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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简   报 

2023 年第 2 期   总第 148 期     2023 年 4 月 9 日 

我团喜获 

“点赞时刻·2022 首都科普”年度科普团队奖 

4月 7日，为落实《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继

续推进北京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北京市隆重举办了“北京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

作会”，北京市政府于英杰副市长，政府副秘书长、市科协党组书记沈洁及北京

市各委办局、区县领导参加了会议。 

这是北京市在制定《北京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

后，首次举办的全面落实相关行动的动员大会。会议目的是总结以往的工作经验，

提出未来的工作要求和设想，以期进一步提高北京市的全民科学素质。 

我团刘定生副团长应邀参会并在会上做了题为《老骥不伏枥  为全民科学素

质建设献余热》的发言，交流我团多年来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工作情况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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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感受，受到参会各级领导的热烈欢迎和赞誉，相应的发言内容也作为该会议的

交流材料印发全市各部门。 

会上，通报了北京市首届“点赞时刻·2022首都科普”评选情况，我团荣

获其中“年度科普团队”奖。 

刘定生  供稿 

 

 

又是三月天，讲坛春耕忙。播下科学种，收获有希望。 

阳春三月，团员们的大忙季节又来临了。因疫情憋了几年的学校迫不及待地

纷纷约课，忙得排课老师应接不暇。这不，一队一队的团员们接二连三地出发了。 

台州分队    12 天，126 场，科普讲座成了媒体热词 

 “航天遥感的火眼金睛，从太空看地球，都看见了什么？” 

“地球村是幸运人类宜居的家园，然而，我们的地球正在变得不干净、不安

全、不富有！” 

“材料是物质生活的基础，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识。” …… 

此次由郭传杰、徐文耀、崔凯、王文利、刘定生、石磊、原魁、胡健民等 8

位团员组成的台州分队，从 3 月 6 日至 3 月 17 日马不停蹄辗转于各个学校，12

天共开讲 126 场，覆盖台州除天台、三门外各个县市区的大中小学。除学校外，

演讲活动延伸到新闻传媒中心、人才发展中心等政企单位，

以及台州市科技馆、台州市青少年活动中心、台州市图书

馆、椒江体育馆等公共文化场所，特别是周日“跟着科学

家野外现场科考”活动大受欢迎，网上报名几乎爆棚。一

时间，科学家讲座成了全市的热门话题。 

演讲活动频获台州日报、

台州新闻等媒体关注，开课的

学校纷纷通过公众号进行自

发宣传。从官媒到自媒多渠道

发声，“老科学家科普讲座”

成为妥妥的媒体热词，收获了

一大波流量。 

88 名学生变身“小小地质

学家”，跟着王文利团员和周宗

尧老师来到桃渚“火山遗迹长

廊”，现场参与地质科考。  

摘自  台州“科学每一天”   

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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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逢“三八”，女团员们手捧鲜花格外亮丽 

滨州分队    两天授课 40 场，不，是 41 场 

3月 6日至 7日，白武明、陈光南、张德良、潘习哲、徐德诗、方念乔、李

建军、韩莉、林钢华、何林一行 10 人应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科协邀请，赴滨城

