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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动态】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入选名单 

为鼓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多创作、出精品，助力上海地区科普创作事业高质量发

展，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在上半年发起本会会员年度优秀作品评选征集，规定参评作品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期间出版、发行的原创科普、科幻图书或在正规报刊上公开

发表的原创科普、科幻文章，截至 2024 年 7 月 31 日作品报送截止时间，共收到会员参评作

品 24 件（14 篇文章、10 本图书）。 

8 月中旬至 9 月中旬，经由协会理事长吴家睿，荣誉理事长卞毓麟、杨秉辉，监事长熊

仕华，理事匡志强，原秘书长江世亮，理事张绍军，秘书长董长军进行线上初评、线下终评。

本次评选系首次会员优秀作品评选，对入选的作品有着标杆性意义，所以从作品的价值取向、

舆论导向，以及富有科学性、知识性、通俗性、趣味性等多方面考量，综合作品的创作性、

创新性等，最终优选出文章类优秀作品 1 篇，提名 3 篇；图书类优秀作品 2 本，提名 4 本。 

线下终评环节，评委对图书类作品进行仔细翻阅和评判。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入选名单 

【文章类】 

一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奖 

序号 作品 作者 发表媒体与时间 

1 《昆虫的生存大作战》 乔志远 《科学画报》（2023.11） 

二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提名奖 

序号 作品 作者 发表媒体与时间 

1 
《功与过，罪与罚——促红细

胞生成素的“前世今生”》 
夏乐敏 《龙江大科普》（2023.3.15） 

2 《细菌如何运动》 段艳芳 《科学画报》（2023.7） 

3 《脂溶性维生素联席会议》 
孙吉峻、陈前、赵全

芹（孙吉峻报送） 
《大学化学》（2023.7.3）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入选名单 

【图书类】 

一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奖 

序号 作品 作者 发表媒体与时间 

1 《化学的文化密码》 缪煜清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23.12） 

2 
《超级科学家·了不起的 

植物》 
李雪梅 浙江文艺出版社（2023.1） 

二 2023 年度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提名奖 

序号 作品 作者 发表媒体与时间 

1 《了不起的芯片》 王 健 电子工业出版社（2023.4） 

2 《你不知道的打呼噜秘密》 庞宇峰 复旦大学出版社（2023.10） 

3 《美丽的化学元素》 吴尔平 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1） 

4 《甲状腺疾病热点问答》 
朱晨芳、秦彦福、周

慧芳（朱晨芳报送）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23.8） 

 



上海市第十六届大学生科普创作培训班圆满结业 

 

 

 

 

 

 

 

 

 

 

 

 

 

 

 

 

 

 

 

 

 

 

 

近日，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和华东师范

大学共同主办的上海市第十六届大学生科普

创作培训班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顺利结

业。本次培训班自 7 月 7 日开班，历时两个

多月，共举办 12 场讲座、5 场沙龙、5 场参

观，以及开班和结业仪式，共有来自华东师

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东华大学、华东理

工大学、上海师范大学、上海健康医学院等

高校的 35名大学生和上海市尚德实验学校、

中科院上海实验学校、华东政法大学附属松

江高级中学等单位的 10 名在职人员参与学

习。协会聘请了 20名会员担任创作导师，指

导学员完成 40余份作品，累计近 10万字。 

结业活动分为作品交流展示和颁证表彰

两个环节。 

10 余名学员代表登台展示了个人科普作

品和小组研究成果，并由现场导师和专家代

表进行了细心点评；班主任和学员们还图文

并茂地介绍了为期 5 个月的培训过程。现场

颁发了本届培训班的导师聘书和学员结业证

书，并对优秀学员、优秀小组进行了表彰，

学员代表和导师代表也发表了参与此次培训

的感言，协会领导进行了总结发言。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原副理事长、秘

书长江世亮，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

长、秘书长董长军，《科学画报》编辑部

主任杨晗之，培训班导师上海翼心云跃文

化传播有限公司曹一亮，上海市农业科学

院研究员乔勇进，原上海第一机床厂研究

所马长福，华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助理

吴平颐，华东师范大学教师教育实验教学

中心王华文，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培训班班主任、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博物馆

苏振兴，以及第十六届大学生科普创作培

训班 23名学员代表线下参会；部分培训班

学员和培训班导师以线上方式参与活动。 

 

