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前，中国科协对全国166个单位和205名个人进行了表彰，分别授予“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集体”和“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个
人”称号。其中，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重庆市第一中学校、重庆科技馆等3个单位被授予“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集体”称号，重庆市
巴蜀中学校化学教师田博文、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中益乡小学校校长刘斌、重庆市万州区科学技术协会科学普及部部长姚世衡、重
庆市巴南区农村专业技术联合会秘书长唐元华等4名同志被授予“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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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馆作为全国特大型、重庆市最大的综合
性科普场馆，自2009年9月9日建成开馆以来，始终
坚持围绕公民科学素质提升，以科普供给侧结构性改
革为切入点，在“十三五”期间，依托展厅展教资源，策
划开展形式多样、主题鲜明的科普活动4900余场次，
开展公益讲解4800余场次，累计接待服务观众超过
1170万人次，接待观众量在省级科技馆中位居前三。

“十三五”期间，自主举办或承办各种专题展览
20余次，累计接待观众240万余人次。常态化优化
常设展厅，完成巨幕影院数字化改造、建成西南首个
XD影院。

精心打造青少年科学梦工场，每天上演精彩的科
普剧，开展“我是小小科技辅导员”等活动，激发青少年
对科学的兴趣。创建“重庆领导干部科学素养提升实
践教育基地”，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开辟科普新阵地。

重庆科技馆支持开州区建设科普场馆，为区县实
体科技馆建设和运营提供技术支持。流动科技馆实

现远郊区县全覆盖，科普大篷车行程4万余公里，共
有127万余人受益，充分彰显了科普龙头作用。

率先突破智慧场馆，扎实推进信息化建设，打造

科普传播矩阵，重庆数字科技馆被中国科协认定为首
批“科普中国”品牌网站。成功创建为国家AAAA级
旅游景区，入列全国首批中小学生研学教育实践基
地、全国优秀科普教育基地。

2019年，重庆科技馆正式被亚太科学中心协会接
收为会员单位，积极持续深化对外交流合作，受邀参
加欧洲最大户外科学节——第22届科学野餐会，架
设起不同文明互学互鉴的桥梁，参加中国国际科普作
品大赛，获得二等奖1个、三等奖2个。

重庆科技馆将中小学生科学课堂搬到科技馆，目
前已完成11期工作，惠及中小学生达30万余人次；与
渝北区、九龙坡区图书馆合作建成两个“共享科技
馆”，与四川科技馆签订战略合作协议，用实际行动助
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与市林业局、市气象局、市文
旅委等多家单位联合开展了“国际森林日”系列科普
宣传活动、“科普智囊团之电磁‘辐射’的真相”环保主
题科普活动。

重庆科技馆：建设重庆科普龙头窗口
本报记者 沈静

重庆科技馆组织青少年与航天员“天地互动”。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以下简称重庆一中）位于
重庆市沙坪坝区，是重庆市教委首批直属重点中学
之一。

重庆一中一直有开展科技教育的历史传统，早在
建校初期的1931年，学校就将科技教育放到了学校课
程体系当中很重要的一环。从以航空模型为主的科
技活动，到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小制作、小设想、小
发明、小论文”的“科技四小活动”，重庆一中一直有计
划有组织地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科技活动，强
调发展学生的个性与实践能力。

后来，“科技四小活动”被教育部校长培训中心列
为面向全国中小学推广的四种研究性学习模式之一，
重庆一中出版的《“研究性学习多样化模式”丛书——
重庆一中科技四小活动模式》，在全国引起极大的反
响。学校“中学科技教育整合实践——基于科技四小
活动的探索研究”研究成果荣获重庆市政府颁发的教
学成果一等奖。

对于开展科技教育，重庆一中有着扎实的基础。
重庆一中有一支素质全面、结构合理的科技教育教师
队伍，学校技术教研组现有教师21名。近10年来，学

校科技教师在赛课中获国家、省市级一等奖50项，二
等奖22项，三等奖39项。

重庆一中还有专业配套的教学设施和充足的实
验场地，学校修建了总面积1万多平方米的“明善科技
楼”，建立了100平方米的学生模型制作活动室；建立
了两个共达200平方米的机器人实验室，配备了各型
机器人60多套。

学校成立了“科学技术协会”“小科学技术协会”，
开设了三门重庆市精品选修课程、编写科技类专著5
本，校本教材2本。

此外，重庆一中率先在重庆市将科技课排进了课
表；积极开展普及科技制作型、文娱表演型、科普宣传型
等形式的日常科技活动；每年定期开办“科技月活动”，
这些科技教育活动在学校营造了浓厚的氛围，为学生创
造了充分自由的发展平台和发掘自己潜能的机会。

在未来，继续把科技教育纳入办学特色和人才培
养，仍是重庆一中教育工作的最重要一环。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为学生打开科技世界大门
本报记者 胡倩

重庆市第一中学校学生获得科技创新奖。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创建于1943年，是国家三
级甲等肿瘤专科医院（下称“肿瘤医院”）。近年来，肿
瘤医院坚持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创新提出构建肿瘤防
治共同体理念，将健康科普同中心工作相结合，不断
创新科普服务模式，建立医患共享的大科普生态。

为促进健康科普，肿瘤医院组织人员搭建了“一
台一网两微六号”自媒体矩阵，建成了多功能科普演
播厅；历时两年编写的全国首套成体系《肿瘤防治科
普丛书》，荣获2020年重庆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牵
头编制了《重庆市居民常见恶性肿瘤筛查和预防指
南》和12个常见高发癌症科普折页，并免费向基层发
放；策划了中国肿瘤防治科普活动，覆盖西南六省市。

肿瘤医院科普团队积极参与全国科普日、科技工
作者日等主题科普活动。近年来，该院制作的科普短
视频、科普动漫被新华社、人民网和科普中国等媒体
和网站转载，打造了“胖熊科普”图文作品，推出了多
篇原创科普内容，多平台阅读量超过1000万。

近五年，肿瘤医院科普团队走进企业、学校、社区
等举办健康讲座，受益群众超45万人；在电视台播出

科普节目，在各级媒体发表千余篇科普文章。新冠肺
炎疫情期间，通过线上开展科普“云直播”，在线观看
量突破5000万人次。

经过沉淀，肿瘤医院将科普融入肿瘤患者康复全

过程。成立了重庆首个医务社会工作实践研究基地
和西南地区首家癌症患者服务中心；联合公益组织，
帮扶困难患者；组建科普志愿团队，搭建医患沟通新
桥梁。建成区县分会、肿瘤单病种群体，为病友们搭
建康复科普平台。开展“一科室一特色”康复服务。
建立智能化宣教平台，利用信息技术向患者精准推送
科普知识。

肿瘤医院牵头构建重庆肿瘤防治体系，推动10个
部门联合制定《健康中国重庆行动——癌症防治实施
方案（2020—2022）》，联合地方政府打造院地合作模
式，推动基层癌症防治体系建设，构建起三级肿瘤防治
网络，为国家实施癌症防治行动提供了“重庆方案”。

专业、细致、简单、易懂的科普让公众对肿瘤防治
有了新的认识，也让肿瘤医院科普团队收获了荣誉和
认可。2021年，肿瘤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获典赞科普
重庆年度科学传播团队和首届重庆市创新争先奖先
进集体；近年来，肿瘤医院先后获批重庆市健康促进
医院、重庆市科普基地、科普重庆共建基地、全国健康
管理示范基地和科普中国共建基地等。

重庆大学附属肿瘤医院：提供肿瘤防治的“重庆方案”
本报记者 李彦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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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瘤防治科学传播专家团正讨论患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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