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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创作应聚焦科技伦理、激发科学想象力 

——上海市科普作协九届五次理事会侧记 

2018 年 12 月 19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在科学会堂召开了九届五次理事会全体会议。钱旭红理事

长和 35 位理事参加了本次理事会（出席人数占全体理事人数的五分之四）。本次理事会共有 4 项议程：

分别是理事会 2018 年工作报告、五个专委会汇报年度工作、理事交流并对协会工作提建议、理事长讲话。 

2018 年协会工作基本情况  江世亮秘书长代表理事会作了 2018 年协会工作报告。今年是本届理事

会运作的第三个年头，在钱理事长和理事会的领导下，2018 年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各项工作处于平稳发

展的态势，一些预定推进的重点工作大都按时有质量完成；专委会工作有亮点、有节奏地在运行；年内

发展新会员 70余位；截止本月中旬，本会会员共有 990人。 

2018 年协会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举办了“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这也是继前年和去年先后召开

卞毓麟、杨秉辉科普创作特色研讨会基础上又一次以科普名家作品为对象的研讨会；第十届上海市大学

生科普培训 7 月 15 日在华师大开班，同日在华师大举办了“十年磨一剑—上海市大学生科普创作培训机

制研讨沙龙”；每年一度的科学类诺贝尔奖解读，今年已是第七届。12 月 8 日的化学奖解读专场应长三

角科普创作联盟之约，与浙江网易合作，实现解读内容在浙江同步直播。通过网易在线收看这场化学奖

解读报告会的用户访问量达 36.6 万余人；本会参与申报，依托黄浦区体检站组织实施的“智慧蓝领”科

普专项正顺利推进。我会将继续关注支持这项旨在提升基层科普能力和服务最需要社会群体的科普工作。 

会员受表彰情况  董健理事荣获今年的“上海市大众科学奖”；王韬理事荣获中国科技新闻学会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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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会荣誉理事长杨秉辉先生专门发来对协会科普创作工作的期望：“科普作协的本职工作是科普

创作，建议要求会员每年申报一年中发表的作品，获得的奖项。并组织人员进行分析总结，形成年度

报告。在此基础上并应注意发现有潜力的作者，给与鼓励，助其发展。或者请会员报告写作计划，并

报告希望得到的帮助，然后请出版社评议，或由协会推荐申请出版基金等。” 

 

 

 

发的“年度科技传播奖”；徐杰副理事长获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科普影视方向的博士生导师，目前已在

带教博士研究生；项先尧会员及其团队完成的“中国珍稀物种”系列科普片已通过 2018 年度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初评；在 2018 年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的名单中，刘夙、徐建中、何家扬分获一二三

等奖；协会团体会员单位上海埃谛尔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制作的《我们需要化学》系列科普视频获上述奖

项的科普成果奖二等奖；王阳赟会员的医学科普图书获市科协“晨光计划”的资助；卞毓麟、王韬、顾

洁燕、徐蕾等人的原创著作入选 2018年全国 50部优秀科普作品。 

协会自身的管理工作  协会的会员微信群在年初强化管理后运行情况良好；协会简讯全年出版六期，

协会官方网站几乎每天有更新，网站后台管理方提供的数据，2018年协会网站浏览量为 75万次。 

（理事会工作报告全文请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亲子科普专委会、科普基地与人才培养专委会、医学健康专委会、科幻专委会和科普影视全媒体专

委会的代表分别就各自专委会 2018年开展的工作作了介绍。 

在理事交流环节，到会理事纷纷就协会工作给出评论和建议，这里摘选部分。王德耀建议加强心理

学方面的科普，化解人们的心理焦虑并建议科普作协鼓励科普小说的探索；丁海涛建议专委会之间要加

强互动联系，会员之间要加强联络；顾洁燕建议上海科普作协要找到一两个优势明显的点形成特色，发

出上海的声音；苏振兴建议科普培训后期的跟踪、指导很有必要，协会可以考虑设立青年科普创作项目，

帮助学生进入科普之门；周保春提出我们既需要快餐式科普，也需要有层次的有深度的科普；匡志强建

议上海应开展有关科普理论方面的研究；杨先碧提出协会内部的交流研讨不够，如优秀科普作品项目的

分享会等；另外优秀科普作家、优秀编辑的评选希望能恢复；卞毓麟提出，我们的作品资源要共享，有

好的题材要多兵种立体化作战。如杨院长的医学科普小说完全可以搞改变成电视作品，做成系列节目，

这样社会影响可以大很多。还有大学生培训、诺奖解读已经坚持多年可以有一些总结。 

理事会的最后一项议程是钱旭红理事长讲话。钱理事长说：我近来一直在思考，做科学为了啥？科

学是为了人，科普也是如此，既是责任也是追求。现在把科学当工具的倾向太明显。科普作协应该担起

聚焦科技伦理的职责。通过科普创作方式提醒大家，科学并非一直是所向披靡的。绿色化学就是科技伦

理，接下来人工智能时代的科技伦理也是必须面对的。在谈到科普创作的主题时，钱理事长认为所有的

重大科学发现都是出人意料的，如果能把科学发现的这种出人意料之处写出来就特别有意思。钱理事长

提出：提升幻想和科学想象力非常有意思并且能帮助科学创新。现代科学突破主要已经不是比资源投入，

而是比想象力。如果我们的科普能把科技创新中出人意料的东西讲出来，多创作一些能激发想象力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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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就会真正有助于科技创新。钱理事长认为在激发想象力方面我们科普作家大有可为，我们如果能拿出

