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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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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147 期    2023 年 3 月 4 日 

3月 2日，“大手拉小手科普

报告汇”2023年成员报告团交流研

讨活动在京举办。科普报告汇工作

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武向

平，51个成员报告团的百余名团长

和代表线上线下参加活动。工作委

员会副主任、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

演讲团团长白武明主持交流研讨。 

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副

团长陈光南教授、清华大学老科协科普演讲团秘书长陈海林教授和中国计算机学

会科普报告团团长王元卓研究员作了交流发言。中科院演讲团在各地建立科普教

育基地的模式，清华团专家集体备课、将科普报告送达欠发达地区中小学的做法，

计算机学会团打造的“CCF 群星计划”科普矩阵等给大家带来许多启发。 

摘自“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信息 

 
疫情下的 2022 年 

陈光南副团长在“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介绍我团去年工作 

“大手拉小手科普报告汇” 
举办交流研讨活动 



2 

 

 
 

癸卯兔年春来早 
 

 

 

 

 

 

 

 
 

“去南极科考要拔牙，你们猜我

拔了几颗牙？”“世界上最大的鸟蛋是

什么蛋？”“什么鸟往返南北两极？”

2月 28日下午，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

滨河学校学生的脑海里，一场新奇的

科普讲座吸引了这群八九岁学生的目

光。这是我团张继民团员妙趣横生地

给小学生讲述南北极科考小故事。 

摘自滨河学校老师美篇 

北京闻春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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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享春宴 

2月 20日至 24 日，“科学家进校园”科普周系列活动在贵阳几所学校全面

开展，白武明、孙万儒、张德良、吴瑞华、徐邦年、郭耕、李建军、胡健民、卢

汉清等９位团员贵州巡讲，在一周时间里为师生奉献了 81场科普盛宴。 

其中讲课最多且年龄最长的张德良

团员一人讲课 10节，可谓“宝刀不老”。

课后据校长反馈：“贵阳六中的四个年级

的同学们从昨天到今晚一直处于兴奋状

态，有好几个家长都给我发信息，老师

们也激动极了！谢谢您！只是让您受累

了。” 此行年逾八旬的团员还有微生物

学家孙万儒、心理学家吴瑞华、军机专

家徐邦年，个个“黄忠不老”、举重若轻，

谈笑风生，精神矍铄。 

随着讲座时间的推进，影响的扩大，

后期各校追加的讲座需求与日俱增。好

在贵阳的安排比较巧妙，上午有课，午

间保障休息，晚上再上课。这样，团员

一张一弛不太疲惫，学校也不占正课，

相得益彰。 

巡讲中有一件事情令吴瑞华团员感

动不已：“在贵阳的最后一场讲座面对的

是高三学生，内容是如何做好高考前的心

理调节。讲完后学生退场，有一名学生走

过来，我问你有什么问题吗，他说我没问

题，只是来谢谢你。说完就向我深深鞠了

一个躬。这一个鞠躬，比多少语言都更

能表达学生的心愿。我的讲座能解决他

们的困惑，给他们以实际帮助，我也感

到无比欣慰。”  

李建军团员不辞辛劳，带领师生到

他参与设计的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对数

以百计的观众如数家珍地实地讲解；郭

耕则带十余名科技老师冒雨观鸟观猴，

户外现场科教，达到出人意料的效果。 

贵阳之行，胡健民、卢汉清等几位“少壮派”教授挥洒自如，虚心进取，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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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面，每战必克，体现了我团多学科、全方位、高技巧、可持续的科普后劲和

演讲功力。 

郭耕 供稿 

杭州听春曲 

从战斗机飞行员的生死时刻，到神奇的载人航天，孩子们意犹未尽。2月 23日，陈洪、

石磊 2位专家，深入杭州市上城、拱墅、西湖、滨江、临安 5大市辖区，来到 8所中小学校

开展科普讲座，覆盖学生 3000余人。两位老师一次次充满趣味的讲解和问答，让报告厅内

的气氛异常热烈，同学们时而屏息聆听，时而放声欢笑，一张张脸蛋上充满了期待与渴望、

专注与投入，航空航天的梦想在他们心中悄然绽放。在两位老师风趣幽默、深入浅出的讲解

中，同学们学习前沿知识，感受科学乐趣，真切地体会到了科技的力量和祖国的伟大。 

                                               杭州低碳博物馆 供稿 

 

《热土——献给祖国的颂歌》 出版 
近日，郭曰方团员的诗集《热土——献给祖国的颂歌》由广

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发行。 

团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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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土》里的 72首诗歌，无论是写科学，写祖国，

写青春，写爱情，字里行间都洋溢着浓烈的爱国主义情

愫，燃烧着真善美的光焰！情感总是那么丰盈澎拜，思

绪总是那么健康向上，思想总那么坚实激昂，诗句总是

那么意蕴深邃！在先生的妙笔之下，党的阳光是那样的

温暖，祖国的春天总是那样的多彩，夏天总是那样的火

热，秋天总是那样的金黄，冬天总是那样的洁白，社会

永远是那样充满活力和生机，生活永远是那样荡漾着浪

漫和激情，人民永远是那样向往美好与希望！他的诗篇，

或大江东去，气势磅礴；或小桥流水，晓风残月；总能

唤起人们对明天的向往，对生活的热爱。他的诗歌是名

副其实的时代主旋律和正气歌！读这些诗篇，让人热血沸腾，心灵净化，思想升华，情感陶

冶、百读不厌，余味无穷。 

读《热土》，的确是一种极为愉悦的享受！徜徉在他精心耕耘的诗的花园里，不仅可以

感受诗人博大精深的思想境界，而且可以受到诗歌艺术的熏陶，其乐无穷！这是我读完这本

诗集最深刻的体味。故此，愿与广大读者与诗歌爱好者共享共赏。 

摘自许木启为该书写的序 

 

 

王俊杰 

 

六年前 

我的故乡是北京 

去西藏是筚路蓝缕 

并憧憬诗和远方 

来北京是回故乡 

六年来 

我的第二故乡是西藏 

去北京是夙夜在公 

也向往歌与太阳 

来西藏是回故乡 

故乡 
 ——纪念援藏六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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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前 

我走遍西藏 

寻找观测宇宙的地方 

那时 

我脚踏高原看星空 

昼夜不断 

生死擦肩 

空闲时经常遥望我的故乡 

六年来 

我再次走遍西藏 

探索天地生科学的真谛 

此时 

我身在故乡造慧眼 

日月兼程 

艰难前行 

睡梦中总会浮现另一个故乡 

乡愁啊，是高低的落差 

飞跨高原至平原 

乡愁啊，是长长的桥梁 

连接故乡到故乡 

故乡啊，我是多么的爱你们 

爱那片雪域高原的千里冰封 

爱那片长城内外的北国风光 

我的亲情在故乡 

父母养育我长大并祈愿成栋梁 

我的爱情在故乡 

爱与被爱是我甜蜜的力量 

我的友情在故乡 

患难朋友的情谊地久天长 

我的梦想在故乡 

我的梦里时常出现遨游太空的景象 

我的理想在故乡 

我的愿景是为祖国家园增光 

我的奋斗也在故乡 

我的生命和智慧将永远奉献给这壮丽的河山和那金色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