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9日，2023年江津区全国
科普日活动暨重庆市科协文化科技
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在江津
区鼎山街道幸福广场启动。

启动仪式上，主办方向2023年
新认定的重庆市基层科普行动计划
项目实施单位和江津区公民科学素
质大赛优秀组织单位进行授牌。活
动现场设置文化、科技、卫生三大展
区，通过展览、互动体验、图文、实物、
义诊等形式，向市民集中展示了江津
玉、中国古代书籍、科技创新成果、特
色农产品、应急科普等文化产品和科
普服务。

近年来，江津积极探索党建带群
建助力基层治理新路径，依托重庆市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新建科普画廊，
连续六年获评重庆市公民科学素质大
赛优秀组织单位；江津区富硒富锌茶
叶协会获评重庆市十强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在打造科技创新平台方面，西
部食谷科技企业孵化器获评“2023西
部（重庆）科学城十大科技创新服务机
构”，重庆交通大学、重庆工程职业技
术学院的3项发明创造，获全市岗位
创新争先行动一等奖。

接下来，江津区将陆续开展科
技、文化、卫生“三下乡”科普惠民展，

“科普之光点亮儿童梦想”以及“云上
科普日”等系列活动走进全区各镇街
各行业，为全区广大群众普及科学知
识。 （江津区科协供稿）

□渝北区天一新城小学科技小记者
指导老师：代玮

逛科普科技展览，看科普展演……
9月19日，以“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助
力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渝北区全国
科普日主场活动在渝北区天一新城小
学举行。

活动中，渝北区天一新城小学模特
队的小演员们结合“垃圾分类”主题表
演了环保时装秀；难得一见的科学实验
秀让同学们大呼过瘾；科普小品介绍了
女同学们比较关心的青春期生理知识。

活动现场，我们还聆听了来自重庆
大学的张晓玲教授带来的“追星就追这
样的星——来自重庆大学的熠熠星光”
主题讲座，张教授鼓励我们在科学的道
路上追梦、逐梦、圆梦。

随后，我们一行来到同学们最感
兴趣的现场科普展区，在这里可以体
验各个参展单位带来的精彩科普互动
内容，每个展台前都挤得水泄不通，我
们对与会嘉宾、家长、同学进行了随机
采访。

大家对这次活动有什么感想呢？来
自4年级1班的家长志愿者说：“今年科普
活动主会场设置了7大展区，涵盖了生命
健康、科技前沿、美好生活、助力“双减”

等，涉及面广，内容丰富，普及性强，集体
验性和互动性于一体，我的收获很大。”

正在体验无人机操控的陈杨杰同
学说：“我很高兴参与了这次科普体验
互动活动，让我进一步了解了科技的
力量，激发了我的创新创造热情。接
下来，我会把自己的亲身感受传递给
我的同学，让科技助力我们的学习。”
还有不少同学表示，体验展区中难得
一见的科普器材、精美的纪念品都让
他们印象深刻，这样的活动很有意义，
增长了见识，希望以后有更多机会参
与这样的活动。

渝北区科协副主席黄孝礼也接受
了我们的采访，他向大家分享了渝北区

“十四五”科普发展的规划，在严格落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和
《重庆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的前提下，
抓好五大人群的科普教育，多重并举落
实推进科普教育。他的分享让我们对
参与未来渝北区的科普活动充满了期
待。

本报讯（通讯员 李绪）9月17
日，九龙坡区科协在全国科普日期间
开展第二期“科翼龙飞”青少年科普
研学主题营活动——消防员体验
营。本期科普研学主题营活动走进
区消防救援支队杨家坪特勤消防救
援站，共25组亲子家庭参加活动。

杨家坪特勤消防救援站科普讲
解员首先为大家科普了各类消防器
材，详细介绍了消防服、消防工具、
消防器材、救援设备以及消防水枪
等消防器材的使用方法及使用场
景；“大家知道油锅起火应该怎么处
理吗？”小朋友们争先恐后地回答：

“关阀”“盖上锅盖”……科普讲解员
通过互动问答的形式，进一步加深
小朋友及家长们对日常应急科普知
识的了解。随后科普讲解员带领小
朋友们参观队史室，介绍支队历史、
讲述奖牌和证书背后的故事，最后
小朋友们依次登上消防车，去探索
消防车上的奥秘、去体验消防水枪

的魅力。本次活动通过“参观+互
动+体验”的方式，使小朋友们真实
地感受到消防员的速度、威严与责
任，了解了消防车、消防设备以及消
防员的生活场景，增强了小朋友们
日常应急消防安全意识。