区执行科普任务，授课 40场。此次授课时间虽短，但还是有几件事情值得记述。 

3月 6日上午，在首都师范大学附属滨州中学举行了“启智赋科创 科星耀

滨州”中科院专家校园行活动启动仪式。当我们步入会场时，全场 1000多名中

学生自发地鼓起掌来，直到我们走上主席台并坐下才停止。会议开始后当主持人

介绍到每位团员时，同学们再次报以热烈掌声。特别是介绍到满头银发、风度翩

翩的潘习哲老师时，同学们在报以热烈掌声的同时，还发出了惊喜和赞叹之声。

滨城区科协主席事后表示，他自己都没有想到，同学们所表现出的对科学家群体

的崇敬之情竟如此热烈和真挚！ 

启动仪式上，白武明团长给同学们讲了四个苹果的故事，内容虽短但启发性

很强。为了向同学们展现我团团员的风采并配合刚刚过去的“学雷锋纪念日”，

白团长特意安排徐德诗团员亮相并朗诵《你们年轻 我们也年轻》和《雷锋之歌》

片段。徐文耀团员创作的《你们年轻 我们也年轻》语言睿智幽默，富有深刻的

人生哲理。《雷锋之歌》昂扬向上，催人奋进。徐德诗团员充满磁性的嗓音和饱

含激情的朗诵，将现场气氛推上了高潮。 

今年 2月以来，全国各地的邀课非常频繁，陈光南副团长见缝插针地与邀课

单位商议沟通，几乎从来没有一次能够不受“干扰”地把饭吃完。就在我们讲课

期间，潍坊市新纪元学校提出邀请，希望团领导在滨城区授课结束后直奔潍坊授

课并探讨今后合作事宜。因此，白武明团长和徐德诗团员授课结束后，于当天下

午 5时乘车赶往潍坊，第二天一早又出现在新纪元学校的讲坛上。 

3月 7日下午方念乔团

员授课结束后，学校组织了

一次小型座谈，几位老师畅

谈了他们听方老师报告的体

会并对今后开展科学教育的

思路进行了交流。其中一位

女老师表示，她没有想到他

们这么偏远的一所普通小学

能请到像方教授这样的大专

家，这些普通农民的孩子从

小就能听到这么好的科普讲

座真是太有福气了！她说着说

着竟喜极而泣，令方老师颇感

意外，也深受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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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团员的课件中有大量恐龙图片，一旦图片变形，就会影响讲座效果，

因此他非常关心学校报告厅屏幕的长宽比例。一到滨州，他就抓紧与各校联系了

解屏幕比例，并据此调整 PPT。有一所学校没有及时回复，李老师着急，于是主

动加学校联系人的微信。在微信尚未被对方通过时，李老师发现了一张他们学校

的会场照片。李老师喜出望外，通过这张照片算出了这所学校的屏幕长宽比为 

23:10。多年来，李老师积累了针对“异形”屏幕修改 PPT 的丰富经验，并发现

有些“异形”屏幕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反而更加具有视觉冲击力。 

课余大家到滨州市北海公园散步。公园内立着一块十几米高的大石头。李建

军团员为大家介绍如何根据外观判断石头的种类以及这种石头的形成过程。方念

乔团员又做了补充，并与李建军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了探讨。两位团员津津乐道、

滔滔不绝，其他团员像小学生一样目不转睛、认真聆听并不时提问。就这样，一

群人在这块大石头下细细品味、驻足良久。旁边的滨州市民感到好奇，也纷纷围

过来旁听。后来大家总结说，我们这次滨州授课不是 40场，而是 41场！ 

何林  供稿 

 

呼市分队    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科学报告 

3月 8日至 9日，孙保卫和刘大禾两位团员应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馆邀请，到

呼和浩特市进行了为期两天的科普演讲。 

苏虎街小学是呼和浩特市最好的小学。该校名不虚传，学生既守纪律，又非

常活跃，知识面也非常广。在讲课过程中积极回答问题，互动环节中踊跃提问，

有些问题很有深度，说明学生开动了脑筋。这所小学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

象。 

刘大禾团员到呼市最好的高中之一：呼和浩特一中讲课，内容是物理学中的

正弦函数。该校教导主任在讲座结束时说，我是教政治课的，但今天的讲座让我

领略到物理的魅力，多年来，这是我听到的最好的科学报告。 

内蒙古科技馆的领导和老师热情接待我们，做了很周密的安排，使讲座得以

顺利进行。 

刘大禾  供稿 

 

包头分队    观摩团友授课，取长补短自我提高 

3月 13日至 17日，潘习哲、陈洪、林钢华、王俊杰、何林一行 5人应包头

市科协邀请开展科普讲座，在东河区、昆都仑区、九原区、青山区、土右旗、稀

土高新区等授课 38场。 

活动伊始，在包钢五中举行了“百名专家走进盟市旗县科普传播行”春季活

动启动仪式。仪式结束后，陈洪团员为 500名高中生做了《军用飞机与飞行员的

生死一刻》科普报告。其他 4位团员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一次授课观摩。陈洪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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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杰团员利用回北京休假之机，赴包头讲课 

