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夯实基础，拥抱科普新时代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召开十届四次理事会

会议听取审议了协会理事会工作报告；钱旭红理事长讲话；科普编辑记者专委会等 6 家专委会做
年度工作汇报；与会理事、监事就协会工作提出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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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十届四次理事会 2022 年 12 月 7 日下午在科学会堂思南楼举行。钱旭红理事长、

曾凡一、王世平、董长军、江世亮副理事长，常务理事卢宝荣、魏东晓、王韬、叶剑、刘楠等 31 位理事

会成员参加了本次理事会。本会监事会成员周舜培、卞毓麟、许兴汉、李树德、熊仕华列席会议。主持会

议的王世平副理事长在开场词中说本次理事会应到人数 42 人，12 位理事请假。本次理事会共有四项议程，

分别是江世亮代表理事会作协会工作报告；钱旭红理事长讲话；协会各专委会简要汇报工作；与会理事、

监事对协会工作发表意见建议。

协会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世亮所作的协会工作报告从三方面回顾介绍了协会工作。首先是做好原

有的科普品牌活动。一是科普名家作品研讨会。2021 年 10 月 15 日和 2022 年 10 月 25 日，协会分别承办

了汪品先、吴家睿两位科普大家的科普作品研讨会。这也是继卞毓麟、杨秉辉、叶永烈、谈祥柏、顾凡及

之后，协会承办的年度科普名家作品研讨会系列的第六次和第七次。二是面向大学生和在职青年的培训。

上海市大学生课程创作培训班，已累计培养了 500 多名科普创作者。第三是面向公众的诺贝尔奖解读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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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本会坚持了 10 年的品牌活动。2021

年 11 月，协会成功举办了 2021 年的诺贝尔

奖解读活动，三场诺贝尔奖解读活动获得了

线上数百万余人次的浏览关注，新华网等主

流媒体做了报道。

，

工作报告第二部分是专委会活动简要

报告。目前本会有 6 个专委会，分别是科普

编辑与记者专委会，全媒体与科普影视专委

会，医学健康专委会、亲子与少儿科普专委

会、科幻专委会、科普基地与人才培养专委

会。正在酝酿的有科普摄影与美术专委会、

皮肤健康专委会等。专委会是协会体现组织

活力以及与广大会员沟通的主要通道，现

有的 6 个专委会大都活动比较正常有序，有

些已经产生了很好的科普影响力，但是整体

而言还需要增加活跃度。

我会会员在全国性的科普作品评选和上海大众科学奖的评选中都有优异的表现。在第七届中国科普作

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获奖作品中，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深海浅说》，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寻

找失去的星空》获科普图书类金奖；上海睿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科普特效电影《黑洞探秘》获科

普影视动画类银奖；乔志远会员发表在科学画报杂志上的《动物世界，亦有江湖》获青年短篇科普佳作

工作报告的第四部分反映了协会会员在作品和人才评选表彰中取得的成绩。协会会员创作的科普抗疫

作品，以文章、视频、讲座、海报等方式传播科学的抗疫理念，相关作品在央视新闻、新华网客户端、新

第三部分是围绕会员和促进创作这一

主业做服务。以会员为中心，以促进科普创

作为首要，是钱旭红理事长和协会理事会一

直要求的协会的主要任务。为此，协会策划推出了会员科普作品沙龙的系列活动。到 2022 年 11 月 28 日，

会员科普作品沙龙已举办了 6期，内容涉及植物学、演化论、骨健康、亲子手工科普、自然探秘等主题。

另一项工作是定期召开新老会员座谈会。

民晚报、上观新闻、上海发布等主流媒体发布或转载，也在 B站等自媒体公众号上发布。

金

奖。在上海市第十四届大众传播人物奖 10 位上榜者中我会会员占

了 5 席，协会名誉理事长褚君浩、协会理事姜雪峰，会员赵晓刚、

程蕾蕾荣获大众科学传播杰出人物奖，协会理事刘夙获得大众科学

传播新锐人物奖。

截至 2022 年 11 月底，本会现有会员总数 905 人，团体会员数

16 家，2022 年 1~3 季度新增会员 24 人，协会网站 2022 年 11 个月

的浏览量达到 103.8 万人次，这个都是第三方后台统计的数字。截

止 11 月底，协会网站发文 52 篇，协会微信公众号年内发文 17 篇，

浏览量 1300 人次。

协会 2023 年的工作，工作报告列出了这几项：一个是围绕协

会主业，继续做好服务会员，促进科普创作的各项工作，重点是提

供可能的帮助，激活专委会的活力。第二是为协会换届做准备。在

报告最后，江世亮提到，协会能够取得一点成绩，得到一点社会影

响，离不开各位理事、各位监事和广大会员的努力和创造。相信随

着科普的理念和价值越来越深入人心，科普从业者可以作为的空间

会越来越大，这一切也必将有助于本会的健康发展。

（协会工作报告全文详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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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产出都要建立在我们有所准备的基础上
——在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十届四次理事会上的讲话

