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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一个最简单的电路，由导线连

接一个电源，如果把它割开不连接，
大家都知道，是没有电流流动的。
但如果把两个电极无限靠近，大概
到一个纳米时，尽管没有直接连接，
但电极之间可以形成回路，就会有

电流流动。在纳米世界和微观世
界，电子可以穿越不导电的真空，这
种现象叫作隧穿。

如果第二个量子时代到来，对
量子的操控达到一个新境界时，
将对未来的信息安全、高性能计
算、人工智能、材料模拟等产生重大
影响。 ——薛其坤

（薛其坤，中国科学院院士、清
华大学副校长、北京量子信息科学
研究院院长）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各种信
息铺天盖地，一时间让人真假难辨，新
媒体在这场疫情防控阻击战中发挥了
很好的舆论宣传作用。

我作为媒体传播的一份子，理所
应当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科普防疫知
识上有所作为，为防疫抗疫尽一点绵
薄之力。

1月24日开始，我们整理情绪、积
极思考、搜集素材，开始在家办公，通过
重庆科技创新网、微信公众号、微博、今
日头条等发布中国疾控中心、国家卫生
健康委的科学指导。

2月 15日起，重庆科技报微信公
众号开始推送市卫生健康委、市科
协、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
办公室的新栏目《科学战“疫”专家
解疑》。

3 月 1 日起，报社微信公众号推
送 新 栏 目《战“ 疫 ”英 雄 平 凡 先
锋》。不仅如此，我们团队还特别策
划《重庆科技报·重庆战“疫”特刊》
《泪奔！谢谢，因为生命中有你》等
H5 作品，通过互动的形式让读者感
受到我们用心传递力量和科学理性
应对疫情的方式。

3月9日起，报社通过微博、网站
发送科普中国关于献血、流行病、免
疫学、疫苗药物等相关话题的科普资
源，用视频去科普让人们闻之色变的

话题。
据不完全统计，新媒体平台共推送

相关文章50多条，累积阅读量达20多
万次；微博推送信息300多条，阅读量
达47万次；网站推送科普中国、中国疾
控中心、科普重庆等平台各类文章260
余篇，累积阅读量近20万次。

这一连串的数字，虽然有一些单
调，但它记录了我们新媒体人工作的
成绩。在工作间隙，我们不断交流、
不断思考如何让科普文章、疫情防控
知识变得更加生动、更易于理解、更
贴近大众生活，我们尝试着做出改
变，用漫画或长图的形式去表达我们
的想法，让信息更加直观地传递出
去。同时也向新华网、央视新闻、人
民日报、科普中国等官方微博、微信
公众号学习，如何将信息变得更加清
晰、明确，如何挑选出大家都爱看的
选题内容，如何将文章标题变得更具
吸引力，如何选取贴合标题和内容的
图片等等。

这一次疫情让我们成长，让我们思
考，更让我们明白了肩负的责任。作为
一名媒体人，我将始终坚持传播真实、
可靠、科学的信息，继续前进，去领悟科
普的真谛。

（此文在“防控疫情·我在行动”故
事征集活动中荣获三等奖。）

“每当走到万盛的田间地头，看着
群众像对待亲人一样对待我的时候，瞬
间就有了农技人的成就感、自豪感。”这
位不是万盛人却把自己当万盛人的科
技特派员，说出了自己多年的心里话。

说这话的人叫王永青，是万盛经开区
选推的市级科技特派员，也是一名志愿
者。他把服务“三农”作为自己工作的重
心，也把志愿服务纳入“三农”工作的范畴，
始终把群众的热情和对土地的热爱，转化
为服务农技和参加各种志愿服务之中。

沉到一线指导生产

从2015年开始至今，王永青一直
在科技特派员岗位上工作。5年多来，
他先后对万盛境内丛林镇海孔村、重庆
雪瑞盛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六丰
农业开发有限公司、重庆万盛夜郎水稻
种植专业合作社、重庆贵先米业有限公
司等服务对象，开展了技术服务指导。

