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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被评为“十二五”纲要实施工作全国先进集体 

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上午在科学会堂卢浮厅召开，会议由上

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金兴明主持，中国科协党

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全民科学素质

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任徐延豪，上海市市委常

委、常务副市长，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

小组组长周波等出席会议为获奖单位和个人颁奖

並作重要发言。 

2016 年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被评为“十二五”

纲要实施工作全国先进集体。周波副市长为我协会

授牌。 

2017 年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在科学会堂召开 
——会议总结 2016 年并部署 2017 年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重点工作 

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推进会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在科学会堂召开。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

席、书记处书记，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主任徐延豪，市有关领导出席会议并讲话。本次会

议是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三会”上关于“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

置”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刘延东副总

理对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指示要求的工作部

署会，更是动员会。 

会议认为，为确保上海市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比例继续走在全国前列，要更好发挥

“四个作用”，即更好发挥市区两级纲要办

成员单位的作用，更好发挥科研院所、科技

场馆、科技企业以及社会各界的作用，更好

发挥群团组织、科技社团的作用和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作用，更好发挥传统媒体、新媒体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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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作用；要聚焦“四个重点”，即聚焦重点需求，聚焦重点人群，聚焦重点工程，聚焦重点活动。 

徐延豪在会上指出，上海市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卓有成效，走在全国前列；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建设

有不少好的经验，值得推广。 

一是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各级各部门、科学组织有力推动。通过不断完善公民科学素质领导协

作和共建机制，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上下共进的网络化工作格局。 

二是坚持全员、全程、全时空的理念，凸显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上海特色。上海国际科博会、

上海国际科学艺术展、上海科技影城国际科技电影展映等科普活动丰富多彩、有声有色，号召力、影响

力不断扩大。 

三是抓住群团改革的契机，把公民科学素质工作作为推进“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织建设的

重要抓手，不断拓展新阵地、新渠道，率先进行地铁、商圈大屏幕等科普载体的探索和实践。上海科普

教育基地的数量、质量在全国名列前茅，社区创新屋、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等科普设施类型多样、

功能齐全。 

四是助推优秀科普原创，加强科普信息化建设。“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体现了

上海良好的科普创作基础，成绩斐然。 

徐延豪希望，上海积极探索科技工作者参与全民科学素质工作的政策机制，加强理论研究，归纳总

结新鲜经验，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为圆满完成全民科学素质工作做出新的、更大的

贡献。 

上海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市公民科学素质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建荣部署了推进 2017 年

上海市公民科学素质 8 项重点工作。会上，还对上海市获得《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十二五”

实施工作全国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进行表彰。 

 “达医晓护”全媒体医学科普品牌研讨会在上海举办 

2017 年 1 月 12 日，由腾讯大

申网、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人民

网、科普云共同主办的“达医晓护”

全媒体医学科普品牌研讨会在上海

举行。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王智勇，

中华医学会科学普及部部长唐芹，

上海市科委科普处正处级调研员杨

平，“达医晓护”全媒体医学科普

品牌负责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

急诊室主任王韬等参会。 

 “达医晓护”顾问、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江世亮和唐芹致辞。随后，王韬对“达医晓

护”品牌做了发展汇报和框架介绍。他讲述了“达医晓护”如何从一个普通的医学科普公众号发展成为

传播医学健康的原创科普品牌的历程，并展示了“达医晓护”取得的传播效果。王韬表示，“达医晓护”

现已拥有由临床多学科专家组成的医学科普团队，作品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 

“达医晓护”之灰飞烟灭杂志主编、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主任赵晓刚，“达医晓护”

项目负责人、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主任施慧鹏，“达医晓护”总编辑、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脊柱

外科主任董健先后进行了主题分享。赵晓刚以“让科普插上‘翅膀’”为主题，提出科普需要形式多样

化、科普创作要更具严谨性，科普作品要更富思想哲学性和艺术性。施慧鹏就“如何打造大学生科普”

的问题进行了分享，他以骨健康为例，提出骨健康需要终生关注，骨健康宣传要从大学生做起，并讲述

了如何将科普教育带进大学的方法。结合多年临床经验，董健总结了患者对腰突症的一些认识误区，并

针对诸如“腰痛就是患了腰突症”“CT 发现‘椎间盘突出’就是患了腰突症”“得了腰突症则一定要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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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大医小护”发展成全媒体医学科普品牌 

10 个月前，微信公众号“大医小护”上线。10 个月后，它已发展为拥有 23 个子杂志的全媒体医学科普品牌“达医

晓护”，总阅读量达 1700 万。最近，中国科协授权“大医小护”使用“科普中国”品牌，这在医学科普自媒体领域尚属

首次。 

在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等日前召开的“达医晓护”全媒体医学科普品牌研讨会上，不少医学专家认为，“上工治未

病”，当全民健康的防治关口前移，权威、准确的医学科普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 

2016 年初，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急诊部主任王韬和感兴趣的同事一起，推出“大医小护”微信公众号，坚持由一

线医生做科普，传递权威、准确医学常识。 

没想到，“大医小护”推出不久，居然在医生圈子里形成了“科普磁场”。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健就被这“磁场”吸

引，成为“达医晓护”的总编。他亲自撰写的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科普书籍，曾获 2014 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科普