员的演讲既饱含诗意又充满张力，具有强烈的震撼性、感染性，直击听众心灵。

演讲结束时会场响起了极其热烈的掌声。 

3月 13日下午没课，何林团员借此机会学习观摩了潘习哲团员的授课。他

的授课风格是语速和缓、娓娓道来，在一个个看似简单的提问中，把航天遥感与

现代战争中那些深奥知识深入浅出地讲给孩子们听，引起了孩子们的极大兴趣和

好奇。潘老师授课时精神饱满，声音洪亮，全程站着而毫无倦意。在后来一次面

向高中生授课时，同学们对授课内容兴趣盎然，潘老师也就“毫无顾忌”地放开

讲了，报告持续了近两个小时。 

林钢华团员认真对待每一次授课，授课水平随着经验的积累持续提升。林老

师说她经常在授课过程中发现课件有需要完善之处，或者对一个问题的讲解有了

新的想法，于是课后马上对课件做修改。相信林老师的感受和体会在所有团员心

中都能引起共鸣。 

王俊杰团员利用休假参加了授课。由于长期在西藏高原生活，王老师回到平

原虽然已经近两个月，

但仍存在“醉氧”反应。

他努力克服“醉氧”所

带来的不适，认真完成

了授课任务。一次授课，

校领导告诉王老师，

“我们让五、六年级的

全体学生都来听您的

课！”那有多少学生呢？

28人。原来，这所学校

周边居民不多，全校只

有 100多名学生。为了

让尽可能多的孩子受

益，包头市科协临时安排王老师改到另一所学校授课，并将那 28名学生接过去

一起听课。我们忽然意识到，这些“微型”学校的孩子，不应成为“被遗忘的角

落”！ 

何林有两场报告的听众是小学二年级学生，心中不免有些打鼓。据包头市科

协同志介绍，这两所学校是新建校，去年学校就积极报名参加，但那时学生们才

一年级，未被批准。今年学校又积极报名，说孩子们都升入二年级了，就让他们

听一次科普报告吧！学校热情这么高涨，科协的同志又怎能忍心再次拒绝呢！看

着会场里的“小娃娃”们，何林努力做到语言通俗，互动性强，顺利完成了任务。 

何林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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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分队    由一区扩至八区，成都师生渴望我团再来 

应成都市成华区科协的邀请，3 月 15日至 24日我团徐文耀、孙保卫、陈光

南、韩莉、刘定生、白武明、李建军、郭耕等 8位团员在成都市和绵阳市进行了

科普巡讲。在成都市的成华、崇州、邛崃、锦江、中和、青阳、武侯、新都等区

县做了 72场科普报告。 

成都市成华区区委、区政府和区科协作为主办单位，对这次活动精心策划，

把原来仅在成华区的科普活动扩展到了成都市的 8个区县，扩大了受众人数和影

响。成华区科协的领导还同我们商讨把科普活动在更大范围内更深入进行的方案，

并约定在今年 9 月再组织一次大范围的科普活动。活动承办单位中科洪浩集团进

行了精心的组织安排，每个团员都有专人专车陪同，和学校进行了无缝对接，保

证了整个活动的顺利开展。 

活动中有许多感人的事情。如李建军团员在青羊实验小学做报告时，彭茂副

校长全程听完讲课。大概是第一次接触科学家的缘故，在听课中，她热泪盈眶好

几次。李老师见她一直含着泪给参加互动的同学拍照，心里也很激动。徐文耀团

员在一所学校讲课时，由于会场较小，不能安排更多的学生参加，一些同学就趴

在窗户上听了整个报告。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总的感觉是，成都的师生们非常

渴望我团再来学校传播科学知识。 

白武明  供稿 

 

汕头分队    十年耕耘结硕果，喜看花开梦圆时 

 3 月 26日至 4月 2日，在汕头市青少年科技创新促进会的邀请下，我团刘

定生、许木启、高登义、张德良、孙万儒、徐德诗、刘大禾、卢汉清、郭耕等 9

名团员，在汕头市进行了 72场科普讲座。这是疫情结束后在汕头市进行的第一

次大规模科普教育活动，汕头市政府、教育局、科技局、科协以及各学校高度重

期盼你们 9 月份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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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举行了多种形式的

启动仪式、报告会等，

汕头电视台通过《科学

家进校园》专题进行了

多次报道，汕头的多种

媒体也积极跟进，从不

同角度发布了各种信息，

活动引起了较大反响。 

在 5天的科普讲座

活动结束后，汕头科技

馆又举办了由汕头市公益基金会和汕头市青少年科技创新促进会联合主办的汕

头市“科技少年人才培养成果展示报告会”，报告会以“十年耕耘 喜看花开”为

主题，集中展示了十年来通过“院士科学家走进汕头校园讲科学主题教育活动”

取得的成就，汕头市百名小发明家、少年科学家代表还通过视频分享了“我的科

技梦”，并通过多媒体展示了垃圾篓、天文伞等科技创新发明成果。 

作为这项活动的发起

人，汕头市政协原副主席、

汕头市公益基金会永远名

誉会长张泽华，专门撰写

了“追寻科学家的足迹—

—57位中国著名科学家

十年汕头喜播科学种子纪

实”的文章，生动描述了

十年来在科学普及道路上，

我团团员在汕头科普演讲

的故事，描述了汕头市青

少年在科技发明创造中

取得的成绩。 

澄海区风翔中学全

校900多名中学生和老师

停课听许木启团员的讲

座。报告厅只能容纳 150

人，其他学生在各自教室

视频听讲。讲座结束后，

校长走上讲台请全体听

课师生起立，握拳举起右

手集体向环境宣誓：“保护水资源”！场面十分感人。          刘定生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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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分队    辗转 5 市 11 县区 127 校，你们何时再来 

