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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普作协陈玲秘书长一行与本会有关领导会谈交流 

2017年 5月 18日上午，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与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有关领

导在上海科学会堂进行会谈，围绕繁荣

科普创作进行充分交流。出席本次会议

的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陈玲, 上

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

长江世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

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荣誉理事

长卞毓麟，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秘

书长孟雄以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相关部

门主管和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相关专委

会的负责同志。                                             

陈玲秘书长向与会者介绍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当前正在开展的重点工作及未来工作设想，并希望通

过此次交流与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加强合作，学习对方好的经验，共同促进科普创作人才培养和科普创

作繁荣发展。 

  江世亮秘书长表示，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很重视与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的合作机会，愿意继续支持中

国科普作家协会的各项工作开展。会上，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王韬、顾洁燕、洪星范、苏振兴、薄禄龙、

丁子承等同志还分别就医学健康专委会、科普基地与人才专委会、亲子科普专委会、大学生科普创作培

训班及科幻专委会等的工作开展情况、有益经验和工作中碰到的困难困惑作了交流介绍，并与中国科普

作家协会人员进行了探讨和交流。 

 

 

2017年 5月 19日上午，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等机构联合主办，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科学技术

协会科学普及部、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指导的 2017科普产业化上海论坛暨睿宏文化院士专家工作站揭牌

仪式在上海举行。  

睿宏文化院士工作站是全国第一个致力于科普创作和科学传播的院士工作站。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

全国首个科学传播院士工作站在上海建立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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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伦敦地质学会终身荣誉

会员徐星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中国古动物馆馆长、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副秘书长王原成为首批进站专家。 

揭牌仪式上，宝山区吕鸣副区长为进站专

家颁发聘书，上海市科协领导、宝山区领导等

为工作站揭牌，上海市科协原副主席王智勇、

宝山区副区长吕鸣、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周忠

和、睿宏文化传播公司董事长罗进丰先后讲话，

周忠和在讲话中期望院士工作站能为科普创作

和科普文化产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揭牌仪式后，2017 科普产业化上海论坛召开。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十万个为什么》

海洋卷主编汪品先先生，徐星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前副理事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荣誉理

事长卞毓麟先生、王原研究员分别作题为《华语科普喜迎春》、《恐龙科普文化产业》、《元科普与科

普产业化》和《古生物科普》的大会特邀报告。沈安琪、周昭英、许涛、洪星范、吴强、顾洁燕、叶剑

等嘉宾分别就科普文创、深海科普体验、地学旅游、“十万个为什么”科普产业化探索、“十万”主题

体验馆创建、科普电影产业化实践为题作了大会报告。上海市科普作协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遗

传研究所所长曾凡一研究员、上海市科普作协秘书长江世亮担任主持及点评嘉宾。 

 

 2017年 5月 7日，上海高校科

幻幻想节闭幕式在科学会堂举行。 

进入会场，首先进入大家视野的

是欢乐的摆摊现场，来自各大高校科

幻协会与科幻苹果核的摊位为我们带

来了很多新奇有趣的玩意儿和科幻书

籍，而来自上海各个角落的幻想者们

则带着自己的装备：云台、光琴和无

人机…… 

活动在下午 13：50正式拉开了帷

幕，上海科协的领导介绍了本次创作

大赛的背景与比赛组别，并对中国的

上海高校科幻幻想节闭幕式在科学会堂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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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会会员郝晓霞荣获第八届 
“上海青年科技英才”称号 
 

科幻事业致以最真挚的感谢；嘉宾们推动推杆，宣告了比赛的正式启动。 

由科幻苹果核创始人丁丁虫和上海八大高校科幻协会的会长共同倡议将今后上海每年的 5月 7日定

为上海的科幻创作日。 

在“中国科幻的未来”文化讲坛环节，由顾备老师主持、著名科幻作家王晋康老师、译者狐习老师、

世界科幻大会前主席 Crystal Huff女士和科幻苹果和创始人丁丁虫共同发起的这个文化讲坛着眼于中国

科幻发展的未来，提出了自己的思考。 

在第九届上海高校幻想节“群星回响”主线单元总决赛环节，来自上大、东华、海事、同济复旦上

中医和华师交大会场的五只参赛队伍为我们带来了五颗行星上不一样的故事。 

在科幻舞台剧“无弦琴”环节，华师与交大的同学为我们带来科幻舞台剧“无弦琴”，用他们精彩

的演出讲述了一个当知音逝去星球崩塌，自己却无能为力束手无策的废园天使一般的故事。 

最后，上海海事大学的同学们斩获了一等奖，华师交大会场的同学获得了二等奖，三等奖则由东华

大学、上海大学与同济复旦上中医会场的同学们获得。 

 

