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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

杨紫涵：小小科技辅导员的科普情
本报通讯员 曾晓华

今年46岁的王地生，是大足区拾
万镇土生土长的科技工作者。自担任
拾万镇科协秘书长以来，求真务实，为
当地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战略履职尽
责，深得群众赞扬。

王地生是农业科班生，毕业后分
配到镇政府党政办工作。从2011年开
始，他连续8年承担全区粮油高产示
范片田间技术指导及管理工作，在拾
万镇创建万亩高产优质水稻示范片，
提出的水稻水育旱管、三维定量栽培、
病虫害绿色防控等水稻集成技术，在
全区推广运用。拾万镇粮食总产量从
2011 年的 1.45 万吨增长到 2018 年的
2.05万吨，连续8年被评为全区“粮食
生产先进镇”，2013年获得“全市粮食
生产先进镇”称号，王地生本人也获得
农业农村部颁发的“全国农牧渔业丰
收奖”二等奖。

王地生坚持每月定期举办蔬菜水
果种植技术培训，向拾万镇及其周边蔬
菜水果种植户讲授土壤改良、育苗、嫁
接苗、节水灌溉、合理施肥、病虫害预防
治疗等方面知识。通过种植技术的培
训和推广，提升种植户的专业能力。

2018年，王地生大胆承担起规模
化种植彩色水稻新品种试验示范任务，
由于大面积的种植彩色水稻在全市尚

属首次，当时一些农技专家提醒他注意
风险，担心造成不良影响。他顶住压
力，在市农科院专家的指导下，倾尽全
力做好每一个环节的生产技术把控，结
合拾万水稻产业基础和国家乡村振兴
大政方针，创新突出发展五彩水稻，走
农旅融合发展道路。他多次到重庆市
农科院对接专家，把五彩水稻种植技术
引入拾万，推动五彩田园建设。

五彩稻田内栽培有紫、红、黄、
绿、白五种颜色水稻，这是拾万镇长
虹村的“吸睛法宝”，每年的各大节会
都会吸引大量游客前来观光。除了
欣赏田园风光，游客还能参与稻田摸
鱼、抓田螺、草人射箭等特色趣味活
动，在生态餐厅里还能品尝和购买当
地特色农产品。

依托“五彩田园”发展农旅融合，拾
万镇连续两年举办五彩田园节会活动，
第一届五彩水稻节活动就吸引游客超
过 10 万人次。第二届五彩水稻节期
间，村民们在田间地头摆摊设点销售农
产品，总销售额达500万元。

2019年，重庆沃驰农业五彩田园
水稻科普示范基地被评为重庆市十佳
农村科普示范基地，成为远近闻名的乡
村旅游目的地，长虹村也成为全市美丽
宜居村庄和全区乡村振兴示范村。

“大家好，我是重庆科技馆小小科
技辅导员杨紫涵，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
的是……”这是杨紫涵每次走进展厅开
始工作时的开头语。

杨紫涵是重庆科技馆2017年的签
约小小科技辅导员（以下简称小辅），就
读于巴蜀小学六年级，虽然现在学习任
务越来越重，但她对小辅的兴趣却越来
越浓。3年不到的时间里，她已完成6
个主题展厅的线路熟悉，近300场次的
科普讲解，服务受众近5000余人次。

爱上科学 初试讲解

初到科技馆学习的杨紫涵不到10
岁，但要走进科技馆为大家讲解服务，
就必须主动熟悉讲解内容，不然就无法
服务观众。

为了呈现更好的讲解效果，小小年
纪的杨紫涵，每次讲解前都要认真准
备，反复背诵，一遍又一遍地练习。

虽然讲解时语音语调并不完美，背
讲解词的痕迹也略微明显，但在得到观
众的鼓励与肯定时，尤其是听到叔叔阿
姨对前来参观的自家孩子说“这位小姐
姐真厉害，小小年纪就知道这么多，还
这么自信，你也去向姐姐学习”等赞美

时，杨紫涵感到无比开心，这是对她讲
解服务最大的肯定。

乐于分享 甘于奉献

小辅的讲解一般都安排在节假日，
但对于高年级的小学生，学习任务不轻
松，要在节假日抽时间参与服务，意味
着休息的时间会更少，完成作业的任务
会更紧。

每到节假日，杨紫涵都会把到科技
馆上班作为“度假”首选。而随着服务
次数的增多、讲解经历的丰富，杨紫涵
开始不再完全照搬讲解词，不再拘泥于
现成的稿子，主动上网搜索和翻阅资
料，查找讲解内容相关知识，让自己走
进一个更加广阔的知识领域。

