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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新年贺信
各位会员、各位科普作家新年好!

在 2022 元旦新年即将到来之际，我谨代表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会向各位会员，各位科普作家

致以新年祝贺，敬祝在科普一线辛勤耕耘的各位会员、科普作家在新的一年里生活美满、工作顺利、佳

作叠出!

新年已至，万象更新。刚刚过去的 2021 年，我们广大科普作家继续在科普抗疫中体现了科普作家的

担当，多部与抗疫主题有关的原创作品获得表彰；过去一年，有赖广大会员同心协力，科普创作、科学

普及和科普人才培养这一协会的中心工作得以扎实推进。协会先后承办、主办了“汪品先科普作品研讨

会”、“科研成果科普化研讨沙龙”、“2021 科学类诺奖的解读系列报告会”。今年也是协会承办的诺

奖解读报告会的第十年。今年的三场报告会吸引了 101 万听众参与，显示了“十年磨一剑”的积累和成

效；主办了第十三届上海市大学生青年科普写作培训班等活动。协会申报获批的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21

年度"繁荣科普创作 助力创新发展"沙龙项目已在年内全部完成。

2021 年，本会广大会员、科普作家继续在科普创作领域辛勤耕耘，所创作的作品、编辑的书刊，承

办的项目、课题、科普活动在上海科普奖等各类科普奖励中都有出彩的表现，取得了不俗的佳绩。

协会理事会谨向所有在科普创作中取得优异成绩的科普作家和受表彰单位表示祝贺和感谢!

尽管过往一年协会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面对今天科普发展的新要求，面对原创科普成果产出

仍然远远难以满足社会需求的现实，我们惟有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努力以更多、更精的科普创作成果回

馈社会，服务时代。

千帆过尽，向新而行。协会有信心在理事会领导下，紧紧依靠全体会员兢兢业业做实事，为上海科

普创作的繁荣尽心尽力。

再祝各位会员、各位科普作家新年好!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 钱旭红
2021 年 12 月 28 日

院士专家主持、主讲，线上线下听众超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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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1 月 20 日-22 日，2021 年科学类诺贝奖解读报告会在上海科学会堂举办，这是上海市科协主

办的科学类诺贝奖解读活动自 2012 年创办以来连续举办的第十年。

今年“生理学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三场解读仍以主题报告和互动访谈相结合的形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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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第十三届大学生科普创作培训班圆满结业

式、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和

画面，介绍 2021 年科学

类诺贝尔奖科研成果的

来龙去脉，充分解读科学

家的研究思路，弘扬勇于

探索的科学精神。

第一场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主持嘉宾

是神经生物学家杨雄里

院士。主讲嘉宾为复旦大

学脑科学研究院/医学神

经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课题组长唐逸泉研究

员；互动嘉宾刘志勇是中

科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

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听

觉系统发育再生研究的专家；媒体嘉宾叶水送记者是一位资深的科普写作者。

第二场诺贝尔物理学奖主持嘉宾是褚君浩院士。主讲嘉宾黄吉平是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互动嘉宾

施郁为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教授，全国量子力学研究会副理事长；媒体嘉宾易蓉是新民晚报资深记者。

第三场诺贝尔化学奖的主持嘉宾马大为院士是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讲嘉宾周剑博士

是华东师范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教授，上海分子治疗与新药创制工程中心主任；互动嘉宾左智伟博士

是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媒体嘉宾许琦敏是文汇报记者，文汇报《科技文摘》主编。

因为疫情防控的需要，今年线下的听众是受限的，大致控制在百人以内。但因为诺奖解读活动的影响

力，更借助超星直播、斗鱼直播，阿基米德直播三大直播平台的传播力，在网上收看这三场诺奖解读播的

人数达到 1016158 人次。其中“斗鱼直播”还在其官方主页上发布了直播的预告。诺奖解读活动的多年合

作方——新华网“科普中国—科技前沿大师谈”栏目一如既往保持对这一品牌活动的支持力度，精心设计

了采访提纲，对三场报告的解读嘉宾一一作了采访，为专题片创制做好准备。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卞毓麟在今年物理学奖和化学奖解读会上说：诺奖解读活动十年以来，

效果非常好，在国内科普界甚至科学界有一定的影响。建议在明年适当的时候开一个关于科学类诺贝尔奖

解读的研讨会，除了有所总结，得出一些有益的启示和反思外，还可以为以后的诺奖解读活动出谋划策，

对科学类诺奖解读活动如何办的更有效果、更具影响力，提出可操作的建议，助其更上一层。

（全文详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历时三个多月，16次必修活动，30余位老师指导，提交 40余份作品的第十三届大学生科普创作培
训班圆满结束。

2021 年 10 月 10 日，由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资助、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孟宪承书

院和光华书院承办的上海市第十三届大学生科普创作培训班作品展示交流会暨结业仪式在华东师范大学

举行。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秘书长江世亮，培训班班主任、孟宪承书院副院长苏振兴，及 30

