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盛经开区科协
开展信息工作专题培训会

本报讯（通讯员 李雪薇）近日，万盛
经开区科协召开了信息工作专题培训会，
全体干部职工参加会议。会上，区科协相
关负责人围绕“抓好信息宣传，为工作赋能
添彩”的主题，结合理论和实际案例，生动
地讲述了信息的意义、内涵、要求、结构以
及写作方法等内容，指导全体干部职工在
工作中要紧扣党工委、管委会重点工作延
伸视觉、深挖信息。

会议要求全体干部职工要高度重视、
统筹推进信息工作，要转变思维，创新方
法，加强政务信息、新闻信息、调研信息的
收集报送，充分发挥信息工作的参谋辅政
作用，为铸强科普之翼、厚植创新沃土营造
良好氛围。

北碚区青辅协
开展阳光科技节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为全面提高学
生科技素养、培养创新精神，更好地实施素质
教育，近日，北碚区青辅协联合重庆市朝阳中
学开展了阳光科技节活动。本次科技节形式
多样，活动丰富多彩。在雏鹰论坛上，指导老
师以微讲座的形式阐述了雏鹰计划的成立宗
旨，介绍了该项目的特点及如何开展，让同学
们了解了学校这个打造创新型人才的平台。
此次科技节还评出了优秀科幻绘画作品。部
分学生在毛毛虫创客空间中体验了如何操作
机器人以及编程等，深受学生欢迎。

接下来，北碚区科协将继续联合区青
辅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更丰厚的沃土、更
广阔的平台，让科学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
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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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绝动物”之白鲟
■ 赵 亮

超级细菌

时间：2019年12月1日—2020年2月29日
9：30—17：00

地点：A区一楼临时序厅
活动对象：全年龄段孩子
参与方式：现场参与
展览分为微观世界、人类世界、宏观世界三

个部分，为公众展示了“超级细菌”的发现、演变
过程和对人类的威胁以及我们的应对策略。

本报讯（通讯员 蔡文清）近日，九龙
坡区首个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在重庆市
育才中学正式开馆。基地分序厅、大厅和
尾厅三个部分，大厅设有基础学习区、互动
体验区、实战逃生区。基地采用多场景控
制系统掌控整个展馆的声光电系统，同时
配合语音导览系统分区域对场馆进行讲
解。让参观者“零距离”学习消防安全科普
知识，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增强火灾自防自
救能力。

应急消防科普教育基地以消防文化进校
园、教育一个孩子带动一个家庭为理念，通过
开放教育基地的方式，让学生认识火灾的危
害，懂得防范火灾的基本措施和扑救火灾的
基本方法，增强生命意识，热爱生活。

九龙坡区首家应急消防
科普教育基地正式开馆

刚刚跨入2020年，人们就收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国际学
术期刊《整体环境科学》发布了一篇研究论文，研究人员在论文
中称，中国长江流域的特有淡水鱼白鲟很可能在2005—2010
年就已经灭绝。

白鲟俗称剑鱼或象鼻鱼，因上颌骨极长，和头部加
在一起超过了体长的一半，看上去就像宝剑或大象的长
鼻子。白鲟成年后体长在3.5～4.4米之间，较大一些的
可达5米，极端个体有7米，是中国境内最大的淡水鱼，
口中长满了锋利的牙齿，是性情凶猛的肉食性鱼类，所
以也被称作“水中老虎”。

白鲟是硬骨鱼纲鲟形目匙吻鲟科白鲟属的鱼类，
全世界仅有一种，因其腹部呈白色而得名，最早的科
学记录出现在1862年，由英国探险家托马斯·布莱基
斯顿在扬子江上游发现并描述。虽然和中华鲟、长
江鲟等鲟形目的同族兄弟共同生活在长江流域，但
白鲟最近的血亲却是生活在美国密西西比河里的匙
吻鲟，根据这一点它们也被称为“中华匙吻鲟”。白
鲟的祖先早在2亿多年前的恐龙时代就已经出现在
地球上，到了7500万年前的
晚白垩世时期，真正意义上
的白鲟就已经出现，从那时起，它们
的形象就几乎再也没有变化，因此有着“水中大熊
猫”之称。

