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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 
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 

 

简   报 

2024 年第 12 期   总第 176期   2024 年 10月 20日 

一路征程 一身汗水 

 

萍乡分队    应江西省萍乡市科协邀请， 9月 8日至 13日，方念乔、陈钰、

陈志英、杨海花、何林 5位团员赴萍乡市执行科普任务，在萍乡市安源区、湘东

区、芦溪县、莲花县、上栗县共授课 35场。 

学校反馈： 

摘选两段学校报道中的文字，不是为了自我陶醉，而是从中体会学校对讲座

质量的要求和期盼。 

9 月是个繁忙的季节，借助全国科普日的东风，各地邀课如井喷。全团大

多数团员出征出外，有的甚至两地连续作战，至国庆节前，已经有 200 多人次

做科普讲座近 2700 场。大家一路征程一身汗水，不负桑榆年华不负三尺讲台，

忙碌着，并快乐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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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钰团员“用简洁明快的语言、精选的图片、层进式的逻辑解读和提问互动

的方式，将原本枯燥的专业知识诠释得简明扼要、重点突出。” 

陈志英团员的讲座“激发了孩子们的探索精神，延伸了学生对科学感知的触

角，点亮了他们的未来”。” 

杨海花团员“除了讲述知识，还介绍了青霉素的发现，链霉素发现的故事及

各个科学家的趣事和给后人的启发，同学们全神贯注，听得认真，记得仔细。” 

方老师千里遇知音 

授课结束后，方念乔团员不仅被孩子们层层包围，还有两名学生各自塞给他

一张纸条，希望方老师阅后签字留念。其中一张纸条上写道：“我尊敬的方念乔

爷爷：您让我们对科学产生了浓浓的兴趣，您是我们的引路人……感谢您不辞辛

苦从北京感到萍乡为我们举行讲座！”在莲花县城北小学，有一名学生从教室到

走廊到操场一直跟着方老师不断提出各种问题，后来被学校老师“赶”了回去。

过一会儿他又出现在方老师歇脚的校长室。他利用家长还没来接他的空挡，想抓

紧时间多请教几个问题。这令方老师感到无比欣慰！ 

一根拐杖的故事 

这次出行，方老师还遇上一件既“麻烦”又幸福的事情。 

因突发通风双脚剧疼，而讲座任务在身不能后退，于是方老师拄着拐杖奔赴

机场。接受安检时方知，登山杖不能随身携带（木制拐杖可以）。这让方老师始

料未及，也让机场安检人员犯了难。幸运的是，安检人员经过慎重考虑同意通融。 

从长沙返回北京时，方老师原以为长沙机场也会像首都机场一样予以通融；

没想到长沙机场严格执行相关规定不予放行。但长沙机场一方面让拐杖托运，一

方面为方老师申请了轮椅服务。机场工作人员推着轮椅问寒问暖把方老师送到机

舱口。到了首都机场又有工作人员推着轮椅在机舱口迎接方老师。 

方老师后来幽默地说：“生平第一次享受这么高规格的服务，真的很享受！”

不过方老师提醒各位团员谨记，登山杖不能登机，万一有需求，请使用木制拐杖。 

何林 陈钰  供稿 

 

 

滁州分队    9月 18日至 21 日，刘定生、王康、刘大禾、方念乔、王文利、

韩莉、原魁、刘卓军、胡健民、周又红、卢汉清、朱民才、朱进、杨海花、何林

等 15 位团员赴滁州地区执行讲座任务，在滁州市南谯区、琅琊区以及天长市、

明光市、来安县、全椒县、定远县、凤阳县、中新苏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共授

课 45场。 

出发时的小忙乱 

出发时，我们在火车站遇到一个突发情况。刘大禾、韩莉、何林 3 人来到

第 16车厢发现只有 9排座位，没有他们车票上标注的第 12—14排。询问列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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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知，由于车体临时变更（由 17节车厢变更为 16节），16车厢的乘客被调整