为全面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加
强消防应急科普宣传，九龙坡区科
协联合杨家坪特勤消防救援站在石
坪桥街道新视界社区打造消防应急
科普宣传阵地，制作了具有特色的
消防主题宣传栏、火灾案例警示区、
消防卡通提示牌等，涵盖了消防器
材使用方法、家庭灭火常识、火场逃
生技巧等多方面内容，将专业化的
消防知识通过直观立体的表达方式
呈现，使广大群众在游玩散步过程
中潜移默化学习、了解和掌握了消
防安全常识，通过相对轻松、休闲的
方式，使群众零距离接近消防、学习
消防，真正发挥了“小阵地、大宣传”
的社会效果。

本报讯（通讯员 张聪）为了激
发青少年科技创新热情，9月18日，
重庆市院士专家校园行科普活动走
进綦江区实验中学高中部学术报告
厅，重庆市院士专家讲师团专家、綦
江区教育信息技术与装备中心副主
任、綦江区青少年科技创新学会会长
文联森，以“基于工程和算法的机器
人探索”为题，为200余名学生开展
科普讲座，送去人工智能科普知识，
培养学生人工智能思维。

活动中，文联森围绕人类知识
重构、智能化第四次革命、人工智
能路线图、产业结构等方面，向学
生介绍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程，让学

生了解人工智能的基本知识，从基
础层、技术层到应用层，讲述人工
智能的应用领域。文联森介绍全
世界、中国人工智能的发展动态，
人才培养及培育目标等，引导学生
走近人工智能。活动现场播放了
人工智能相关视频，让学生直观了
解到人工智能发展现状。文联森
强调，纯碎的知识能够在网络上找
到答案，但思维是无法得到准确答
案的。

此次活动激发了学生的科学热
情，引领学生走近人工智能，让学生
了解、学习人工智能知识，有助于更
好地探索人类未来的边界。

“大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儿童
旺盛的好奇心是求知最好的动力。”在
上海闵行莘庄和作家榜母公司大星文
化举办的作家榜签售会、莘庄阅读课
上，诗人、译者骆家分享了关于大自然
与儿童好奇心的独特见解。骆家强
调，孩子应该在愉快的游戏中汲取知
识，大自然才是最优秀的教师。他呼
吁尊重儿童观察世界的独特视角，更
以他全新翻译的作品《森林报》《万物
故事集》为媒介，让科普文学经典走进
童年，让孩子得到自然与科学的熏陶。

玩中启智
大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研学旅行，是一种将课本知识与
实践有机结合，帮助孩子拓宽视野、增
强学习兴趣的旅行方式。在莘庄阅读
课上，骆家向小学生们介绍了《森林
报》作者维·比安基的故事。1894年2
月 11 日，维·比安基出生于圣彼得
堡。父亲是一位鸟类学家，也是俄国
科学院动物博物馆馆长，毕生醉心研
究大自然。维·比安基年幼时，父亲就
常带他去森林，根据鸟的外形、叫声和
飞行时的姿态来教他识别不同的鸟
类。受家庭熏陶，维·比安基对自然产
生了浓厚兴趣，终身热爱鸟类、热爱森
林。维·比安基有“发现森林第一人”

“森林哑语翻译者”的美誉，一生共创
作300多部以大自然为主题的文学作
品，其中《森林报》更是闻名于世，至今
受到广大青少年读者的喜爱。

骆家也给了家长一些建议：“家长
不必扮演导师，可以放低姿态和小朋
友一起参与游戏。在出游过程中，大
人和孩子约定发现5种不熟悉的动植
物，然后进行观察、拍照、记录，并尝试
了解它的名字、属性、特性等。”

“千万不要逼迫孩子，要让孩子玩

着把知识学了，玩着就把作文写了，那
不更好吗？”骆家提醒家长。对于孩子
来说，分享自己的发现和快乐，是写作
的第一动力。

发挥个体生命的灵韵
淬炼与众不同的表达力

诗人是如何汲取创作源泉的呢？
对此，骆家表示：“好诗是拒绝同质化
的，而诗人的一双慧眼是可以经过后
天训练培养的。想要看到的和别人不
一样，需要一个基础的训练，包括读
书、向人请教、旅游。”

骆家强调，写诗更重要的是主动思
考，保持对世界的好奇心：“从某种意义
上来说，每个人都是一个不可复制的个
体。你不同是因为你对事情有不同的看
法，做事有不同的风格、分寸和感悟等。”

