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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综合

编者按
科技创新推动着科技发展，科技发展又同时推动着科普创新。今年全国科普日的主题

是“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自立自强”。
给一把毛刷装上电池，竟成了“扫地机器人”？月饼能用3D打印的模具来制作……孩子

们在大学校园内的市集“畅游”，高校师生和社区志愿者把科普“玩出了花”。水晶球、原木底
座、卡通小摆件和一组小灯串，如何设计制作成会“飘雪”的艺术小夜灯？学习垃圾分类科普知
识，怎样运用色彩制作一个创意涂鸦环保袋？滨江党群服务站，既是深受欢迎的“打卡点”，又
是传播科学知识、举办科普活动的重要载体。数字生活科普系列活动帮助老人跨越“数字鸿
沟”，直播间内汽车能效的科学原理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线下活动如火如荼，线上活动也
是丰富多彩，科技赋能，社区书院“活”起来，建起“直达居民家门口”的“快车道”……

科普创新，进一步打通服务居民的“最后一公里”，甚至“最后一百米”尤为重要。传统的
科普以课程为主，在杨浦，更多是体验式的。人民城市新实践，杨浦如何让更多居民群众体
验到文化“加油站”的便利、科普“生活圈”的多姿多彩？

怎么让科普“生活圈”更为色彩斑斓

把科普玩出了“花”，大
学校园内的市集让孩子直呼
“好玩”

鲍衍卓今年 7 岁，家住四平路社
区，9月23日，他来到同济大学参加超

“月”未来科普市集，“以前没想到，几
根木条能承载这么大的压力，原来科
学也可以很好玩。”鲍衍卓告诉记者，
这是他第一次体验科普活动，“一边动
手一边学知识，充分感受到教室之外
的快乐。”

这场科普市集由四平路街道联合
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FABO 数制
工坊举办。几根木条、一段胶棒，背后
竟藏着物理学知识？给一把毛刷装上
电池，竟成了“扫地机器人”？月饼能
用3D打印的模具来制作……同济师

生们和社区志愿者现场摆摊，把科普
“玩出了花”。

“首先制作一个边长为 5 厘米的
正方体，然后就到了大家开动脑筋、
任意发挥的时候……”市集上，“木立
方承压挑战赛”的摊位是“人气款”。
孩子们需要在专业指导下，用木条制
作出一个正方体，再试着在其中加入
更多木条，让它的承压能力达到最高
值；最后，用压力测试设备依次测试，
评出当日的小冠军。

机器人体验区也是当日的“热
门”，一群孩子正与基础的电子电路
元件“正面交锋”。只见他们运用生
活中常见的毛刷、轻黏土、电池、电
线等物品，创造出了一个个具有个
性化色彩的“扫地机器人”。这些

“扫地机器人”色彩缤纷，在桌上突
突突地跑，逗得大家兴奋不已。薛
珺豪小朋友直呼“好玩”，“我一直很
喜欢模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但体验
的机会不多。今天玩得很过瘾！”

记者注意到，现场“练摊”的摊
主们大多是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
院的学生。从构思摊位内容，到设
计教学方式，他们基本上都是全程
参与。对大学生来说，这是一次面
向 社 会 ，锻 炼 自 身 科 普 能 力 的 挑
战。“四平路街道经常与我们学校合
作，让我们有机会开放校门，拥抱
社区居民，在科普方面收获更多经
验。”同济大学设计创意学院研究
生周致君说。

传统的科普以课程为
主，而在社区书院，更多是体
验式的

大 桥 社 区 居 民 王 女 士 在 闲 暇
时间经常到杨浦滨江走走逛逛，是
党 群 服 务 站 的“老 客 人 ”。 她 说 ，

“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觉得非常
有意义。”

杨浦滨江 5.5 公里岸线上“珠链
式”分布着党群服务站，其中，电站辅
机厂站是深受市民游客欢迎的“红色
打卡点”。其实，它还肩负着一个重
要功能——科普，是传播科学知识、
举办科普活动的重要载体。