到其他车厢。他们 3人被调整到 2车厢。于是赶紧下车，大步流星地向 2车厢走

去。在站台上遇上了纷纷到达的其他团员。何林“神色慌张”地向各位团员介绍

情况，王康副团长镇定自若地在群里强调“请大家一定问列车员，因为每个人调

的都不一样。”果然，有的老师跟着我们往第 2车厢走，见到列车员一问才知被

调整到第 15车厢，于是又往回返。经过一阵小忙乱，大家终于安顿下来。除了

刘卓军老师“坚守”第 16车厢第 9排，6位老师被调整到第 2车厢，4位老师被

调整到第 15车厢。这件事情提醒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一定要把时间留足，

避免遇上突发情况手忙脚乱。 

抵达滁州，下车后大家就分散奔赴各县市。经杨海花团员提醒，大家抓住转

瞬即逝的机会拍了一张不是“全家福”的大合影（有 4位团员已经乘坐其他车次

直奔目的地了）。 

两份“见面礼” 

抵达滁州当天我们

遇上了两件事。 

第一件，16时 43分，

朱进团员在群里发布消

息：“今天晚上 6点 50

分前后，中国空间站将会

从滁州上空划过，6点 53

分经过正头顶。现在天气

不错，估计到时候肉眼清

晰可见。推荐大家到时候

出门抬头仰望星空，一起向中国航天员致意！”  

果然，天宫空间站当晚如约从滁州上空划过。朱进团员提前来到第二天讲《中

国空间站的观测》的学校，在报告厅前架好相机，拍摄了天宫空间站过境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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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视频作了延时处理加入讲座内容。第二天孩子们看到天宫空间站从自己所在

的报告厅上空飞过，无不欢呼雀跃。 

第二件，20 时 08分 17秒，合肥市肥东县发生 4.7级地震。我们距肥东大

约 100公里，住在高层的居民感觉到了。周又红团员在定远也感觉到了。方念乔

团员及时为我们普及了板块运动和断裂带的有关知识。 

肥东县今年 9月份地震活动比较频繁，可见加强防震减灾教育尤为重要。 

何林  供稿 

 

 

    单县分队    9月 18日到 20 日，王原团员和徐德诗团员赴单县讲课。此行

正赶上 75年来登陆上海最强台风“贝碧嘉”的余威影响，单县连续暴雨。王原

去讲课的乡镇学校黄岗中学，水淹操场，孩子们借机在教室旁戏水捕鱼，很是开

心。后来听说黄岗一天半的降雨量达到了 325.8毫米（中国气象上规定，24小

时降水量为50毫米以上的

强降雨称为“暴雨”，250

毫米以上称“特大暴雨”），

实在惊人！但暴雨没有降

低孩子们学习的热情，三

所学校的学生们都认真听

讲，积极互动，他们的科

学素质和学习热情给团员

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也得

益于单县科协多年来对科

普教育的重视和积极推广。

徐老师曾多次来单县讲课，

曾给他们授我团基地牌，

跟科协张慧副主席很熟悉。

此行我们也得到单县政府

和科协领导的重视和支持，

到达当天，陈纪强副书记

给王原团员授予了“单县

科普大讲堂”客座教授证

书，刘爱菊副县长和科协

樊廷勋主席、张慧副主席

等一直陪同交流并现场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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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来单县，王原团员说：我还有特别的收获，同行的徐德诗团员曾任我团

副团长，是老团员，对团的历史如数家珍，给我好好补上了一堂团史课；他又将

地震和地震预警专业知识倾心传授，让我现在一想到地震和自然灾害，就会想到

“预案”二字；我也按照他的建议，从刘定生副团长那里要来建团 20周年文集

电子稿一路学习。我觉得这是咱们团多学科科普的优势，让大家能快速了解不同

学科的科学知识、发展历史和最新进展。这三天的确收获满满。 

王原  供稿 

 

 

    宁波分队    9月 19日至 27 日，受宁波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邀请，王俊