创作导师名单 

曹一亮、郝晓霞、李君、李雪梅、刘强、

马长福、潘亮、庞宇峰、裴鹏、乔勇进、

孙明轩、孙正凡、汪诘、王伟、徐建中、

杨秉辉、杨玲、余高妍、章琢之、赵斌 

授课专家名单 

裴新宁、姜雪峰、卢宝荣、关大勇、赵

斌、史忠叶、董毅、杨秉辉、何鑫、汪诘、

林唯、丁子承、寿海洋、刘夙、娄维义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协办上海市“全国科普日”主场活动 

 

 

 

 

 

 

 

 

 

 

 

 

 

 

 

 

 

 

 

 

 

 

 

 

 

 

 

 

 

 

 

 

 

9月 22日上午，2024 年上海市“全国

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在上海科学会堂举

行。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与上海市科普事

业中心、上海市业余科技学院、上海市科

学与艺术学会等单位共同承办其中两场分

项活动：科普影视分享会、生灵野趣科普

摄影展示，分别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影

视与全媒体专委会、科普摄影美术专委会

协办。 

  

科普电影学习到很多知识。科学让生活更

美好。希望更多的朋友爱上科普电影，尤

其小孩子们。 

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摄影美术

专委会协办的生灵野趣摄影展在地球厅举

行，现场展出 30多幅生灵野趣摄影作品，

涉及野生动物、鸟类、昆虫、菌菇等。生

趣与精彩的瞬间记录，为现场观众带来近

距离感受自然生态万象的体验。 

配合展览的作品导赏，有生物习性介

绍，有适者生存的自然趣闻，也有生物与

人类的关系……让大小朋友们了解作品背

后的故事，感慨自然生态的神奇。小朋友

们恋恋不舍，家长也跟着边听边百度鹊巢

鸠占、蚂蚁放牧等图片所呈现的故事。 

一名喜爱鸟类的女孩，随身带着一只

乖巧的鹦鹉，与作品中的鹦鹉合影互动，

她表示：从小就喜欢鸟类，因此知道很多

鸟类知识，也会更加爱护自然中的鸟类。 

看见与被看见，世界多样性呈现。品

人、看事、观物，解读彼此通过影像的照

见，那些被记录的瞬间，以生活与生命态

势的截面，定格着每次的遇见。 

2024年上海市“全国科普日”活动主

题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协力建设科技

强国”，活动以丰富多样的科普互动体验，

点亮“全民科普明灯”。 

 

 

科普影视分享会在上海科技影城一楼

一号厅举行。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原秘书长

江世亮主持会议，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影视

与全媒体专委会主任林佳致开幕词。现场先

后展映了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科教

片导演卞菁和协会副秘书长郝晓霞执导的

科普电影《大山里的精灵——香菇》和《藏

狐》，两位导演分别分享了科教影片创作感

悟与难忘的经历，得到现场观众的好评。 

观众余波在观影后表示：这是个很棒的

科普活动！很感动，为两位卓越的优秀科普

影视女导演喝彩。 

观众申军华在微信留言：观摩科普电影

最大的感觉就是没有太多商业化，但是拍摄

内容质量很高，有科学性、趣味性，阐述了

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提高环保意识，能通过 



 

 

 

 

 

 

 

 

 

 

 

 

 

 

 

 

 

 

 

 

 

 

征集：2024 年会员大会，欢迎会员自荐做主题介绍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拟于 12月举行会员大会，会议将由主题报告、专委会介绍、会员

主题发言等内容构成。 

专委会介绍环节拟由各专委会负责人做 6～8 分钟专委会工作情况介绍，并向广大会员

发布招募信息，增进会员归属感，也为会员更好地发挥各自专长、参与活动提供链接。 

会员主题发言环节拟以会员自荐为主。会员根据自己的专业专长和科普主张、研究方向

等，拟定一个 6分钟的自我展示发言内容。欢迎各位会员自荐，提供主题及内容简介，我们

将从中优选出 8～10位会员进行自我展示，以此增进会员间的了解。感兴趣的会员可将相关

内容通过邮件发送至协会办公室邮箱：shkpzx@vip.163.com   

 

