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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小记者联盟邀您共谋青少年科创教育新未来

这张照片堪称最火，吸引全球目光，凝结人类合力；
这种粒子重要而神秘，科学家苦寻半个世纪，终在世界最大实验室现身；
这份邀约来自中国，以星辰大海为共同目标，被联合国称为“伟大范例”……
科技全球化，是人类共同面对、携手解决许多大科学问题的内在需要，是科学发展、技术进步的必然要求。近年

来人类科技大成果、大事件，无不呈现出全球性越发突出、国际合作更加深入的特点，科技全球化的浪潮势不可挡。

众智所为无不成

以科技全球化破解大科学问题
新华社记者 刘石磊

2019 年 6 月，17 个国家的 9
个科学项目得到确认，将能够进
入太空开展实验。实验地点：中
国空间站。这些国家中，有波兰、
肯尼亚、沙特阿拉伯、墨西哥、秘
鲁等空间探索领域的“新面孔”。
而这还只是首批项目，未来这份
名单会越来越长。

这一切，源于一份真诚邀
约。2018年5月，中国载人航天工
程办公室和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
办公室联合发布合作机会公告，
邀请世界各国利用未来的中国空
间站开展舱内外搭载实验等合
作。中国愿意为联合国所有会员
国提供使用中国空间站的机会。

联合国外层空间事务办公室
主任西莫内塔·迪皮波说，联合国
此前与其他一些太空机构有过类
似合作，但没有任何一项协议的

包容程度能与此相比，中国开放
空间站是一个“伟大范例”。英国
皇家天文学会前会长马丁·巴斯
托也评论道，这份邀约令人激动，

“将给很多没有机会进入太空的
国家提供机会”。

高擎全球化大旗，坚持开放
合作，是中国在包括航天在内科
技领域的一贯立场。“科技，为了
人类共同命运”，2019年 10月底
在中国召开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
学家论坛以此为主题，也传递出
中国以科技创新破解全球性问题
的决心和诚意。

科学技术是人类的伟大创造
性活动，发展科学技术必须具有
全球视野、把握时代脉搏。中国
愿同世界各国一道加强科学研
究，密切科研协作，推动科技进
步，应对时代挑战。

希格斯玻色子，物质的质量之
源，由于难以寻觅又极为重要，被称
为“上帝粒子”。2012年，这种粒子
在被预言半世纪后终得实验确认，
该成果当选美国《科学》杂志当年度
头号科学突破。

时任《科学》杂志总编辑布鲁
斯·艾伯茨在社论中说，希格斯玻色
子的发现“既是人类智慧的胜利，也
是全球数千名物理学家和工程师数
十年辛勤工作的顶峰”。

这一成果，让世界最大实验
室——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更加广为
人知。这里有方圆几十公里的园区，横
跨法国和瑞士两国的地下隧道，更有来
自全球数百所大学与科研机构的数千
名科研人员，俨然一个科学“地球村”。

这一成果，让人们得以窥见如
今科研机构的全球化达到何等程
度。探索自然规律、应对气候变
化、解决能源问题、研发新药物新
疗法……全球化的科学问题，催生
了越来越多的全球化科研机构。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19
年《世界知识产权报告》指出，全球创
新活动呈现出合作日益紧密、更加国
际化的特点。比如，在本世纪初，所
有科学论文中的64%由科学家以团
队形式完成，所有专利中的54%由发
明人团队获得；到2015年以后，这两
项比例分别增至近88%和68%。由
不同国家两名或更多研究人员共同
开展的科学合作份额则从1998年的
15%增至2017年的26%。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弗朗
西斯·高锐说，当今的创新格局在全
球范围内紧密关联。面对共同的全
球挑战，各经济体必须在追求创新
方面保持开放。

这无疑是今年最火的一张照
片：2019年 4月，人类第一张黑洞
照片问世，强势占据全球各大媒体
头条，“甜甜圈”“蜂窝煤”等演绎版
也火遍社交网络。

尽管“有点糊”，但这张照片有
足够理由令全球瞩目。它给出了
黑洞存在的最直接证据，验证了广
义相对论，有助于探索宇宙形成之
谜，被学界誉为“非凡的科研成
果”，天文学上的“重要里程碑”。

这一重大成果的背后，是全球
超过 200 名研究人员的共同努
力。2017年4月，从美国夏威夷到
智利、从伊比利亚半岛到南极的多
个射电望远镜在同一时刻对准同
一黑洞拍照，又由多国科研人员经
过近两年的数据处理及理论分析
后“冲洗”出来。

对这个“上一代人不可能做
到”的壮举，给黑洞拍照的“事件视
界望远镜”项目科学委员会主席、
荷兰奈梅亨大学教授海诺·法尔克
道出成功因素：先进科学设备固然
重要，全球合作更为关键。“不同文
化、不同机构、不同国家和大洲的
科研人员走到一起合作并不容易，
但如果有共同愿景的驱动，有首次
看到黑洞的共同梦想，合作就变得
可能。”法尔克说。

事实上，近年来全球重大科研
成果都离不开广泛的国际合作。
这反映出21世纪以来科学发展的
一大趋势：全球性大科学工程解决
特定大科学问题作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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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忘初心，方能开辟未来。勇于创
新，才能智绘蓝图。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社会都要关
心少年儿童成长，支持少年儿童工作。
毫无疑问，未来的竞争是科技软实力的
竞争，更是人才的竞争。这也是重庆科
技小记者联盟坚持“搭建青少年科技创
新教育立交桥”的初心与使命。

2019年6月，由中国科技新闻学会
科技报分会倡议并发起的全国科技小
记者联盟正式成立，重庆科技报社作为
与会成员，签署了全国科技小记者联盟
合作协议，于2019年9月正式成立重庆
科技小记者联盟。

重庆科技小记者联盟成立后，建立

了市级、区级、校级三级组织架构，与各
区县合作设立区科技小记者辅导中心，
中小学成立校园科技小记者团，招才纳
新，培养优秀的科技小记者人才，挖掘
科技创新“种子选手”，充实“未来科学
家”人才库，为未来国家建设添砖加瓦。

数载春秋，今朝起航。重庆科技
小记者联盟诚挚邀请科技创新教育同
道人倾情加入，成为联盟首批发起会
员单位。整合各领域优势资源，相聚
联盟，共创共赢，建立一支专业的科普
宣传志愿队伍，为重庆科技小记者搭
建更广阔的科普实践平台，共创青少
年科技创新教育新篇章，彰显重庆科
创教育新名片。

招募对象
致力于青少年科技创新教育发展的

科研院所、相关高校、学术学会、科普教
育基地、科技企事业单位、社会教育机构
以及科技创新相关专家等。
联系方式

1. 电话咨询：苏老师 023-63659839
梅老师 17823330985

2. 官微咨询：扫描重庆科技小记者
联盟二维码，领取联盟会员单位申请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