有了热爱与积淀，慢慢的，杨紫涵
从只背讲解词，没有互动、没有观众、不
敢自由发挥的状态，过渡到在讲解时，
主动与观众进行眼神交流，在发现观众
有疑惑或没听清时，主动把关键内容再
重复一遍。转换讲解展品时杨紫涵看
到有观众流连于上一个展品，她会悄悄
停下来，适当等一等。面对观众的现场
追问，她会及时为其进行补充讲解。这
些微不足道的事情，却使她对小辅工作

有了更多的认识、更深的理解。
有了小辅经验，去年杨紫涵还在个

人网络电台中创建了一个有关科学的
专辑《你不知道的秘密》，其中的内容关
于科技馆里的展品讲解词和自己读到
的科普信息，深受听众喜爱。今年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因不能来科技馆现场为
观众讲解，她特别参与录制了重庆科技
馆《战“疫”，我们在一起》系列作品，从
主动输入转化为精彩输出，并与大家共
同线上抗“疫”，体现了科技馆小小科技
辅导员的价值。

丰富经历 成长蜕变

在重庆科技馆2019年世界环境日
科普学堂暨小小科技辅导员表彰大会
上，杨紫涵作为优秀小辅代表，受邀到
表彰大会现场交流分享。她分享了“世
界如此丰富多彩，而科技与人的联系如
此之紧密，发展又如此之快。不接触科
学，无疑是为自己与世界、与现代化的
社会筑起了一道壁垒，无异于自己把自
己刻意孤立”。

经历即成长。成为小辅，参与其
中，长在其中，这样的经历便是最好的
学习。承担小辅工作后的她，因为“工

作”需要，她变得更加自主，更有责任
感，也更加对科技馆和科学技术情有独
钟。她还曾一本正经地跟妈妈说：“长
大以后，还要到科技馆当志愿者。”这句
话更体现出小辅在她成长过程中所播
下的一颗有深远意义的种子，也展示出
她作为小小科技辅导员的奉献与成长。
经历之外，杨紫涵还收获了诸多荣誉，

“重庆市新时代好少年”“重庆科技馆金
牌讲解员”等荣誉称号，不仅让她受到
了多家媒体的特别报道，也让她成为了
记者眼里的“朗读者”“小作家”和“讲解
员”。但她面对这些荣誉，却平和从容、
来去随意，时刻对重庆科技馆赋予她传
播科普知识这一神圣职责表示感谢。
这些经历与荣誉，让她深刻感受到用自
己的认真与付出去帮助大家，会感到快
乐，也能获得成长，大家专注的眼睛和
热情的掌声，是对她最好的鼓励，也是
她前行的动力。未来，杨紫涵将更加努
力，用真实的行动为重庆科技馆的科普
事业添砖加瓦。

成长的舞台很大，方式也有很
多。希望重庆科技馆小小科技辅导员
平台能引导更多的中小学生爱上科
学、乐于分享，并在科学与奉献中实现
自我成长。

王地生：“五彩田园”助推农旅融合
本报通讯员 杨洲燕

中小企业应提升国内市场重视度，
积极融入国内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发展
体系中，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模
式。比如有些中小企业的经营重点之

前在海外，他们的品牌、标准、市场策略
等都是适应国际市场需求。当前，这
些外贸企业要出口转内销，对他们来
说挑战不小。建议各类政府要帮助
这些企业尽快适应国内市场特点，使
企业在国内大循环中找到自己的位
置，进而开拓自己的市场。——单立坡

（单立坡，中国中小企业发展促进
中心主任）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电（记者 和
苗 付一鸣）瑞典皇家科学院日前宣
布，将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3
名科学家。英国科学家罗杰·彭罗斯
因证明黑洞是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
的直接结果而获奖；德国科学家赖因
哈德·根策尔和美国科学家安德烈
娅·盖兹因在银河系中央发现超大质
量天体而获奖。

公报还说，自上世纪90年代初
以来，根策尔和盖兹分别领导一个科
研小组，用各种先进的望远镜观测银
河系中央一个名为“射手座A*”的区
域。他们都发现了一个质量非常大
且看不见的天体：在不超过太阳系的
空间中聚集了约400万个太阳的质
量，使周边恒星急速旋转。这一开创
性工作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令人信服
的证据，即银河系中央有一个超大质

量的黑洞。
诺贝尔物理学奖评委会主席戴

维·哈维兰德表示，今年获奖者的发
现开创了致密和超大质量天体研究
的新领域。但这些奇异天体还有很
多问题急需解答。

彭罗斯1931年出生于英国，现为
牛津大学教授；根策尔1952年生于
德国，现任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地外
物理研究所所长，并兼任美国加利福
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盖兹
1965年出生于美国，现为美国加利
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盖兹
也是迄今第四位获诺贝尔物理学奖
的女性科学家。

3位科学家将分享1000万瑞典
克朗（约合112万美元）奖金，彭罗斯
获得其中一半，根策尔和盖兹共享另
外一半。

3名科学家分享
2020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新华社 魏学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