第二届“医学科普创新之星”推

荐遴选活动形式审查结果公布 

由上海市工程管理学会、上海市科普作

家协会、少年儿童出版社、万方医学网、上

海市科普事业中心、“达医晓护”医学传播

智库共同发起，光明网、中国医学传播学教

学联盟、医学传播学创新实践基地共同支持

的第二届“医学科普创新之星”推荐遴选活

动近日截止，形式审查工作已经完成。 

本次活动共收到来自全国 20 个省市

（上海、湖北、天津、四川、陕西、吉林、

山西、广东、辽宁、河北、浙江、贵州、山

东、重庆、云南、安徽、江苏、北京、湖南、

河南）共 171位优秀个人、211篇优秀科普

文章、159个优秀视频脚本推荐。 

形式审查中存在的不合格问题主要有：

推荐专家或推荐单位不具备推荐资格、推荐

单位未盖章、推荐专家签名模糊无法辨认

等。 

经形式审查，共有 170 位优秀个人、209

篇优秀科普文章、149个优秀视频脚本进入

评审。专家评审和网络投票工作将于近期开

展，12月中旬举行表彰仪式。  

 

上海市科普名家作品研讨会将于
11 月下旬举行 

9 月中旬，协会理事长吴家睿，荣誉理

事长卞毓麟，原秘书长江世亮，秘书长董

长军，不刷题的吴姥姥团队吴於人、任咪

咪，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图书编辑王璇共

同参与的第二次“上海市科普名家作品研

讨会”筹划工作交流会在中科院举行。会

上讨论确定了卞毓麟老师提名的吴於人

“吴姥姥”作为 2024 上海市科普名家作品

研讨会主题人选，并共同商讨了研讨主题、

方向，以及召开时间、场地、相应文章汇

总、人员招募等工作细节。 

关于研讨会具体举办时间地点，敬请

感兴趣的会员关注协会微信公众号，届时

将发布相关信息。 

mailto:shkpzx@vip.163.com


【科普传播】 

 

 

 

 

 

 

 

 

 

 

 

  

 

 

 

 

  

 

 

 

丁子承、李荣欢：受邀“宇宙无事发

生”分享沙龙 

9 月 7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

事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丁

子承、李荣欢两位委员应邀参加科幻短篇

集“宇宙无事发生”分享沙龙，与本书译

者姚人杰共同畅谈科幻作者布朗和他笔下

的“疯狂宇宙”。 

 

林佳：受邀“科技改变生活”观影会  

9 月 20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

事长、纪录电影《星河一叶》策划与制片人

林佳，受邀虹口区和平书院“科技改变生活

——《星河一叶》叶叔华院士的天文情缘”

观影会。 

林佳与现场观众一同观看了关于叶叔

华院士的个人纪录片《星河一叶》，并分 

享了拍摄该纪录片的幕后故事以及院士

的科研旅程和生活细节，不仅让在场观众

对叶叔华院士的卓越贡献和科学成就有

了更全面的了解，亦激励大家从叶叔华院

士的生平和成就中获取力量，将对科学的

执着追求和不懈探索融入个人发展及社

会服务中。 

潘亮：上海、六安两地，开展多场科

普讲座 

“全国科普日”期间，上海市科普作家

协会科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潘亮在上海、安

徽等地开展了多场科普讲座。 

9 月 19 日，潘亮先后走进安徽省六安

市明强学校、叶集实验学校，为师生们带来

题为“下一站，火星”的科普讲座；9月 21

日，在宝山科委主办“全国科普日”科学传

播周系列活动中，潘亮走进“宝山科技”直

播间，进行“假如太阳系举办奥运会”讲座。

中秋期间，潘亮还来到嘉定图书馆和社区，

主讲题为“中秋之夜话月球”的天文科普讲

座。在中秋佳节期间分享月球的相关天文知

识，以及我国嫦娥工程对月球的探索进展，

受到了家长和孩子的普遍欢迎。 

 



 

 

 

 

 

 

 

 

 

 

 

 

 

 

 

 

 

 

 

 

 

 

 

 

 

 

 

鲍大鹏：在科学咖啡馆里透视菌物

世界 

9月下旬，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上海市农业科学食用菌研究所党总支书

记、副所长鲍大鹏应邀参加在浙江举行的

“科学咖啡馆”活动，并以漫画形式，深

入浅出地分享了八个“侧耳属食用菌的故

事”，如： 

“会吃肉的糙皮侧耳（平菇）” 

“大名鼎鼎的肺形侧耳的小名是凤尾

菇还是秀珍菇？” 