 

 

2017 年 5 月 8 日，前世界科幻大会主席克

里斯托（Crystal M Huff）趁在上海、北京逗

留考察的机会,在沪与本会部分人员交流。克里

斯托女士曾在前两年帮助芬兰成功申办今年的世

界科幻大会。当她得悉中国科幻界也对在中国举

办世界科幻大会一事有很强的意愿后，特地把她

的行程做了调整，有意识地在上海考察了一些展

馆等。与京沪科普界、科幻界人士交流也是她此

行的一个重点。5 月 8 日的座谈会上，《科幻世

界》杂志主编姚海军，本会秘书长江世亮，本会

常务理事达世新，本会理事、科幻专委会主任丁

子承，本会会员、科幻作家施鹤群，本会会员、科幻作品编辑李重民，本会会员、科幻专委会负责人王

侃瑜，科幻作家吴霜等参加座谈交流。克里斯托在交流中介绍了她对申办世界科幻大会的经验和建议：

包括运用多种方式让国际科幻界了解中国科幻环境在内的各方面情况，创建汉英双语网站，在网站上制

作科幻大会指南；把中国的科幻短篇翻译成英文并制作成小册子免费发放，让国外的科幻了解中国科幻，

进一步被中国科幻吸引。5 月 15 日，克里斯托在北京拜访了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北师大教授吴岩，

双方就中国如何为申办世界科幻大作准备交流了看法。 

 

2017 年 5 月 30 日                    

晚，在市委组织部、市

科技党委、中科院上海分

院、市科协等举办的“2017 上海科学会堂春季草坪音乐会”上，市有关

领导和著名科学家为第八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授奖。我会会员、上海广

播电视台编导郝晓霞荣获本届上海青年科技英才(企业创新类)称号。 

郝晓霞自 2009 年起，参与上海广播电视台与上海科技馆联合组成

的《中国珍稀物种》项目组，参与了多部自然类科普影片的拍摄，导演

了《岩羊》、《川金丝猴》、《松江鲈鱼》和《藏狐》等野生动物题材

的影片，作品在国际、国内各评奖平台上均取得可喜的成绩。  

前世界科幻大会主席克里斯托女士来访本会并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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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采 

 

胡绍晏    江   波    雷   龙    栾昕忆    钱   程    杨颜菲    张佳林    姜振宇    葛明月 

 

 

 

 

 

关于举办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繁荣科普创作 助力创新发展”系列沙龙活动的通知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各专业委员会、各单位会员：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对繁荣科普创作的要求，为广大会员提供一个可以阐述观点以及激发灵感的宽松、

自由、平等的交流平台，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将组织开展系列沙龙活动。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活动主题 

活动主题围绕繁荣科普创作相关话题。 

二、活动形式 

沙龙每月至少举办一次，规模为 20 人上下，时长 2 小时左右。 

具体形式由承办方确定，以营造自由探究氛围，鼓励争鸣、活跃思想、促进创新为目的即可。 

三、活动组织 

系列沙龙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对每期活动提供部分资助。 各专业委员会和各单位会员可申请承办沙

龙，负责活动的宣传、组织和总结。 

有意申请承办沙龙的单位，请填写《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沙龙活动承办申请表》（见附件，下载地址

http://www.kpcswa.org.cn/web/notice/060523422017.html）发送至邮箱。 

本沙龙活动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科普作家协会所有。 

联系人：李姗姗 

联系电话：010-62103258 

邮箱：kpcswa@163.com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17 年 6 月 5 日 

 

新 会 员 名 单 

 

叶  剑  中国古生物学会科普工作委员会  委员 

上海睿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创意总监 

叶剑  副编审  从事科普创作和科学传播二十年，在《文汇报》《中国科

学报》《诗刊》等报刊上发表文章近百篇计约 10万字，策划编辑出版的图书

曾获国家图书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一等奖、文津图书

奖、五个一工程等国家级奖项。近年来创新性地将 4D等特种电影技术与一流

学者、优秀成果和主流科博场馆相结合，与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中

国科技馆、中国古动物馆等 20多家场馆合作，创作了十几部科普 4D电影、近

百部科普微电影，其中两部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科普专项资助，获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金奖、中国动画学会美猴奖、中国科教影视协会

科蕾奖等国家级科普奖和影视奖。2014年将公司建成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唯一的一家科普创作基地，并

与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会联合设立杨钟健科学传播奖。2016 年获第 11届上海市大众科学奖提名奖、上海科

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个人）一等奖，受到应勇同志接见，公司被中国古生物学会评为第一批科普

工作先进单位。2017年聘请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周忠和院士等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成为中国第一

个主推科普创作和科学传播的院士工作站，也是上海第一个文化企业建的院士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