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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科普作协理事会九届六次理事会召开

2019 年 5 月 30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在科学会堂召开了九届六次理事会。钱旭红理事长和 34 位

理事、监事参加了本次理事会。

江世亮秘书长首先汇报了协会换届工作的进展情况，以及协会今年要完成和推进的其他工作。

关于协会换届和今年要推进的其他工作

从 3月初起，协会给所有会员发出会员信息登记表，截止到 5月初，可以确认的有效会员人数为 637

人。其中有近三分之一是协会的各方面的骨干，资深、知名的老一辈科普创作者，三分之一多是本届换届

以来新发展的会员，大都是 80，90 后的科普创作后起之秀。

协会章程修改文本及说明已经基本就绪。届时会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形成正式文本在换届会员代表大

会上提请讨论通过。

组织本届优秀科普作品、优秀科普作家和优秀科普编辑（记者）的申报、评选。通过举办这一活动是

想进一步在会员中倡导鼓励多出科普佳作，多举荐一些新人。

协会要继续吸纳新鲜血液，把社会上一批热爱科普、科幻创作，且已有一定才华和成绩者吸收进来，

还注重发挥专委会的作用，由更接近基层一线的专委会来做举荐挖掘工作。

按照换届工作程序，本会拟在 10 月中旬召开会员代表大会完成换届程序。此前要完成理事会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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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监事会工作报告，协会章程修改及说明，协会财务审计报告等文件的起草；提出新一届理事会候选人

人选报协会换届工作领导小组并提请理事会审议。

协会今年要完成和推进的其他工作：一是落实“编辑记者专委会”和“摄影美术专委会”的恢复重建

工作，酝酿筹建“科技成果科普化专委会”；二是做好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科普作协、市科协等委托的

科普培训项目；三是继续做好诺奖解读等协会品牌科普活动。四是做好协会自身信息化建设，将协会简讯

等信息与移动终端无缝连接；协会还将建自己的微信公众号。以上两项基本建设都得到了我们的理事和团

体会员单位的大力支持。

与会理事有哪些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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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凡一：培训方面我们还可以面向小作家，未来的力量在他们。从想象力开始，从培训开始。

余岚：我们有个绘本创作安排，绘本中的科学道理虽然很简单但要把它讲的很清晰不容易，想请教协

会提供专业上的支持。

王德耀：协会可以组织科普作家与出版社加强创作方面的合作，围绕心理问题，老年痴呆症等科学科

普热点问题，组织科普作家深入生活采风。

董健：现在对转基因的恐惧说明科普的缺乏，转基因、纳米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权威人士不发出

声音。

达世新：现代科普要求很高，研究成为科普的重要前提。科普作协能否与有关高校成立科普研究中心，

从传播规律、提升想象力等作研究。

洪星范：近几年我们协会与少科站的联系太少了，实际上少科站是科普的第一线，可以从中找到一些

骨干，可以成立一个科普教育专委会。

叶剑：说到科学精神，转基因是个非常好的点。我们想组织类似曾凡一、金力、卢大儒这样的教授把

这件事好好讲一下，影响会很大。我们可以和相关专委会合作，系统地去做一点写一点很有价值的，适合

传播的短视频。

李树德：现在不管动漫等如何发展，还是需要美术的支撑。希望早日恢复美术科普专委会，也希望各

位理事给我们机会。

徐蕾：协会对会员很强调要有作品，有了作品能不能为作者提供某种展示平台？我们几个专委会可以

考虑合作做一个展览，展览可以带动的东西很多。

董纯蕾：我们协会这一届工作很多，如医学健康做的很突出。其实也折射了很多需求。

王世平：优秀科普作品可以是课本，可以是视频，可以是课件，每两年评选表彰一次会形成影响力。

丁子承：可以以协会名义版发奖项，这个很有必要，现在中小学、少科站等基层组织迫切需要市级科

普机构的平台的。

杨先碧：协会要起到联系会员的纽带桥梁作用。建议建立协会数据库，专家个人、机构数据库；其次

充分发挥专委会作用。刚才讲到科技成果传播专委会就是把科技一线专家与传播媒体从业者结合起来的桥

梁。

钱旭红理事长讲话要点

理事人选现在有严格限定，对一些资深老作家而且还一直在创作的会员可否以顾问的名义再让他们发

挥作用？还有就是能否设立一个专委会，主要是把从事基础研究、工程研发的会员召集起来，做一些科技

成果科普化的事。

上海公民的科学素养已经是全国最高，但全国平均水平还是很低。据一份材料美国公民科学素养平均

水平有 10%左右。如果把提升公民科学素养达到 10%作为我们协会的目标，那么我们可以做哪些努力来促

成达到这 10%的指标？

想象力也是未来创新竞争力的源泉之一。想象力的培养和科普科幻创作之间也有某种关联，协会可以

考虑如何把提高人的想象力作为本会的一个目标。

能否把科普写作分分类，针对专家的，针对官员的，针对民众的。现在的科普是放在一起的。未来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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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写作也要练发表
——2019 科普科幻青年之星项目高级班（上海站）开班了