“金顶侧耳成为北美大陆的新移民故

事”…… 

为在场嘉宾详细科普了侧耳属食用菌。 

“科普、科研和文化三者是相辅相成

的。”鲍大鹏认为，科研工作为科普提供

了基础，科普为文化提供提供理性的要素，

而文化又可以为我们新的科研活动提供灵

感要素，因此三者三位一体，都是围绕人

类共同感知进行探索。 

“科学咖啡馆”由浙江省科协指导，

中国菌物学会、杭州市科协主办，作为浙

江省科协推出的新兴科学传播模式，以促

进科学家、企业家、创投家等跨界合作交

流为主，为与会者提供一个自由聚会、交

换意见的科学交流空间。 

科普摄影专委会：“科普摄影视角下

的生灵野趣”主题导赏 

9月 27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摄

影美术专委会应黄浦区科协之邀，在黄浦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为附近小学近 30 名学

生及家长带来一场主题为“科普摄影视角下

的生灵野趣”小映象科普摄影导赏活动。从

野生动物到鸟类、菌类、虫类的图说及摄影

背后的故事，再到手机拍摄实践，活动为小

朋友带来野趣横生的科普学习体验。 

吕贝贝：组织农业生物安全专业技术

高级研修班 

日前，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

海市农业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吕贝贝研

究员带领生物安全评价与检测团队组织了

一次农业生物安全专业技术高级研修班。

研修班为期 3 天，研修内容涵盖生物育种

技术的最新科研动态、生物安全管理的政

策法规体系、生物安全风险评估与管理的

关键策略，以及玉米、大豆、棉花、水稻

的产业发展情况等多个层面。在上海农科

院所两级领导大力支持下，研修班吸引来

自全国各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农业技术

推广单位、生产企业及监管执法部门等生

物育种产业链上下游 80 名相关人员参与。 



 

 

 

 

 

 

  

 

 

 

 

 

 

 

 

 

 

 

 

 

 

 

 

 

 

 

 

 

 

 

 

 

 

董健：科普日围绕老年人骨骼健康问

题做传播 

9 月 27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

事长、复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所长、复旦

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和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

骨科主任董健出席“强筋健骨康寿延年——

中西医结合防治康一体化老年骨病科普项

目”启动会暨《24 小时——她和他的骨松

性骨折故事》科普微电影发布会启动会。 

会议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上

海市科协科普部、上海市卫健委健促处指

导，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复旦大学医学

科普研究所主办，上海市老年医学中心承

办。 

董健教授在致辞中表示，人口老龄化将

是今后我国一个普遍社会问题，本次启动

“强筋健骨康寿延年——中西医结合防治

康一体化老年骨病科普项目”是响应国家号

召开展的社会需要、老年群众喜欢、服务面

广的科普活动，既能增强老年人对骨健康相

关疾病的知晓率和预防保健意识，还能提高

老年人群健康管理能力。 

本次科普项目将围绕临床上常见的老

年人骨骼健康问题，依托中西医结合骨骼健

康防治管理和康复的优势，建立老年人骨病

防治康一体化全周期系列科普，对提升老年

人骨骼健康认识，破除骨骼健康误区，让老

年人享有健康骨骼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李文生：受邀全国及国际眼科大会

并做主题分享 

9 月 6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副秘书长李文生教授应邀在第 28 届全国

眼科大会做“黄斑疾病手术治疗的是是非

非——从临床经验到循证医学证据”的专

题讲座和“皮质类固醇激素在眼内炎治疗

中应用的利与弊”的大会发言。9 月 27 日，

应邀在第 19 届国际近视眼大会做“如何手

术治疗 3000 度及以上超高度近视眼（How 

to Treat in Eye with Extra Myopia  (more 

than -30D) by Surgical Procedure）”专题讲

座。9 月 13 日，北京新华社新华网以“如

何进行超高度近视眼手术治疗”为主题对

李文生教授做专题访谈。 

 

尹学兵：与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共推

健康教育 

9月 18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胡锦华健康教育促进中心副主任尹学

兵与中国健康教育领域的知名专家田本淳

教授、上海胡锦华健康教育中心荣誉理事长

张立强教授应邀莅临上海市眼病防治中心，

与该中心党委书记高玮、副主任陆丽娜、党

办主任梅莉莉、对外合作部主任马慧就健康

教育工作做交流，并参观全国首家眼健康科

普艺术馆——“光影探秘”及院史陈列馆，

促进双方在健康教育领域的合作与交流。 



 