杰、王邦平、孙保卫、郭耕、陈志英、刘勇一行 6人到浙江省宁波市和舟山市进

行了 56 场科普讲座。 

此行讲座的特点之一,是受众人群除了覆盖中小学外，孙保卫团员还面向党

校公务员做了《学习航天精神，做优秀领导干部》讲座，符合他们关切的话题；

孙保卫和郭耕还分别面向社区居民做了内容贴近百姓生活，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

的讲座。 

特点之二，5月份入团的新团员刘勇，利用工作间隙首秀出场，除完成了 10

场讲座外，还代表小分队出席了 2024 年全国科普日宁波主场活动暨宁波市科普

宣传周和舟山市科普节启动仪式。 

特点之三，宁波舟山团一下飞机就接受了宁波市小小记者团 4位少先队员的

采访，回答了小朋友们关切的时事热门科普话题。 

特点之四，利用周末时间考察了浙东抗日红色革命根据地，考察了乡村振兴

所取得的成果，看到已形成的规模化、产业化、高水平水培蔬菜技术及产品，曾

在西藏自治区挂职的王俊杰特别关切，询问该设备能否移植到西藏高海拔地区，

双方建立了联系，达成了共识。 

特点之五，我团四

位团员孙保卫、王俊杰、

王邦平和郭耕在同一

天下午同一时间到余

姚中学讲座。我团最早

的团员李竞就是余姚

人，在他去世前最后一

场外出科普讲座就是

在余姚中学做的。为此，

王邦平老师和王俊杰

老师分别咨询了老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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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钟琪和白武明等人确认并了解详情。王俊杰团员在给高一同学的讲座前特意加

了一页 PPT，表示此场科普讲座献给尊敬的李竞老师，是他推荐了王俊杰加入中

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作为余姚人，他最后一场外出科普讲座就是在

余姚中学做的。 

特点之六，这次宁波之行，遇到了普拉桑台风的袭击，我们正好迎着台风跨

海进入舟山岛。有团员表示从没见过台风，正好看看台风什么样子。当看到台风

带来的雨还不如北京的雨大，略有失望。第二天当大家开始去学校讲座时，风和

日丽。大家都说看来我们科普的力量很强大，把台风推走了。当我们离开舟山时，

台风又带来了暴雨送我们离岛而去。 

     这次科普活动中，宁波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和各地方科协都给与了大力

支持，协会的陈宗志理事长和孙欢老师一路陪同，活动的安排等细节考虑的很仔

细，科普活动的成功与他们的辛勤工作密不可分。 

                                                      陈志英  供稿 

 

 

嘉兴分队    9月 23日至 28 日，原魁、李建军、周又红、石磊、朱定真 5

位团员赴嘉兴科普讲座，5天中大家马不停蹄东奔西跑，足迹遍及嘉兴市所有区

县市，每人每天 2场，共讲座 50场。 

嘉兴科协为了团员们休

息好，安排大家 5天住在同一

个宾馆，免去了每天拉着行李

箱打一枪换一个地的舟车劳

顿。但是没想到，这次约课的

学校分散在各区县，有 3位团

员每天去学校的路程都要花

费一个小时左右，中午无法回

宾馆，只能简单休息一会，下

午接着去另一所学校继续“战

斗”。返回时正赶上晚高峰，

又要花费一个多小时。一连好

几天都是早上 7 点多出发，傍晚 6点多返回。 

有一天，石磊团员在海宁市讲座，上午讲座的学校位于海宁的西边，下午讲

座的学校位于海宁的东南角，虽然同在一个县级市，但距离很远。她中午 12点

半吃完饭就往另一所学校赶路，结果将近下午 2点才到达，匆匆跑到报告厅调整

好课件，学生们就进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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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团员们住的宾馆环境非常好，马路对面就是美丽的南湖公园，旁边的子

城古迹、名人故居近在咫尺，但是这次讲座活动着实有点累，绝大部分团员回到

宾馆后，都不想再迈腿出门了。 

朱定真团员这次去了三个

“新居民”子弟学校（外来打

工人员子弟），其中余新仁和

学校的老师说“他们都是好孩

子，由于各种原因，他们的学

习成绩比别的学校的学生差一

些〞。她特别感谢我团这些年

每次到嘉兴都给了他们学校听

课的机会。朱定真原以为这些

学生真的“弱"，便尝试在讲座

中增加用生活中的现象与他们互动的环节，结果发现他们并不弱，甚至答对了这

几天在其他学校都没学生答对的问题。看来嘉兴市政府对“新旧居民〞的教育一

视同仁，加上我团授课向这类学校倾斜，确实给了他们机会，也起到了好效果。 

           石磊 朱定真  供稿 

 

 