余名学员参加了本次活动。

结业仪式上，班主任苏振兴对本届培训班进行了总结汇报。本次培训班自 2021 年 6 月开始筹划，7 月

开班，历时三个多月，包括了 16 次必修活动，指导团队由 30 余位老师组成，最后学员共提交 40 余份作

品，近 10 万字。培训班活动内容丰富多样，涵盖科普创作经验、科普作品赏析，科普名家访谈，科普场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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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科普读物启发孩子的星辰大海”

上海市科普作协科技编辑记者专委会 2021 年第四季度交流活动侧记

馆参观、高科技研究所参观等活动，并且都得到了学员较高的评价。

培训班学员也作了即兴发言，交流了自己在培训过程中获得的帮助和感悟，并对未来培训班的举办提

出了一些建议。

结业仪式上，38 位按规定完成本届培训班所有课程，并提交了合格的原创作品的学员获得由上海市科

普作家协会、上海科技发展基金会联合颁发的结业证书。（全文详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秘书长江世亮代表主办方祝贺所有学员顺利完成学业，并向他们颁发证书。

2021 年 10 月 27 日下午，由上海市科普作家

协会主办、中国中福会出版社承办的上海市科普

作家协会科技编辑记者专委会 2021 年第四季度

交流活动在中国中福会出版社举办，协会常务副

理事长兼秘书长江世亮及专委会成员 30 余人出

席，交流会主题为“科普读物——启发孩子的星

辰大海”。

江世亮秘书长在致辞中说，科技编辑记者专

委会的活动办得颇有成效，明年适当的时候不妨

总结一下。大家能被活动吸引而报名参加，除了

希望听到同行的经验分享外，还想借这个平台互

相求教、加强联系。这也是我们这个专委会活动能有活力的原因。他建议，每次专委会的主要发言可以收

集起来，作为专委会资料，其中部分还可以推荐给中国科普研究所和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主办的刊物发表。

在主题发言环节，《青少年科技报》执行主编岑建强、《哈哈画报》策划编辑梁玉婷、原创图画书出

版中心总监魏捷、《乐智小天地》成学彩星版策划部部长胡艳定等 4 位报告人，围绕“科普读物启发孩子

的星辰大海”这一主题，作了精彩的主题报告。

在交流环节，大家就 4 位报告人的报告内容及会议主题进行提问并自由发言，与报告人和其他会员展

开了热烈的讨论。

专委会副主任委员、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副总编辑匡志强在总结致辞中表示，每位报告人的报告虽然

各不相同，但却共同流露出对编辑出版工作的热爱和无私奉献精神，这种职业追求令人起敬，期待在大家

的共同努力下，专委会的交流活动能办得越来越好。（全文详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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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平雷科普文学作品集——《笔下寻乐记》问世
钱平雷 现任上海城市房地产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上海市楼宇科技

研究会高级顾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上海

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高级工程师。

1988 年开始从事科普和散文创作，主要代表作品有散文集《幸福相

对论》《幸福就在当下》《幸福永伴你我他》《上海高度》《上海广度》

《上海力度》，科普小说《居家养老解困记》，以及科普文章《城市有

轨交通将东山再起》《科普—新的经济增长"火箭"的发射台》《何谓智

慧城市?》等。2006 年参加中国科协"我与科协"征文，以《科协是座大

舞台》一文获二等奖。

新 会 员 名 单
金 湘 陈 帅 毛天怡 杨 阳 贾一亮 缪煜清 赵浩杰 黄海华 李雪梅

吴跃伟 高玉琪 吴兆韡 李 君 倪 花 占归来 吴 健 张开勇 焦 正

李 敏 王甬胤 李 娟 李熙雷 林 红 孙 旖 段巨平 狄 文 包州州

顾卓伟 蒋 萌 邱丽华 吴珈悦 余敏华 汪 洁 王凯涛 吴京平

会员风采

采 刘 强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刘 强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2019 年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科普作家。

2017 年至今作为联合创始人创立“好奇喵”科学启蒙品牌，

在母公司睿宏文化的助力下“让孩子发现科学的乐趣！”

进入科普行业十多年来，担任编导、艺术总监等职务，熟

悉全流程 3D 动画技术。带队研发制作中国科技馆、中国古动物

馆、上海科技馆、上海自然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等出品的

科普影片《重返二叠纪》、《剑齿王朝》、《黑羽精灵》、《小

侏罗兽历险记》、《古今科技漫谈》，《恐龙大灭绝》、《我

从哪里来》、《飞向蓝天的恐龙》、《蛟龙探海》等影片。种

类涵盖 4D、VR、球幕、微视频等多种类型，并得到多个国家级、

省市级奖项。带领公司电影制作团队，获得多项软件著作权证

书，被评为第一批宝山区技能人才“双百计划”优秀技能团队。

2016 年年底知识付费兴起，“好奇喵”在线科普教育轻课《人体奥秘》、《恐龙探秘》、《给少年看

的演化论》、《飞机的秘密》等，陆续在 70 多个平台上线，全网累计销售超过 80 万份，观看量超过 500

万次。

刘强说：科普应该是追根溯源的，尤其是给到 3～12 岁孩子们，将一个知识有因果的从原理上剖析给

观众，促进科学思维的树立，搭起一座从好奇到兴趣再到志趣的桥梁是作为一个影视科普人的最大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