 

 

 

 

 

 

 

 

 

 

 

 

 

 

 

 

 

 

 

 

 

 

 

 

 

 

周易杉：连续举办 4 场矿物化石科普活动 

9 月，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周易杉带领的上海市矿物化石研究会先后主办、

承办和协办了闵行区科委的科普嘉年华活动、徐汇区科委科协的梅陇绿地广场科普集

市、太行山地质研学考察，以及与陆家嘴金融城交化中心合办了“地球科学科普展”活

动。其中，“地球科学科普展”共展出了 233 件精美的矿物化石、陨石、奇石、宝石

标本，还举办了一场专家讲座和四场导赏活动。 

魏东晓：受邀“黄浦区卫生人才健

康科普能力提升训练营”开讲  

9月 23日，由黄浦区卫生健康委员

会主办，黄浦区健康促进中心承办的第

二届“黄浦区卫生人才健康科普能力提

升训练营”开营仪式上，上海市科普作

家协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创作中

心主任魏东晓受邀做“故事：让观众发

问”讲座。 

此次训练营融合健康科普能力提升

课程和健康科普实践演练，涵盖剧本创

作、直播技巧、后期制作、舞台呈现、

媒体传播五大核心内容，采取线下专家

授课、线上全程辅导及导师带组孵化作

品的教学模式，多方面提升黄浦区卫生

人才的健康科普能力。 

魏东晓：主导原创话剧《同学少年》 

首演获好评 

9 月 6 日至 9 日，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理事、上海戏剧学院艺术创作中心主任魏

东晓主导的原创话剧《同学少年》，在中国

大戏院连续演出六场。话剧引起观众和众多

领导专家的强烈共鸣，散场时眼含热泪回到

前厅合影留念的青少年经常逗留到剧场谢

客。新华社、央视、上视、澎湃、上观等多

家主流媒体均作热情洋溢的报道，该剧获得

了一致好评。该剧是上海戏剧学院携手黄浦

文化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制作的项目。 

该剧系上海市重大文艺创作资助项目及

上海戏剧学院 2024年度重点创作项目，讲述

了 20世纪 50年代初，五名来自上海比乐中

学的青年学子，瞒着父母，志愿参军奔赴朝

鲜战场成为文艺兵，耄耋之年的他们回首七

十年来的经历，归来仍是少年的豪情仍然不

减当年。魏东晓是该剧的发起人和创作统筹。 

 



 

 

 

 

 

 

 

 

 

 

 

 

 

 

 

 

 

 

 

 

 

 

 

 

 

 

亲子科普专委会：协办“中国国家

公园”丛书分享会 

9月 7日，由少年儿童出版社、环球

自然日活动组委会主办，上海科普作家协

会亲子科普专委会协办的“跟着‘十万个

为什么’一起探究中国国家公园”活动在

在浦东嘉里城大酒店举行。活动以“中国

国家公园”丛书分享会为主，丛书作者之

一，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臧振

华老师结合“中国国家公园”丛书创作故

事及最新进展，和小读者们分享了国家公

园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相关故事。 

臧老师从中国国家公园一线研究人

员的视角，带领大家走进雨林，翻过高山，

踏上高原……在了解生态学知识、领略大

美中国的同时，也引导大家思考和讨论，

如何在野外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如

何平衡国家公园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苏振兴：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博物馆向师

生开放 

上海科普作家协会协会理事苏振兴，9 月

起参与华东师范大学生物博物馆工作以来，积

极组织博物馆向师生开放，一个月来已累计接

待 12 批次共计 433 人参观；同时全面开展生

物博物馆志愿者招新工作，吸引全校 340余名

学生报名，并组织培训和面试，为博物馆后续

开展面向公众的科普活动奠定坚实基础。 

 

 

 

 

 

郑小梅：组织“谁在天空写日记”气象

科普活动 

9 月 22 日，上海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郑小

梅组织近 50个亲子家庭在上海气象博物馆完

成“谁在天空写日记”气象科普活动。上海

气象博物馆赵国新馆长，以及边缘缘老师、

何方辰老师等带给孩子们气氛十足的科普星

期日，活动结束还为孩子们送彩蛋——“气

象科普小使者”证书。 

 

 

 