3 月 27 日至 31 日，我团王康、李建军、胡建民、马润林、王文利、夏青、

陈贺能、傅前哨和陈光南、郭传杰、孙保卫、陈洪、潘习哲、方念乔、林刚华、

王原等 16位团员，参加了由广东省科协主办、广东省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承办

的“第二届院士专家广东校园行”活动。这次活动分为两条线：一条从揭阳（揭

东县）开始，中间到河源市（源城区和紫金县），最终到广州市越秀区，讲课任

务由王康领队的 8位老师完成。另一条线从清远市（佛冈、封开、英德）开始，

中间到肇庆市（肇庆城区、德庆、广宁、怀集），最终到达广州市越秀区，讲课

任务由陈光南领队的 8位老师完成。 

这次活动，16位团员走进 5市 11 县区的 127所中小学校，听众超过 4万人

次。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除广州越秀区外，其他区县大多是第一次听到我团团员

的讲座；课后不少老师和学生意犹未尽，问我们的团员：你们什么时候再来？ 

 

 

 

 

 

 

 

 

 

 

 

陈光南  供稿 

 

太原分队    科普三侠，智闪线上线下 

两路人马辗转 5市 11区县，演讲结束后在广州会师 

原魁团员 3 月 27日下午 2点到达太原，4点即在山西实验中学开讲，两位团员一天

多时间在该校完成讲座 4场。其中 28 日晚场讲座，石磊团员从 7点半讲到 9点结束，但

学生迟迟不愿离去，散场后学生仍围住老师要求细看航天员太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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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5 日山西科学讲坛第 817 期讲座在省科技馆开讲，卢汉清团员做了题为《智能

图像让我们生活更智慧》的精彩演讲。讲座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进行，现场有近

400 位观众聆听了讲座，有超过 4.7 万名观众在线收看直播和参与互动。 

石磊  卢汉清  供稿 

 

北京 101 中学石油分校    老科学家带我看中国 

 

 

 

 

 

 

 

经中国抗癌协会推荐，

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

胰胃外科病区主任、中国

抗癌协会科普专委会主任

委员、我团团员田艳涛，

经多轮评选，荣获“典赞·2022 科普中国”十

大科普人物称号。 

典赞活动由中国科协举办，旨在盘点年度极

具影响力的科普人物、科普作品等传播典范，全

面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有关工作部署，引导公众提高科学思维能

力，提升科普中国品牌影响力。 

初一（2）班学生李子轩： 

赵士洞爷爷已经 82 岁了，他给我们讲

座时坚持站立了一个多小时。他用通俗幽

默的语言和一张张珍贵的照片从中国地

貌、气候带、植被分布、人口密度、生物

多样性等多方面给我们进行讲解，还和我

们分享了怎么学好地理与生物课的方法，

比如：课堂用心听讲、尽量利用模型、参

与实践课程等。 

团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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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侃水”校长 
许木启 

我在汕头经济特区林白欣中学讲座时遇到了一位“侃水”校长。 

当我讲座并与学生互动结束后，身材魁梧、气宇轩昂的沈校长大步流星走上

讲台，发表了慷慨激昂的临场演讲。 

他礼节性地总结了我关于环境保护和爱护水资源、节约水资源的主要观点与

方法及其现实意义后，便结合自己的体会大侃水的故事。 

他引经据典，宣讲了“上善若水”和“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等文化典故中

水与自然和人类生存发展、和谐共存的依赖关系；大侃了“水能载舟也能覆舟”

水的功能及其人生哲理。最后沈校长打趣地问学生：“你们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

上班收入得到的是什么吗？”三百多位学生几乎异口同声地回答说：“是工资。”

沈校长继续发问：“那工资又叫什么呢？”这时有的同学回答说：“是钱！”有的

学生回答说：“是报酬！”还有的同学回答说：“是工钱和待遇！”此时课堂里掀起

一阵小小的哄笑热潮。沈校长一本正经地大声说：“你们说得对，但不准确，准

确地说，应该称之为薪水！”他接着说：“你们看，水对于我们的生活有多么重要，

连你们爸爸妈妈每个月拿的工资都叫薪水，这里面蕴含着你们爸爸妈妈用劳动的

汗水换来的应有报酬，就是这些薪水养活了你们全家老少。” 

说完这些典故与调侃话语，沈校长才言归正传。他提示和警戒学生们要爱护

节约每一滴水，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力争做一个爱护环境、爱护水资源的新

时代合格的学生和一个好的社会青年。他的深情鼓励与激情号召，赢得了全体师

生的热烈掌声。好一个能侃水的中学校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