水晶球、原木底座、卡通小摆件
和一组小灯串，如何设计制作成会

“飘雪”的艺术小夜灯？学习垃圾分
类科普知识，怎样运用色彩制作一
个创意涂鸦环保袋？通过品鉴，体
验现磨咖啡工艺，在咖啡中细品科
学；有趣的亲子桌游赛《冰糖葫芦》不
仅增进了亲子感情，还培养了逻辑思
维……传统的科普以课程为主，在这
里，更多是体验式的。

大桥街道社区书院依托的电站
辅机厂站，占地面积 800 平方米，共
三个楼层，随处可见科普元素。二
楼一个蓝丝带形状的 360 度环保屏，
展示了杨浦“三区联动、三城融合”
的创新实践，科技感满满。三楼的

“滨江书房”，设有科普阅读专区，陈
列着各种科技书籍，便于市民游客
取阅。

科技创新推动着科技发展，科技
发展同时推动着科普创新。科普创
新，进一步打通科普工作的“最后一公

里”，甚至“最后一百米”尤为重要。
今年全国科普日的主题是“提

升全民科学素质，助力科技自立自
强”。2023 杨浦线上科普日在虚拟
现实技术的基础上，把实物的视觉
效果经过 3D 数据化在手机端上进
行展示，拓展了科普的边界，市民只
需动动手指，即可纵览杨浦线上科
普日全貌。

社区书院，既是提升公民科学素
质的文化“加油站”，又是群众共建共
享、自治自理的科普“生活圈”，也是
打通科普工作“最后一公里”的有效
手段。

社区书院怎么建？区科委（协）与
区委组织部联合印发《杨浦区党建引
领“社区书院”建设三年行动实施方
案》，明确“第一年全覆盖、第二年上台
阶、第三年形成长效机制”社区书院建
设三步走的时间表和任务图。

目前，杨浦共建有市级社区书院
4家、区级社区书院15家，已实现社区
书院建设街道全覆盖。通过这种方
式，科普知识可以更广泛地传播到基
层社区，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
科普服务。此外，区科协还积极打造

“手机上”的科普馆，数字科普场馆数
量已达 11 家。这种线上科普模式打
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使科普知识
传播更加便捷和高效。

建起“直达居民家门口”
的“科普快车道”

在大桥街道社区书院，不仅线下
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线上活动也是
丰富多样，辐射面更广——

想网购，智能手机怎么用？数字
生活科普系列活动，帮助老人跨越“数
字鸿沟”；直播间内，汽车能效的科学
原理吸引了孩子们的眼球，大家纷纷
发言与授课老师互动，并用事先领取
到的材料包进行组装；线上科普和插
花体验活动报名发起不到15分钟，名
额就被火速抢空……

如何让社区书院“活”起来？杨浦
坚持科技赋能，运用遍布全区12个街
道的40个“智慧科普盒子”，覆盖各个
社区书院，持续、及时推送海量权威信
息，为居民群众获取知识搭建起“直通
车”和“快车道”，成为科普宣传的“主
阵地”和居民“家门口”的“良师益
友”。2022年杨浦区“全国科普日”活
动期间，“杨浦智慧科普盒子分布地
图”发布，实现全区“智慧科普盒子”资
源互通共享。

在 杨 浦 滨 江 搭 建“5G+VR 党
建”科普互动体验平台；在创智坊社
区睦邻中心建设大众创新科普角；
借助院士风采馆平台，开展走近院
士和院士茶座活动……为提升公众
科普素养，区科协还打造了一系列
科普品牌，如一街一品、一校一品、
一馆一品等。

“希望通过推动杨浦科普事业高
质量发展和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为
杨浦创新发展再出发提供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源头活水’。”区科协常务
副主席钱彬说。

■记者 汤顺佳 毛信慧 窦雨琪
本版部分图片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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