“十万个为什么·中国国家公园”系列

共 5本，分别是《大熊猫国家公园》《三江

源国家公园》《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武

夷山国家公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由

国家公园研究院权威撰写。这套图书针对

8～15 岁的孩子，以轻松、简洁、幽默的文

风，以及珍贵震撼的高清大图和丰富前沿的

多维知识，充分展现中国第一批国家公园的

自然生态系统、珍稀特有野生动植物、特色

自然景观、自然遗产和风俗文化。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复旦大学特聘

教授，希德书院院长卢宝荣，在国庆长假

期间，先后在上海市少年儿童图书馆、杨

浦图书馆等地向亲子家庭分享“一餐饭里

的大学问”。卢教授从家家户户最常见的

“一餐饭”出发，向读者科普五谷驯化的

历史，宣传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在卢教授

的讲述中，“谷”原本写作“穀”，原指

带壳的粮食，不同古书中记载的五谷种类

略有不同，一般是指稻、黍、稷、麦、菽，

也就是稻谷、黄米、粟米、小麦和豆类作

物。《孟子·滕文公上》中写道，“五谷

熟而民人育”，可见粮食生产与社会安定

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卢教授表示：“能够和许多小朋友们

在一起度过国庆假期，分享粮食安全的故

事，让我感到科学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既重要，又有意义!这个长假，过得值啦!” 

 

 

 

9月 30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张波带领科普研究中心团队，将原创科普

舞台剧《平安校园》系列版权在上海技术

交易所正式挂牌，这标志着校园科普作品

的知识产权转化工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由张波教授领衔的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

科学校科普研究中心，近年来多次成功获

批以公共安全为主题的上海市科委上海

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专项项目，

已形成系列性公共安全科普舞台剧、科普

短视频、科普课件、科普书籍等多个模块

的 IP，成果丰硕，特色鲜明。2024 年度

上海市“科技创新行动计划”科普专项项

目中，张波作为项目负责人再次获得“科

技传播队伍建设与能力提升”方向的研究

立项，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姚保华、

周清作为项目组主要成员，同时参加该项

目研究。 

 

张波：原创科普舞台剧《平安校园》

系列版权在上海技术交易所挂牌 

卢宝荣：分享“一餐饭里的大学问”  

张 早： 

受邀做科普舞台表现力培训 

日前，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张早，

受邀为上海科技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的全国

科普讲解大赛上海决赛选手科普舞台表现

力培训授课。 



 

 

 

 

 

 

 

 

 

 

 

 

 

 

 

 

 

 

 

 

 

 

 

 

 

 

 

 

 

 

 

 

 

 

 

 

 

 

 

 

 

 

 

 

 

 

 

 

 

 

 

章琢之： 

点亮科学教育“童心圆”

——“超越兴趣”之小

小博物家养成记启动 

 

9月 30日，一场旨在推动科学教育创

新发展的盛会——“点亮科学教育‘童

心圆’——‘超越兴趣’之小小博物家

养成记”启动仪式，在闵行区明强小学隆

重举办。 

本次活动由上海科技馆指导，上海教

育出版社等主办。本次活动荣幸地邀请到

了全国政协委员、民进中央委员、民进上

海市委副主委、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

以及上海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

编辑缪宏才，闵行区教育局副局长王维

刚，上海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庄晓明，上海

科技馆自博馆展教中心副主任唐先华，七

宝镇学区办主任陈伟等领导。和上海市教

师教育学院教研员赵伟新，以及来自七个

区教育学院的教研员们和“小小博物家”

丛书《夏虫》分册作者杨梦霞也齐聚一堂，

共同为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力量。 

 

以及上海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总编

辑缪宏才，闵行区教育局副局长王维刚，上

海教育出版社副社长庄晓明，上海科技馆自

博馆展教中心副主任唐先华，七宝镇学区办

主任陈伟等领导。上海市教师教育学院教研

员赵伟新，以及来自七个区教育学院的教研

员们和“小小博物家”丛书《夏虫》分册作

者杨梦霞也齐聚一堂，共同为科学教育的发

展贡献力量。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办公室 面向会员招募志愿者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基于工作需求，为更有效地搭建会员服务平台，推动会员从科普