郴州分队    9 月 23 至 27 日，我团陈洪、朱明才、焦维新、徐亮、朱进、

卢汉清 6人深入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桂阳县、嘉禾县、汝城县、安仁县、永兴

县 6个区县，面向 3所高校、39所中小学、3个机关单位等，共开展 53场科普

讲座活动。 

9月 23日，郴州

市 2024 年全国科普

日暨“大手拉小手科

普报告汇”湖南省（郴

州）巡讲活动启动仪

式在新飞学校举行。

启动仪式上，市科协

党组书记曾金武同志

致辞，市教育局党委

委员、总督学彭洪武

为 6位团员颁发“最美校园科普大使”证书，副市长李罗丝宣布活动正式启动。

陈洪等 6位团员参加了开幕式，陈洪团员发言，介绍了演讲团及参加郴州科普演

讲的 6位团员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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郴州市及各区、县领导及科协

对此次活动及其重视，市科协党组

书记曾金武同志等科协同志一直陪

伴团员，并全程听取了所有讲座。

科普讲座向学生们开启了未知世界

的好奇之门。讲座中同学们积极回

答问题、踊跃提问，参与互动活动。

右图为学生拿自己画的图找陈洪团

员签名的画面。 

朱明才团员回到北京后，想起回答听众的问题还有不足之处，又特意写了详

细回答问题的一封信，发给郴州科协并请他们转交给听众。 

卢汉清  供稿 

 

漯河分队    9月 24日至 27日，孙万儒等一行 8人，开启我团在河南省漯

河市的首次规模科普演讲。之前，我团团员也来过漯河，但这么多人一起来是首

次。此行，既是填补演讲团在漯河市规模科普演讲的空白，也是中国科学院学部

局科学普及与教育工作委员会，“科学与中国”千名院士、千场科普活动的重要

组成部分。 

    省市科协高度重视，省科协冯爱萍副主席、省科协科普中心副主任侯家选，

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李志辉，副主席贾杰接站，并就加大漯河市科普演讲力度

交流欢谈，表达了成为我团科普教育基地的愿望。  

    团员们深入漯河市郾城区、源汇区、召陵区、临颖县、舞阳县的 21所大、

中、小学校，共完成 21场讲座（其中大学 1场、高中 2场、初中 9场、小学 9

场），受到热烈欢迎、热情接待。漯河市及区、县科协的领导及学校的领导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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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几乎所有学校的校长们都全程听讲。团员们对漯河市学校的演讲设备准备

和学生们的积极参与表示满意。 

    此次所去的学校讲课地点多设在五六层，4名 80岁以上老团员孙万儒、徐

文耀、郭传杰、徐德诗不惧辛苦登高讲座；陈钰一直咳嗽，吃药坚持到底；韩莉

父母年老多病，需要随时关注；赵晓光正值争取项目经费的关键时期，他们都克

服自身困难，积极完成团里安排的科普讲座任务。 

    同行李利军副团长认真听取三位团员的科普演讲，积极评议，此举延续了我

团科普演讲现场评议提高演讲质量的传统。 

                                                       徐德诗  供稿 

 

 

独行团员    9月 25日至 27日，汲培文团员到山东济宁高新区做科普讲座，

两天时间做 3场报告，题目是《如何学好物理》《我们身边的引力》，主要听众

是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讲座中，同学们积极提问，有些提问极有想象力。这次活动，得到济宁科协、

济宁高新区管委会、

高新区科创局和科

协的高度重视，把

此次活动作为 2024

年度全国科普日济

宁高新区主场活动

启动仪式之一。高

新区科协负责这次

活动的具体安排，

对听众和承接学校

做了精心选择。在他们多方安排协调下，我圆满完成了这次任务。 

汲培文  供稿 

 

 

刘卓军团员：从讲座效果上看，初中和高中的效果比较

好,这从学生的认真程度、面部表情上能看得出来。小学生

的情况差些，和北京的学生相比，滁州的学生知道的要少一

些。不过这也恰恰是我们科普巡讲的意义所在。 

 

刘定生团员：个别学校的讲座是指派的，学校不够重视。

在场的教师不管学生纪律，甚至只顾自己看手机或互相交谈。

团员 

有话说 



10 

 

另一所主动申报开展讲座的学校就很好。事后和当地科协交流，尽量让学校主动

报名，把学校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否则得不到好的效果也起不到示范作用。 

 

