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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科普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重庆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5月22日，武隆科技馆项目正
式奠基开工。

位于仙女山的武隆科技馆，总
建筑面积7000多平方米，总投资
3000万元，主体工程由一栋两层16
米高的科技馆和一栋一层的科学
营组成。科技馆雄鹰展翅高飞的
建筑造型，代表着未来它将成为青
少年探索科学奥秘、体验科技乐趣
的重要场所，为他们插上科技和人
文的翅膀。

这是去年9月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实施方
案》之后，我市开工建设的第一个
区县科技馆。现代科技馆体系的
逐步完善，将进一步推动全市科普
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创新投入方式
力争5年形成
现代科技馆体系

公民科学素质水平是衡量一
个国家或地区人力资源质量的基
础指标。

第九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调
查显示，2015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达到6.20%，全民科学
素质工作发展还不平衡，不能满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建设创新型
国家的需要。为此，2016年国务院
印发的《“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
划》提出，要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目标是到2020
年我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
过10%。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
创新发展的两翼的重要指示精神，
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重庆形成
了党委政府重视、行业部门共同行
动、人民群众共同参与的全域科普
新格局。

2018年，重庆市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达到8.01%，渝中区、沙
坪坝区、江北区等九区公民具备科
学素质的比例甚至已超过10%，达
到创新型城市基本标准。2019年，
全市这一指标达到9.02%，离 10%
的目标又近了一步。

如何让这一比例在区县得到
进一步提升？

区县科技馆是基层人民群众
提升科学素质的重要阵地、丰富精

神文化生活的重要场所、展现科技
文化成果的重要平台。加快建设
区县科技馆，对于推动全市科普公
共服务均衡发展，提高科普基础服
务能力和水平，提升公民科学素质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根据《加快建设区县科技馆实
施方案》，重庆将创新投入方式，力
争通过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形成
以重庆科技馆为龙头，远郊区县公
益性、标准化实体科技馆为基础，
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学校科
技馆、数字科技馆为延伸，辐射基
层科普设施的现代科技馆体系。

目前，万盛、江津、荣昌、大足、
巫溪等区县科技馆已建成并开放，
梁平科技馆、忠县科技馆、秀山科
技馆已在建设中。

让科普“活”起来
“展厅展品+特色活动”

2009年9月9日，重庆科技馆
在江北嘴两江交汇处精彩亮相。

开馆当天，重庆科技馆的观众
人数超过5000人次。284天后，重
庆科技馆的观众量就突破百万人
次，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气王”。如
今，重庆科技馆已累计接待国内外
观众超过2000万人次，年接待观
众量在省级科技馆中位居前列。

是什么让重庆科技馆有如此

强大的吸引力？
据悉，重庆科技馆拥有的展品

数目达400余件（套），涵盖材料、
机械、航空航天、微电子技术、信息
通信、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基础科
学等多学科领域，各种好玩的“稀
奇”吸引公众争相体验。

不仅有硬件的支撑，重庆科技
馆还逐渐形成一支高素质、专业
化、充满生机活力的科普队伍，为
提升科普服务能力、扩大科普内容
总供给、提升公众科普获得感打下
了坚实基础。

2015年10月，重庆科技馆在全
国率先启动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
动项目。不少中小学把课堂搬到
了科技馆里，通过体验展品和科学
实验、科普剧等寓教于乐的科学课
程，促进校外科技活动与学校科学
教育有效结合，让科技馆成为中小
学生的“第二课堂”。

渝北区鲁能巴蜀小学是重庆科
技馆馆校结合综合实践活动的签约
学校之一。2019年秋季学期，双方
开发实施了《我们的身体&骨骼、关
节和肌肉》《运动起来会怎样》《食物
在身体的旅行》3门校本课程。学
校老师带着学生从传统教室来到开
放式课堂，增强了学生的参与感和
体验感，深受学生的喜爱。

为了让科普“活”起来，而不仅
仅是停留在“好耍”的层面，江津科
技馆坚持开展科学小知识、科学小
实验、科普小制作、科普辅导员解
读自然现象等展教活动。原本被
认为是“免费儿童乐园”的江津科
技馆，逐渐成为当地科普教育的主
阵地。

开馆两年半的大足科技馆，经
常结合当下热点，开展一系列丰富
多彩的特色活动，深受观众喜爱。
2019年，国产科幻电影《流浪地球》
热映，大足科技馆特别推出“流浪的
科学梦”主题科普临展，经典科幻电
影中的飞行器模型展、行星AR体
验、VR宇宙沙盘、VR太空旅行、航
天员高仿舱外服等受到热捧，让观
众在玩耍之余，更了解了天文、物
理、生物、环保等相关科普知识。

从线下到线上
网络科普阵地发挥作用

公众的需求在哪里，科学普
及的触角就应该延伸到哪里。从
线下到线上，重庆坚持实体阵地、
流动阵地与网络阵地统筹发展，
形成了多层次、广覆盖的科普阵
地体系。

去年3月，中国流动科技馆巡
展走进合川，为当地中小学师生送
去了一份“科普大餐”。不论是戴上
VR眼镜体验逼真的场景，还是在球
幕影院中畅游科技的海洋，抑或是
观看悬浮在空中的灯泡被隔空点亮
等展品，探究科学的奥秘让前来参
观体验的中小学师生兴奋不已。

据统计，去年中国流动科技馆
到重庆永川、合川、荣昌等8个站
点巡展 243 天，受众超过 21 万人
次，惠及中小学生超过19万人次。

2019年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
重庆科技馆科普大篷车开进深度贫
困镇——万州区龙驹镇的龙驹中心
小学。通过中国数字科技馆网络直
播平台，收看以直录播相结合的形
式开展的科学课，孩子们发现，原来
科学可以这么有趣。现场科技辅导
员热血澎湃地宣讲“科学家精神”，
让孩子们对科学家肃然起敬，不少
孩子立下“想当科学家”的梦想。

切实践行“科技助力精准扶贫
工程”，通过科普大篷车的方式着力
解决科普“最后一公里”问题。2019
年，重庆科技馆科普大篷车运行天
数达108天，共计行程7729公里，直
接受众人群达80688人次，开展活
动31场次，其中区县学校22所。

今年以来，面对突如其来的新
冠肺炎疫情，全市科协系统坚持“疫
情不解除、科普不掉线”原则，推出
科普资源3000余种（篇、条），线上
阅读量超过千万人次，还举办了“科
学防疫 健康过年”网络科普竞答、

“巴渝好少年 防疫小先锋”等生动
有趣的线上活动，让网络科普阵地
在疫情期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由本报记
者 刘壹刀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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