创作迈向交流、分享，切实将协会各项工作执行到位，经协会办公室研讨，并报协会理事

长批准，现面向会员招募志愿者。经审核通过者，将以岗位专员的身份，在协会秘书处的

领导下，参与协会各项事务工作的开展。 

招募方向 

1.宣传专员：主要承担协会的会议、活动、参访等相关活动的文案创作、宣传报道等

任务，为协会网站、公众号、简报撰写文章。 

2.摄影专员：负责协会的会议、活动、参访等活动的摄影记录工作，为协会网站、公

众号、简报等提供高质量的图片。 

3.活动专员：负责策划、筹备并执行协会的沙龙、论坛、研讨会等活动。 

欢迎有意愿的会员踊跃报名，让我们齐心协力，为协会的发展出谋划策、丰富会员服

务内容。本次报名截止时间为 2024年 10月底。 

个人介绍资料请发送协会办公室邮箱：shkpzx@vip.163.com 

mailto:shkpzx@vip.163.com


【科普创作】 
 

 

 

 

 

 

 

 

 

 

 

 

 

 

 

 

 

 

 

 

 

 

 

 

 

 

 

 

 

 

 

 

 

 

 

 

吕广钊： 

英文专著 The Boom & The Boom 出

版 

2024 年 9 月，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科幻专委会委员吕广钊的英文专著

The Boom & The Boom 出版。 

著作中对英国和中国最近的科幻

复兴，即在 20世纪 80 年代末出现的英

国和中文科幻热潮进行了比较研究。 

 

 

汪诘：《地球的眼睛》英文版由施普林

格正式出版 

9 月 18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文津奖得主汪诘老师的科普力作《地球的眼

睛》英文版 Eye Beyond the Sky: 27 Telescopes 

and Space Probes, from Hooker to JWST 由施

普 林 格 正 式 出 版 ， 收 录 于 施 普 林 格

Astronomers' Universe 系列丛书。 

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地球的眼睛》

（中文版）已入选中国科协科普部科普中国

创作出版扶持计划、中宣部丝路书香出版工

程、教育部全国中小学图书馆推荐书目等。

其一大特色就是附有历时两年开发的 12 个太

空探测器英雄之旅的精彩视频，近 200 分钟，

由汪诘老师担当导演和主持，包括海盗号、

勇气号与机遇号、旅行者号、卡西尼号、星

辰号、搜虎号等，已获得多项国内和国际科

普奖项。 

本书特邀顾问、中国科学院方成院士表

示：“《地球的眼睛》是对近百年来人类观测

宇宙的发展史的深度解读。每一个故事都代

表着天文学的骄傲，刷新着大众对宇宙的认

识。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科学家正在快速追

赶国际顶尖水平。可以预见，在这一领域，

一定会有我们的独特贡献。” 

 

 

 



【会员荣誉】 
 

 

 

 

 

 

 

 

 

 

 

 

 

 

 

 

 

 

 

 

 

 

 

 

 

 

 

 

 

 

 

 

 

 

9 月 23 日，“数字领航 ‘卓·悦’

科普”曹家渡街道东方社区数字苑揭幕暨

2024 年街道“全国科普日”活动启动仪式

在曹家渡街道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举行。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

附属华东医院骨质疏松科主任医师洪维，

上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厂导演、制片人卞

菁，与上海计算机音乐协会副会长、秘书

长宁佐良，二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国职健

身教练认证、AFCC高级物理治疗师蔡蔚，

上海市静安区业余大学党总支书记、校长

蒋中华一起，受聘为曹家渡街道专家顾问

团，将为辖区居民提供可见可感的公共数

字服务。 

启动仪式上，上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

厂导演、制片人卞菁还代表单位为曹家渡

街道赠送科普电影资源，丰富“互动体验

+特色观影”的活动形式，将丰富的科教

纪录片和院线宽银幕科教片资源送到街

道“卓·悦”社区书院，传播科学理念，

推动优质科普资源向基层延伸。 

  

王侃瑜：短篇小说改编 AIGC 短

片《不周山》获奖 

2024 第十届中欧青年电影节在

经历初审、复审和终审三大环节之

后，正式公布获奖名单。由上海市科

普作家协会科幻专委会副主任委员王

侃瑜的短篇小说《火星上的祝融》改

编 AIGC 短片《不周山》，荣获最佳

AI 短片奖。9月 23日，王侃瑜还受邀

参加“远见”讲座，为欧盟委员会介

绍中国科幻产业现状与发展情况。 

江波：《赛博桃源记》获第 35 届

银河奖最佳中篇小说奖 

9月 28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科

幻专委会江波会员的作品《赛博桃源记》

获第 35届银河奖最佳中篇小说奖。《赛

博桃源记》讲述了桃源般的元宇宙里的

剑拔弩张，同时为人类文明揭示了一条

新的出路。 

 