方念乔团员：讲座能否产生良好效果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基层单位的态度和执

行能力。在一所学校，为等候区教育局和区科协领导出席，将讲座开始时间推迟

了半小时，但是直到活动结束也未见相关领导到场，甚至学校领导也未露面，只

有一位班主任在场主持。看来，对基层单位还应有具体指导和落实措施。 

 

赵晓光团员：很久没有和团里的老师组团去京外做科普讲座了，这次河南漯

河的科普活动给了我一个好机会。 

    讲座第一站是漯河郾城区第二初级实验中学，校园不大，规整有序，学校的

校长、副校长，亲力亲为，组织八年级 900多名学生现场听报告，几位校领导对

班级和学生的熟悉程度令我惊讶，校长逐一安排十几个班级的座位，副校长帮我

连接电脑、调整讲台，透过所有的细节，都传达着学校领导、老师都科学的尊重、

对人才的尊重、对培养学生的不遗余力。 

 开课之前，韩副校长一个简短的、充满激情的开场动员，我也被深深感染，

听到全场学生热烈的掌声、看到一双双亮闪闪、充满朝气的大眼睛，我深深地感

受到传播科学、传授知识、传承优良传统的强大力量，更加热爱科学事业和科普

工作，由衷地敬佩团里的老团员，由衷地热爱我们的科普团。 

第二站到了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校长亲自主持报告会，全程参加，大一年级

150多名学生参会。报告中老师和学生们认真专注，对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技术

兴趣满满。他们身上散发出的青春朝气和创新活力，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强

大力量。 

第三站到了舞阳县第一高级中学，学校高一年级几个精英班的 600多名学生

坐了满满一个大报告厅，校长、副校长全程在场，报告中同学们跟着问题思路认

真思考，提出了非常高质量的具身智能的问题，让我真真切切感受到“少年强，

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 

科普工作圆满完成，当地科协同志顺路安排我们参观了贾湖遗址博物馆，馆

中呈现的 9000 年前中国先民的生活场景，充满了智慧，令人不禁发出惊叹：自

诩先进的现代人，其实还在吃着祖先智慧的老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璀璨辉

煌，是我们汲取智慧与经验的源泉。 

 

 
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来信啦！ 

今日郴州 2024-10-10 报道： 

国庆前夕，郴州市科协的工作人员突然收到一封中科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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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的来信。 

一千多字的信件，从开普勒、瓦特等伟大科学家的故事娓娓道来，深入浅

出地阐述了学历与能力之间的关系。一字、一句、一问、一答皆缜密谦逊，折

射出的是老一辈科技工作者长年累月，于细节处一丝不苟的态度。 

原来，9月下旬，受邀来郴的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朱民才到

永兴县五星学校开展科普宣讲时，因时间关系，对一位老教师关于“学历≠能

力”的提问未作深入讲述，朱民才返回北京后的第二天，向这位“萍水相逢但

一见如故的老先生”复信。 

在信中，朱民才说当时急着离开而没有全面回答，因此感到抱歉，回信作

“坦诚的探讨”。朱民才写道：“对于任何一个人而言，终身学习是必要的”，

但“一个人学历的高低不能与他工作的能力画等号”，“要把所掌握知识转化

成工作上的能力，还需要具备以下科学素养：要有科学的观察客观世界的素质、

要有善于动脑并独立思考问题的素质、要掌握科学的思维方式和科学的工作方

法。” 

这封信转交给了提问的永兴县职业中学教师曹秀博。曹秀博是一名临退休

的老教师，常年在教学一线指导学生创作，不少优秀科技创新作品获得国家级、

省级奖项。讲座当天，他慕名前去聆听。 

“没想到他回北京了还牵挂着我一个微不足道的基层科技工作者的提问。”

曹秀博说，“他的演讲，给了我们广大基层科技工作者和爱好科技的青少年最

好的科普。他的回信更让我触动，我也要一直当好科普传播者。” 

退而不休、胸怀大爱，孜孜不倦地追求真理、传播科学知识，这是中国科

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成员身上散发出来的光芒。他们“不仅带来了先进前

沿的科学知识，还用他们的言行深深地影响、打动着我们。”市科协的工作人

员如是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