普要多元化，更具针对性，这样的科普才更有价值。科普作协的创作包括哪些？怎样定义？是针对什么的

科普？我们要做那些科学院、大学做不了的事。

现在的科普大力气是花在知识的解读上，而知识是要老化的。现在最缺的是科学精神，包括理性、实

证、分析、开放、民主、批判精神等。学会质疑和提问其实最重要，最基本。还是要结合科学精神，专业

问题就要问专家。问题是科普作家在传播科学精神上有巨大的缺失。

2019 年 6 月 16 日，2019 科普科幻青年之星项目高级培训（上海

站）在上海自然博物馆开班了。32 名背景、阅历各不相同，但有一定

写作基础，甚至有科普、科幻作品发表的学员跨过了导师前期遴选的

门槛，进入本次培训班学习。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秘书长的江世亮在开班式致

辞中，代表培训活动主办方中国科协科普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及

承办方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对各位学员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

科普科幻之星计划（上海站）高级班除了区别于面向普通受众的

普及型科普培训外，更承载了上海站对学员的期待。

上海站希望，通过连续三年的办班实践，探索出一条行之有效的

科普科幻写作者培养模式，出一批

有一定成熟度的作品。

为此，上海站也在总结前两年

培训工作的基础上，对本次培训的

内容、辅导方式、导师选择进行了优化调整，不仅包含四次面对面集中

授课交流、导师线上一对一辅导，还安排了一次到上海科创中心建设核

心单位之一的中科院上海光机所参观交流的机会。

与以往培训班不同的是，本次还有两位来自上海科技编辑出版方面

的权威专家担纲出版导师。这样安排的目的，是希望“通过对学员进行

从选题、表达、写作到发表的训练，帮助大家尽可能多出成熟的科普作

品。”

江世亮秘书长希望“各位学员多加努力，珍惜机会，多读、多写、

多思、多练，这也是走上科普科幻写作之途的正道”。

讲好中国科创故事

——第五届上海国际科普微电影大赛奖项揭晓

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上海电影(集团)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联合发起的第五届上海国际科普微电

影大赛颁奖典礼 6 月 21 日在上海电影博物馆举行。举办科普微电影大赛的目的，不仅是为了选拔优秀的

科普作品，更是希望通过这个平台积聚更多科创力量，发现更多有志于科教片创作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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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采

新 会 员 名 单
潘友星 叶洁芳 郭 猛 殷 浩 殷 健 职康康 刘 强 蒋志明 苏晨曦 范晓彧

黄 珊 江 燕 陈建华 王文斌 朱 骥 杜小琳 顾卫东 李冬梅 沈翌成 张迅杰

苏澄宇 李 辉

上海东影传媒有限公司副总编辑、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科普影视全媒体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王文煜在致

辞中表示：“上海国际科普微电影大赛已成为海内外广大科普影视爱好者、大学生、媒体相互学习借鉴的

平台，为营造万众科创的社会文化孕育了肥沃土壤。”

本届大赛评委、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原理事长、著名医学家杨秉辉教授在致辞时表示：“这次入围的

作品都非常优秀。我个人在评选的过程当中比较看重它的科技含量，当然我们也需要调动足够的电影手法

来做，这样才能够吸引到更多的观众。”

上海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江世亮也在会上为获奖者颁奖。

此次科普微电影大赛的获奖作品及相关信息可关注微信公众号“科影纪”获取。

王 谨 上海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妇科 副主任医师

王谨，上海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妇科副主任医师，于 1991 年毕

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医学院医疗专业，获学士学位。

2003 年晋升为妇产科副主任医师，从事妇产科临床工作已 28 年，

潜心研究妇产科各类常见病、多发病，对门诊各类常见病包括宫颈疾

病、内分泌失调等的诊断及治疗，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熟练掌握

腹腔镜下子宫肌瘤剔除、腹腔镜全子宫切除、宫腔镜下子宫息肉及子

宫粘膜下肌瘤剔除、盆底修复等手术。2011 年曾在上海市卫生局援助

云南的“妇女两癌筛查”的医疗队中，担任云南省宫颈癌筛查宣教的

授课。在中文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近 20 篇，科普杂志上发表文章多篇，

完成课题 1项。主编科普书《宫颈疾病咨询》，2016 年 3 月由上海交

通大学出版社出版。

2017 年 3 月参加了为期两年的国际医疗援助项目，对口的援助国家是北非摩洛哥。两年内成功救治当

地妇女的妇科疾病及产科难产，抢救了多名患者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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