类)。他说，从医多年，发现医生光会给患者开刀还不行，还得让患者及其家属掌握相关知识，才能使疾病得到更好

治疗、预防。 

如今，“达医晓护”已吸引上海的新华医院、仁济医院、曙光医院，以及广东、天津等地的医学专家加盟，子杂

志已涵盖 20 多个专业领域。诞生不到一年，“达医晓护”已完成原创科普图文与视频 200 余篇，参与撰文的医学专家

超过 50 位。 

董健说，如果有一个具有公信力的医学科普传播平台，那医学专家会非常愿意做科普，“我们做科普，是为了

病人能越看越少，让大家少得病，甚至不得病。” 

然而，要将专业的医学知识，准确而通俗地传达给公众，并非每个医生都擅长。“达医晓护”则将热衷于此道的

优秀医生聚集到一个平台上，不仅生产医学科普内容，还不断形成项目和课题，拓展医学科普的外延和内涵。 

“其实，做科普也是一种能力，现在医学生培养还没重视这方面的能力。”广东医科大学附属医院副院长王双苗加盟

“达医晓护”，正是出于对医学科普的热情。他建议，今后在医学院课程中增加医学科普内容，“从医学生开始，就要

学习做科普”。  

（文汇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术”等问题进行了一一解答。他表示，腰痛、无症状的突出都不一定是腰突症，80%的患者通过保守治疗

就有一定的效果。 

在讨论环节，嘉宾们各抒己见，纷纷表示自己在此次研讨会收获颇丰。 

最后，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王智勇做会议总结，他表示了对“达医晓护”肯定，他说：“‘达医晓护’

让一线医生做医疗科普，符合时代的发展，可以更好地服务大众。” 

我会理事董健教授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日前，科技部、中宣部、中国科协发布《关于

表彰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和先进工作者的决定》，

对 2011 年以来在科普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全国

185 个单位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称号、全

国 286 名个人授予“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

号。 

上海“两会”结束不久，2017 年 1 月 22 日上午，

上海市科普工作会议在科学会堂举行。会上，一批

科普达人受表彰。本会理事、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董

健教授荣获“全国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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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健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脊柱外科主任，外科教

研室副主任，骨科学科带头人，博士生导师。上海市领军人才，

上海市医学领军人才，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任中华医学会

上海分会骨科委员、上海市脊柱学组副组长、中国脊柱脊髓协

会全国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微创骨科常务委员、上海市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等职。 

董教授及其同事在诊治了数万例腰椎疾病患者的基础上，

总结经验，以患者问题为写作导向，采用多级标题创作手法，

用图文并茂的组织形式，2005 年出版了科普读物《专家解答 

腰椎间盘突出症》。该书停止发行后根据读者强烈需求，又出版了升级版《专家诊治 腰椎间盘突出症》

和补充版《细说腰椎退行性疾病》。《专家解答腰椎间盘突出症》至今重印 12 次，累计发行 65,000 册。

三本书累计印刷 15 次，发行 100,000 余册。“专家解答腰椎间盘突出症”项目团队荣获 2014 年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 

仅 2016 年，他和他的团队完成了近 20 项各类科普项目，包括上海市科委科教纪录片《生命之轴—

—腰椎防护》、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科技 2016 守护生命之桥》、东广《名医坐堂》等各档电视广播节

目，参与了“上海科协大讲坛——行为评估与健康干预”科普论坛等各类科普活动，并在《新华每日电

讯》等报刊杂志上发表科普文章。 

 
我会副理事长曾凡一荣获首届“医树奖”“医学科普创新”奖 

2017 年 1 月 18 日，上海首届“医树科技创新奖”

颁奖典礼隆重举行。中国女医师协会会长何界生、上

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左焕琛等出席了颁奖典

礼。 

    由上海女医师协会和“医树传媒”共同设立的

“医树奖”，包含着“医者仁心、树德术人”的深厚

内涵，共分四个奖项：基础医学科技创新奖、临床医

学科技创新奖、医疗（卫生）管理创新奖及医学科普

创新奖四个奖项。上海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上海

医学遗传研究所所长曾凡一获得“医学科普创新奖”

殊荣。 

本次“医树奖”自 2016 年 9 月起评选，经过多

位专家、院士的严格评定，审慎选拔。最终来自复旦

大学附属医院、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等多家医疗机构的 18 名杰出女医生获得殊荣。该奖项旨在

让社会更加了解工作在一线的女医务工作者在探索医疗新技术，尝试医疗科技创新，现代化医院管理的

创新及医学科普的传播方面所作的努力，使她们的科研成绩和成果得到更多认可和信任。 

    曾凡一获奖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加快我国科技发展和医疗水平，赶超世界强国是我们医务科研工

作者的目标。但是科技和医疗水平的提高，仅仅靠科研成果地不断涌出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得到大众

的了解、理解和支持，才得以真正迅速地发展。科普工作是科学家和医务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

要把医学科学知识普及与医学科技创新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应该把我们已经掌握的医学知识和技

能，积极广泛地传播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努力提高公众的健康和医学素养，这也是改善今天复杂的医患

关系和减少医疗资源浪费所必须的。曾凡一表示：“科普工作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事业之一，是我科研工

作的延伸和不分割的一部分，我理应为此付出努力和坚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