骆家分享了自己早期训练和积累
的方法。他看书曾经有个阶段，读到
书里的名言金句，他会将其记录下来：

“这些内容你不知道怎么表达，而前人
已经帮你总结好了，你就把它记录下
来，固化在脑子里。”

孩子的比喻、想象、对事情的看法，
往往令大人惊诧。因为孩子想象力独
特，没有程式化的约束，而是按照自己
独特的思维，天马行空的想象。因为诗
要尽量避免同质化，表达与众不同的东
西，独特的体验，独特的感悟。所以，诗
歌就是要尽量去掉众所周知、陈词滥调
的东西。“小朋友是天生的诗人。大人
应该尊重小朋友的表达欲望，让他们把
内心独特的东西表达出来，让他们的天
性尽情发挥。”骆家说。

艺术是止痛片
写诗是生命体验的大集合

每个人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要找

到一个在世界上安放自己的方式。写
诗和摄影就是骆家安放心灵的方式。

当骆家写诗时，他会沉浸在自己
世界里，仿佛被附魔一般。他认为生
命的价值在于创造，创造无处不在。
人无论在什么时刻，都要保持着一种
生命力，写诗是生命体验的大集合。
日常当然是琐碎的、无聊的，但是写诗
是日常的一束光，可以给人以启迪。

聊起艺术的意义，骆家把艺术当
成自我的释放、自我安慰的一种途径：

“面对生活的重压，要靠各种美，各种
能打动你的东西来消解生活的焦虑。
艺术可以让你重新出发，帮助你把动
人的瞬间留住，但是可遇不可求。”

骆家还向笔者展示了去作家榜签
售会路上抓拍的一张照片。按下快门
的初衷，是因为一束金光。照片上是
很寻常的街道，街道上不时有人走
过。不远处有一座被夕阳染成金色的
大厦，另外一座低矮的居民楼打开了
灯，灯光也是金色的，与之交相辉映，
有种诗意的美感。骆家介绍，数秒以
后金色的光线没了，庆幸他及时拍了
下来。

现代社会，摄影技术和设备越来
越纷繁复杂，美的标准也变得越来越

高。时常，我们为了追求极致的美，忘
记了我们按下快门的初衷，其实是为
了表达思想和情感，记录和分享生
活。而摄影和写诗一样，都是人们表
达思想和情感的方式。

如何教孩子写诗

诗人骆家：童心即诗心 呵护儿童“诗歌因子”茁壮成长

视

科技小记者打卡渝北区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

九龙坡区开展“科翼龙飞”系列活动

院士专家校园行科普活动走进綦江

《森林报》是苏联儿童文学作家维·比安基的
传世之作，被誉为“比童话还好看的自然科普经
典”，问世至今热销百年。

全系列按照春、夏、秋、冬四季变化，通过十二
期《森林报》的奇妙方式，真实生动地描写了森林
里的飞禽走兽、一草一木，大量有趣的动物学、植
物学、物候学、地理学知识扑面而来。

翻开本书，带你走进森林，近距离观察一年四
季动植物的神奇变化，学会观察、比较、思考，提升
认知力、观察力、同理心！

相关链接>> >>

本报讯（通讯员 陈俞宾）9月
20日上午，南川区2023年全国科普
日暨防范邪教宣传主题活动启动仪
式在南川区鼓楼坝广场举行。

启动仪式上，区科协相关负责
人介绍了2023年南川区全国科普
日暨防范邪教宣传主题活动安排部
署情况。随后，相关领导分别为第
六届南川区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先进
集体获奖单位、2023年重庆市基层
科普行动计划支持项目实施单位、
重庆市第38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
赛获奖者、2021年重庆市青少年科
技模型大赛获奖者、第七届全国青
少年无人机大赛获奖者、第十六届
全国中学生创新作文大赛全国总决

赛二等奖获奖者以及第二十四届全
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教育竞赛一
等奖获奖者颁奖。

启动仪式后，19个区级相关部
门、8个区级学（协）会、9个企（事）业
科协等单位的宣传工作人员来到各
自展区，围绕碳达峰碳中和、垃圾分
类、乡村振兴、卫生健康等科普知识
进行宣传。同时，还设置了无人机、
VR眼镜、机器人等科普展品。

南川区全国科普日暨防范邪教
宣传主题活动，主要包括区级主场活
动、部门主场活动、乡镇（街道）主场
活动、系列联合行动和科普专项行动
共五个部分，90余场活动，于9月17
日—23日在全区范围广泛开展。