其实除长江流域外，白鲟在历史上还曾广泛分布于
黄河、钱塘江、甬江、洞庭湖、鄱阳湖等江湖地区；东海、

黄海、南海水域也出现过它们的身影。由于过度捕捞，
再加上本身繁殖速度较慢等问题，黄河流域的白鲟在
1840年左右消失，其余地区也急速锐减。

到了上世纪80年代，由于葛洲坝水利枢纽将长江
的上游和中下游地区拦腰截断，白鲟无法像以前那样四
处游荡找寻食物，生活在中下游地区的白鲟更是无法到
达水流湍急、充满砾石的上游去产卵，下游地区也找不
到相应的环境。受此影响，长江水域中白鲟的数量从上
世纪80年代开始呈断崖式下降，从1992年开始的11年
内总共只观测到4条白鲟，2003年之后更是无一发现。
虽然从2003年到现在只有十几年，距离世界自然保护
联盟规定的50年未发现才算灭绝的规定相距甚远，但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相关人员认为，白鲟很可能在
2005—2010年就已经灭绝。

曾几何时，白鲟和它的同族伙伴们一起在中国的大
江大河中披荆斩浪，如今它们中有的或许已经离开，有
的也即将远去。为了拯救长江的生态，我国农业农村部
已经正式下达了“长江禁渔10年”的硬性指令，身为这
片古老大地上的人民，除了遇到相关的不法行为坚决举
报外，从身边的小事做起，保护好周边的环境，算是对这
些动物朋友的最好慰藉。

本报讯（通讯员 陈香桦）2019年重庆科技馆科普
活动精彩纷呈，全年常设展厅开展科普活动600余场
次，受众超3.4万人次。在整合社会资源开展活动、举办
大型联动活动以及打造展厅特色主题科普活动方面取
得了良好成绩。

打破行业壁垒，以科技馆为中心整合社会资源。重
庆科技馆多次与市级单位、优秀企业合作，通过跨区域
整合，有效促进了馆、政、企之间资源共享与联动协作，
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科普创新之路。

积极策划年度大型活动。2019年重庆科技馆积极
策划并组织开展了“第六届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
品大赛”“全国科技馆联合行动”“全国科普日”等大型科
普活动和赛事。运用“互联网+”科普新模式，整合馆内

外优质活动资源与全国多家科普场馆协作，实现了从馆
内到馆外、从主城到区县、从重庆到全国的科普资源共
享模式，扩大了科普场馆的社会影响力。

继续创新科技馆展厅特色主题科普活动。重庆科
技馆常设展厅主题科普活动结合“中国航天日”等特
定节日和时事热点，满足公众多元化的科普需求；同
时通过流动科技馆、科普大篷车等形式将“百馆千场
万人科学家精神宣讲”等系列活动带到科普资源匮乏
区县、社区、学校等，实现了活动受众、活动区域覆盖、
社会效益的明显提升。

作为科普教育基地，重庆科技馆将继续发挥平台优
势，让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科普行列，共同打造科普教
育新引擎，用“软实力”提升科普质量，实现有效科普。

小小科技辅导员讲解

时间：1月18日—31日 9：30—17：00
地点：A区一楼临时展厅、三楼防灾科技展厅
活动对象：全年龄段孩子
参与方式：现场参与

“我是小小科技辅导员”是重庆科技馆重
点打造的公益项目，经过层层选拔和专业培训
的小志愿者将为游客带来不一样的科普讲解
体验。

2019年重庆科技馆科普活动精彩纷呈

渝中区电创园科协
以科普为载体促发展

本报讯（通讯员 何仕明）2019年，在
渝中区科协的指导和支持下，渝中区电子商
务和创意产业园科协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
用，扎实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大力推动
科普工作进园区、进企业，积极开展科普沙
龙活动，助推园区科技企业发展。

渝中区电创园科协突出产业发展与科
技创新相结合的特点，指导园区130多家企
业开展系列科普沙龙活动，让企业员工深度
感受重庆文创氛围，提升了科学素质。下一
步，区电创园科协将继续以科普活动为载
体，充分发挥园区企业的作用，推进科普活
动的全面开展，在服务园区企业自主创新和
科技需求、提高园区科技人员、企业职工科
学文化素质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