“科技特派员就是要发挥牵线搭桥
人的作用，把技术服务做到群众的心坎
上、急需处。”王永青对技术服务指导有
自己的理解。

为了干好这项工作，他把科技特派
员工作系统地概括为调研摸底、制订计
划、开展帮扶、重点攻关、开拓市场等五
方面：一是认真调研服务对象的基本情
况、生产情况和发展规划；二是与服务
对象商讨制订详细的帮扶计划；三是针
对帮扶计划中的重点任务，定期不定期
通过现场指导、电话、微信等多种方式
开展技术服务指导；四是组织邀请市相

关科研机构和专家，配合服务对象开展
问题攻关、开发新产品等；五是与服务
对象一起研究开拓销售市场。

“农技方面的科技特派员如果不沉
下心走进田间地头，那就等于把特派员
的称号高高挂起当摆设。”王永青说。
他总结的这五方面成为与群众打交道、
帮助群众的基础工作，每当走到农业企
业、农业合作社，大家都亲切地叫他“王
专家”“王老师”，2018年王永青还获得
区级优秀科技特派员称号。

注重科技服务成效

“三农”是大事，处处都关系着农民

群众的冷暖与幸福。王永青说到做到，
为了当好科技特派员和科技志愿服务
者，他把服务工作和成效总结在一起系
统地做好帮扶笔记，常常反省自己工作
的得失，对一些服务效果不明显、措施
不到位的，除做好补课外，还积极联系
其他科技特派员进行支援帮扶。

在雪瑞盛泉公司，王永青为企业编
写了厂房改扩建建议书、示范推广项目
申报书等重点工作资料，为猕猴桃保鲜
冷藏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对腊肉生
产技术提出改进建议，联合市食品工业
研究所专家一起研究攻关听装罐头笋
杀菌密封新技术，一起完善休闲熟食方
竹笋系列原辅料的配比等技术。

在夜郎水稻种植专业合作社，王永
青指导合作社实施有机水稻的种植管
理，推广采用测土配方施肥、稻草还田、
太阳能杀虫灯、病虫害统防统治等技术
措施，与重庆渝东南农科院合作开展夜
郎贡米稻种提纯工作，与贵先米业合作
开展“夜郎贡米”专项加工，2019年成
功获得中绿华夏有机产品认证，生产的
夜郎有机贡米纷纷被市区经销商抢购
和提前订购。

在六丰农业公司，王永青与企业主
要生产管理人员多次深入交流，研究企
业生产技术、资金周转、营销策划、发展
规划和存在的问题等，帮助企业推广自
发热方便火锅新技术，陆续推出了自发
热火锅、手工火锅底料、清汤火锅等31
个品种，帮助企业提升了产品知名度，
产值得到了大幅度增长，企业的竞争力
进一步增强。

这些实实在在的成效，都倾注了王
永青的心血，也让群众看到了科技特派
员的作用。

“科技工作要与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相结合，要充分发挥典型引路作用，
培养本土名企业名人效应，比如全国劳
模犹绍华、莊坊记火锅底料、华绿生物
有限公司等。”在今年万盛经开区举行
的首次全区科技工作者座谈会上，王永
青作为科技工作者代表作了发言。他
在发言中仍然离不开“三农”，他的想法
其实很简单，就是把科技好好地运用到

“三农”中，让科技工作者在乡村振兴和
脱贫攻坚的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让农
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王永青：把科技情怀融入“三农”服务
本报通讯员 吴红亮

马琳沁、唐艺：让荣昌古老夏布
迎新生。

马琳沁和唐艺是一对表姐妹，在
家中长辈——“夏布”非遗传承人马
仁芬的影响下，积极投身于夏布传统

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她们将古老的
夏布织造技艺与现代元素相互融合，
创新出折扇、刺绣、绘画、床上用品、
家居用品等多种夏布产品，并推广到
海外市场。 新华社记者 唐奕 摄

王永青（右）在田间指导种植户做好水稻病虫害防治。

积极做好防疫知识宣传
重庆科技报新媒体部 李彦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