态体
系已然形成。

客家围屋，又称围龙屋、客家围等，是中国客家文化中著名的特色民居建

筑。围屋始建于唐宋，兴盛于明清。围屋结合了客家古朴遗风以及南方文化

的地域特色，是中国五大民居特色建筑之一。

在江西赣州市龙南县就拥有大量的围屋群，是客家风俗建筑文化的一个

重要组成部分。龙南县现存围屋376座，被上海大世界吉尼斯总部评为“拥有

客家围屋最多的县”。以关西新围为代表的龙南客家围屋被誉为“东方的古罗

马城堡”。 高兴贵 龙南萱图/文

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动力。如何真正实现文化自
信？最根本在于提高文化的创新创造能力。

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多方面讲文化自信。在文化
发展道路上，强调“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在文化发展目标上，强调

“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
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文化发展方针上，全
面提出坚持“二为”“双百”“两创”，都体现了方向性
与创造力的一致。这种伟大的文化创造力使得文化
自信最终得以实现。

文艺对树立文化自信有着非常直接的重要影
响。群星璀璨的中国历代优秀文学艺术培育了一代代
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培育了全体中国人的民族自豪
感。这种文艺带给人的文化自信，来自其中的思想和
艺术表现融合而成的精神感染力，是一种作家艺术家
的独特创造性。人们在一种更亲近、更有情感、具有独
特魅力的艺术感受中树立并增强了文化自信。

文艺创造性中最重要的是表现什么的创造，是
思想情感的创造、精神视野的创造。在古今所有文学
艺术大家的优秀作品中，我们看到最突出、最令人感
动的总是其思想情怀：爱国忧民、疾恶如仇、壮丽山
河、纯真感情、艺比天大，等等。情怀与视野形成艺术
内涵，是最能打动我们的艺术本体。人民的情怀，时
代、世界和发展的视野，决定文艺的境界。新时代需
要文艺展现更加广阔的社会背景、更深入的思想情
怀、更美好的精神风貌、更有魅力的英雄人物，与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大潮相呼应。

形式创造在文艺创造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包括
纯粹的形式创造。蔡国强的烟花艺术就是纯粹的形
式艺术，他把绽放在天空瞬间的形式做得很有意味。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空中的29个“大脚印”，伴着隆隆
震响，由远及近，寓意百年奥运向北京走来。形式成
了崭新的创造，影响了世界。

媒介也是艺术表现的主要形式之一。艺术不同
于文学，比文学变化更快，艺术的媒介形式要比文字
丰富得多，且不断发展变化。艺术独创性中很重要的
方面就是媒介的创新，如电影技术、美术材料。媒介
创新对艺术的形式创新应该当作一种文化成就同样
重视。文艺家越是从各方面表现出旺盛而出色的创
造力，越是能增强人们对自身文化乃至国家的自
信心。

文艺的创造力和创新力是很个人化的能力，需
要很多因素的合力，涉及阅历、教育、知识结构、思
想、想象力甚至体力等许多方面。其中最重要的是作
者自身要有文化自信，就是对民族文化的信心。这既
是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信心，也是对建设时代性
的、发展的当代中国文艺的信心。既不泥古僵化，也
不食洋不化；既继承民族文化优秀资源，又广泛借鉴
吸收世界先进文化，一切为了创造更好的当代中国
文艺。

文艺创造力创新力的激发，来自文艺家的创作
激情。这是一种创作生命的热情冲动，但一定是源
自创作者对生活和社会变革的生命感悟。文艺家自
觉融入新时代党和人民的伟大实践，是坚持文化自
信最坚实的生活基础。文化自信不是空洞的概念口
号，而是建立在社会实践的坚实基础上，有着强烈
的实践性、务实性，与社会实践相互促进。鲁迅等
伟大作家身上的文化自信都与他们深厚的生活历练
和社会实践有密切关系。许多有创造力的文艺家也
都有过感受至深的生活经历。今天的文艺家需要更
加自觉保持与社会实践的密切关系，在人民的奋斗
中汲取创作的勇气、力量、激情和灵感。

我们相信，只有不断扩大提高文艺的创新创造
成果，多出具有强烈艺术感染力和广泛社会影响的
优秀作品，才能使人们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文艺人
应用优异的创新创造坚定人们的文化自信。

（作者系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创新创造

坚定文化自信
路 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