类似《西游记》这样的作品就棒了。科普作协要鼓励大家以各种形式写出短小精悍的作品，几句话就把

价值观体现出来的作品。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七届四次理事会及 2018 年会在深圳召开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七届四次理事会

及 2018 年会 12月 21-23日在深圳召开。

中国科普作协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周忠

和在理事会上说，随着中国进入新时代，

科普迎来了最好时机。要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为动力，进一步激发全民创新活

力。本次年会的主题是“新时代背景下

的科普创作”。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长周忠和院士和杨焕明、汤书昆、王晋

康、冯伟民、吴岩等多位副理事长，中

国科协科普部副部长郑凯，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颜实、王玉平，深圳市科协党组成员孙楠等出席；深

圳市科协党组成员孙楠称，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做好科学普及，需要有更多作

家、记者、编辑家、翻译家、评论家、美术家、科学家和企业家等积极参与。中国科普作协副理事长杨

焕明院士在致辞时说，希望科学家能够多到中小学课堂做科普。当前，还需要通过科普，让广大民众知

道科技是讲伦理的，不仅生命科学要讲，化学、物理学等也要讲。本次年会特邀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副理

事长、南方科技大学科学与人类想象力研究中心主任吴岩教授，香港科技大学客座教授、国际人工智能

联合理事长杨强，科普作家、科技电视编导及制片人赵致真，科普作家、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

铭教授作大会主题报告。周忠和院士主持大会报告和互动交流。 

主题报告之外，本届年会还同时举办了“科普产业发展论坛”、“科学文艺创作与评论论坛”、

“科影融合创作论坛”、“科幻创作论坛”、“科普教育与创作论坛”等五个分论坛。23 日上午，举行

了第三届“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奖”和第五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颁奖大会，并邀请

获奖者进行精彩对话，分享科普创作思想与经验。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中国（上海）

细胞生物学学会、华东师范大学、新华网“科普中国-科技前沿大师

谈”、上海科协大讲坛管理办公室承办，《文汇报》社、《上海科技报

社》社、《科学》杂志、上海电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厂、上海科普教育

展示技术中心协办的《解读 2018 年科学类诺贝尔奖》活动于 2018 年

11月～12月在上海科学会堂及华东师范大学举行。 

11 月 24 日下午，“生理学或医学奖”解读专场揭开了本年度诺奖

解读的序幕。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上海交大医学院附

属瑞金医院上海血液学研究所研究员、名誉所长陈赛娟的主持下，交通

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市免疫学研究所科研副所长、余㵑学者李斌作了题

为《免疫疗法可望治愈肿瘤》主题报告， 中国科学院分子遗传学博士，

美国加州大学博士后，信达生物制药（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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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总裁俞德超及科学新媒体“知识分子”编辑、网站执行主编叶水送为互动嘉宾。 

11 月 28 日下午，“物理奖”解读专场由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所长、上海科

技大学副校长李儒新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精密光谱科学与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健作了题为

《“摄动”生命大世界，“脉动”激光大领域》的主题报告，上海理工大学光电学院刘一教授及澎湃新

闻记者吴跃伟为互动嘉宾。 

12 月 8 日下午， “化学奖”专场由中科院院士、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所长，上海交通大学常务副校

长，上海市科协副主席丁奎岭主持，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周佳海作了题为 《人类对微观世

界操纵能力的进化》的主题报告，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常务副院长

冯雁及《文汇报》首席记者、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许琦敏为互动嘉宾。 

由本会为主承办的科学类诺奖解读活动历今已逾 7 年，每年解读活动都由新华网“科普中国-科技前

沿大师谈”节目组组织对解读专家的专访，并对解读过程全程录播。 

今年起，科学类诺奖解读活动又生出

几多新意：一是首次走出科学会堂。今年

的物理学奖解读专场安排在华师大闵行校

区，不仅活动过程很圆满，而且听众的投

入、互动气氛之好也颇受好评。二是这次

物理学专场还首开了在主会场之外开设视

频分会场的先例，即在华师大中山北路校

区同步安排了视频直播，众多师生在分会

场收看了解读。三是化学奖解读专场除了

一如往年的现场加录播外，还应浙江省科

协和浙江省科普作协之邀，与浙江网易合

作，实现解读内容在浙江同步直播。据悉，

通过网易在线收看这场化学奖解读报告会

的用户访问量达 36.6万以上。 

 

 

 

 

施佳华  上海市黄浦区体检站副站长  副研究员 

施佳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医学学士，华东师范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硕

士，上海市黄浦区体检站副站长，副研究员。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医学科普创

作专委会委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2016年起从事医学科普创作，原创医学科普文章 20余篇，网络阅读量

超过 200万。曾获得上海市优秀青年志愿者，黄浦区先进工作者，黄浦区公

益先锋等称号。 

作为中国科协“智慧蓝领”专项行动项目（上海站）负责人，在完成本

职工作的同时，施佳华和她的同事们积极致力于关注城镇劳动者健康科学素

质的提升。大力推进“智慧蓝领”健康科普服务站示范站建设，开展蓝领健

康科普培训。开展蓝领医疗健康状况调查和科普需求调查，为两份调查报告

（上海版）的形成提供科学的数据支持，为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办公室，为国家和地方人民政府

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