洪维、卞菁： 

受聘曹家渡街道专家顾问团成员 



 

 

 

 

 

 

 

 

 

 

 

 

 

 

 

 

 

 

 

 

 

 

 

3.总体要求 

文章主题有趣味性或与时事有关、有

重要性，结构合理，不求全求多（尽量避

免像写书一样“从头写起”的思路），能

够说明一项科学事实即可。文理通畅，叙

述清楚，涉及的专业语言要转化为普通人

能够理解的语句。 

文稿字数 2000 至 6000 字，如内容确

实较多，超过亦可。如满足要求，还可形

成系列组文或单独栏目。 

如有意撰稿，可先联系编辑说明主题

和内容框架，商议确定后再撰写。 

投稿邮箱：zxkjemail@163.com 

联系电话：021-53203298 

《中学科技》2024 年 8 月  

 

《中学科技》约稿函 

《中学科技》创刊于 1976 年，关注前

沿科学，普及科学知识。尤其关注中国科

学家及科学发展，邀请科学家撰写科普文

章，或发表科学家传记，介绍国内外先进

科技成果和研究进展。注重跨学科融合，

文理结合，如：从诗词中探讨博物，普及

传统文化；介绍法医科技，普及法律知识。

善于拓展学科领域，推广科技与文化跨界

创作。2023 年、2024 年连续两年入选由中

国期刊协会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举办的

“期刊科普原创好作品”推荐活动，受到

“全民阅读大会·科普阅读论坛”的推介。 

现谨约请科学研究者撰写科普稿件： 

1. 约稿栏目“科学在线” 

介绍目前科学前沿研究成果或进展，

尤其关注中国科学研究，希望科学研究者

从本专业视角为青少年讲述科学故事，进

行科普。不限专业，也不限于本专业。如

果作者本身有跨学科的兴趣和积累，撰写

融合多学科或生活、文化等的内容更好。 

2. 约稿栏目“健康少年” 

约请医学专业人士撰写与青少年有关

的医学健康科普文章。 

主题明确，关注青少年各个阶段身体

和心理的变化。围绕主题说明相关医学和

生理知识，并提供一个或多个典型案例，

说明了解相关知识的重要性，增加阅读趣

味。同时注意价值观和精神导向，引导青

少年健康成长、积极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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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简讯》将不定期发布 

欢迎各专委会、团体和个人会员投稿 

邮箱：shkpzx@vip.163.com   

本期编校：韦柳静、李选玲、李小敏 

张建松：首位赴南北极采访的女记者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新华社上海

分社高级记者。 

新华社历史上首位赴南极采访、首位抵

达北极点采访的女记者，全媒体报道了“雪

龙”号在南极救援遇险俄罗斯科考船的惊险

事件。 

其记者证被国家博物馆收藏； 

采写的报道荣获中国新闻奖。   

科普文学作品《最接近天堂的地方：新

华社女记者南极、北极之旅》，入选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第十次）向全国青少年推

荐百种优秀图书； 

《深海探秘：换一个角度看地球》入选

2021 年度“中国好书”。 

 

  

10月 4日，张建松在上海斜土社区文化活

动中心参加亲子阅读活动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出版

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科研处处长、教授，上

海市劳模协会副秘书长，上海市教育系统

劳模协会副秘书长，教育部职业院校艺术

设计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先后荣获上海市先进工作者、上海市

“四有”好教师（教书育人楷模)、上海市

五一劳动奖章、上海市育才奖、上海市教

学能手、上海市教育卫生系统优秀共产党

员等荣誉。带领团队荣获上海市工人先锋

号和集体记大功。 

长期从事影视动画、虚拟现实、数智

创新领域的职业教学与应用研究工作。曾

获上海市青教赛特等奖，主持“叙事性 VR

在上海市博物馆中的应用研究”“基于 5G

云 VR的社区人防虚拟疏散技术的开发与测

试”等科研项目 40余项，长期从事公共安

全科普科研及传播工作。 

曾任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赛事组织部

专职负责人，对赛项的技术标准制定作出

重要贡献。 

 

张波：上海市“四有”好教师（教书

育人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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