南川区开展防范邪教宣传活动

骆家做客作家榜签售会。
（受访者供图）

智学慧玩新空间！

这个校园里的小镇凭“智”出圈
本报讯（见习记者 谢佳洁 通讯

员 周舒曼）“今天你去小镇了吗？”在
两江新区行远小学，一个全新的行
远小镇成为了校园里的焦点。看书
学习、搭建模型、录音直播、体验种
植……在行远小镇里，25个具体的应
用场景让孩子们在玩中学、学中玩，尽
情感受智慧教育带来的快乐。

架空层变身智慧“小镇”

近日，行远小学四年级4班的小
学生张艺馨吃完午饭，和同学一起来
到行远小镇。在冲浪吧搜索查询植物
知识，到编程坊玩积木搭建，或者到悦
读屋挑选一本自己喜爱的故事书，这
个新学期出现的行远小镇，成为了张
艺馨和其他同学最爱的校园一角。

行远小镇位于行远小学雁志楼一
楼架空层，总占地面积2520平方米。
小镇以“数据+”“技术+”“资源+”“数
字+”“公约+”“物联网+”6大功能布
局，由2条街道串联起7小屋、5空间、
5场所、2广场等多个具体应用场景。

走进行远小镇，处处可见智慧教
育的影子。在冲浪吧，孩子们带着“智
慧小锦囊”任务，认识植物、制作思维
导图，感受“冲浪”学习的快乐；在编程
坊，和小伙伴一起搭建积木模型，和机
器人互动，在动手中启发思考；在行远
银行，孩子们用自己的“行远积分”兑
换文具、篮球、劳动体验等，还能远程

“饲养”小鸡；在寻声亭，和老师一起朗

诵诗歌，化身小小播音员，还能将声音
带回家。

记者了解到，学校在打造行远小
镇时，还设置了心灵窝和行远邮局。

“我们以新区普特融合研究项目和慈
善会资助项目为依托，打造‘心灵窝’，
关注孩子的身心健康。”行远小学智慧
研创部部长刘畅介绍道，心灵窝为老
师和学生交流畅谈提供了场地，而学
生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写在卡片
上，投递至行远邮局。“我们会通过孩

子们的心语卡片，洞察他们的心理成
长，适时给予帮助。”刘畅说。

打造沉浸式智慧学习场

行远小镇的编程坊是最受欢迎的
空间之一，每当课间时分，总有孩子们
的身影。

在编程坊，记者看到了一个微行
远积木模型，这是由学校雁扬班学生
和老师耗时2年一起搭建的“未来校

园”，目前仍在持续完善“修建”中。“这
是我们的校门，自动栏杆感应到车辆
进入会自动抬起，当有车辆路过校园
旁的马路，两旁的指示灯会变成红色，
提示小朋友注意安全。”11岁的王河
江是六年级4班的学生，也是雁扬班
成员，当介绍起微行远积木模型，王河
江侃侃而谈，从容自信。

另一旁，六年级2班的吴彦丽向
记者展示了自己和伙伴一同创作的

“基于人脸识别的智能教室分餐
机”。在机器前“扫脸”，放入餐盘，分
餐机就会自动配餐，同时机器上还有
加餐、减餐按键，为用餐人提供选
择。值得一提的是，该科创作品还获
得了2023智博会第三届青少年专利
孵化展银牌。

“行远小镇是行远小学探索家校
社三空间融合智慧教育的应用场景，
我们希望让学习不再局限于书本和教
室，而是校园、生活的每一处。”刘畅
说，学校以行远小镇全方位呈现“五智
育人”模式下的智慧校园样态，结合钉
钉未来校园示范学校等20余个智慧
学校建设项目，在校园内真实构筑一
个跨地域、跨时空、跨平台的全景沉浸
式智慧学习场。

接下来，行远小学将以行远小镇
为阵地，融入“技术+”“大思政课程”

“智慧劳育”等主题融合课程资源，不
断培养学校师生的数字素养，探索智
慧教育新样态，助推两江新区教育数
字化转型。

六年级4班学生王河江介绍微行远积木模型。 通讯员 周舒曼 摄

9月16日，由重庆图书馆和重图
教育培训中心主办的“悦读经典，开卷
有戏”立体阅读主题活动举行。重庆
京剧院的演员们用戏剧表演形式向观
众们表演了《西游记之三打白骨精》。
让台下的小读者们对《西游记》中的人
物有了更加立体的认识。该活动将经
典名著精华浓缩在一个立体舞台上，
引导孩子们通过读名典、看国粹来感
悟文字之美，并在沉浸式互动中感受
古典名著的魅力。

通讯员 孙凯芳 摄

读名著 看国粹
享立体阅读

作家版《森林报》

江津区举行“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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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市全国科普日活动形式多样亮点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