钱旭红

各位理事、监事，各位科普作家，大家下午好！

协会年初就在张罗要开一次线下的理事会，终于今天大家能聚在一起，非常难得。刚刚江世亮常

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代表协会理事做了年度工作汇报，各专委会还要做年度工作汇报，各位理事监事

要围绕协会的工作汇报，以及如何进一步做好明年协会的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感谢大家。

下面我就以理事会成员的身份谈点想法和意见供大家讨论。首先我们协会在疫情以来比较困难的

特殊时期，尽管疫情对我们开展活动，对人员之间的交流造成了很大的困难，但是我们没有消停，大

家都是努力做事的状态，做了一些可圈可点的工作。2020 年以来，协会围绕抗疫大局，发动和鼓励科

普作家和会员单位投入科普抗疫，配合复工复产等开展了多种形式的科普专题活动，起到了一定的效

果。值得指出的是疫情以来的三年里，协会没有忘记自己的主要任务，围绕协会的立身之本——会员

和科普创作开展各项工作。这方面具体的工作理事会报告里已有表述。对此我是给予高度肯定的，我

想大家也是有目共睹。我们尤其在围绕会员和促进科普创作，培养大学生和青年科普创作者方面一直

在积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也让协会赢得了较好的社会影响。在这里我代表协会理事会对为协会工作

作出辛勤贡献的各位理事和科普作家表示敬意和感谢。

接下来协会面临的任务和要做的事情很多，随着国家和市里一系列与科普有关的政策文件的出台，

对科普工作加大支持的方向已经明确，这当然是好事。但是我们要以更大的格局去看问题，要想在科

普变得炙手可热的时候得到你想要的，核心还是要有能力和实力。对我们协会而言，就是能否有效地

回应国家和上海的期待，能够凝聚培养一批可以承担重要任务的科普作家、科普编辑，能够及时产出

优秀的科普作品，包括书籍、音视频、影像、绘本、动画类科普产品，或者能够产生一些有见解有价

值的科普理论文章。当然所有的产出都要建立在我们有所准备的基础上。这也是刚才理事会工作汇报

中特别强调的，要夯实协会的基础。

借此机会想就科普创作的内容谈一点想法。我们现在的科普侧重知识性的居多，而思维方面的科

普，如对什么是科学思维，什么是批判性思维，什么是创造性思维方面的科普做得很少，而这些恰恰

是当下老百姓和我们工作都需要的，而且会越来越需要。再一个就是科学精神的科普。一个具备了一

定科学思维素养的人面对工作、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他才能比较从容应对。上海要成为科创中心，上

海的科普氛围和土壤应该超出其他地方。这个超出的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的科普不应局限于知识的传

播和普及，而要能在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上有所体现。建议我们在科普时特别注意这一方面。即使对

知识的普及，也不要局限在单纯的知识点，还要补充前沿科学的科普，把正在实验室做的科研，刚刚

发表论文两三个月的前沿科学的知识以科普的方式写出来，让人第一感觉看到的不是知识，而是正在

激动人心往前推进的科学前沿，有一种临场感再现感，而且把做科研中碰到的困难，科学家现在还要

解决哪些问题也能在科普作品中有所反映，这样的科普本身也是科学探索的一部分，才会更深入人心。

作为社团性质的群众组织，唯可依靠的就是会员以及相关会员组成的各个专业委员会。因此加强

会员之间围绕科普创作的沟通交流学习是协会非常基本而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需要继续加强。我在

这里表个态，在推动科普创作，推动科普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如果有需

要我个人能做的，或者华东师大有相应的资源能够提供资源合作的，我会尽力尽可能给予支持。

刚才理事会报告里也提到了明年协会要完成换届，这是一件大事。本届理事会要继续做好每一项工作，

为协会的下一步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再次代表协会理事会，感谢各位在过去一年的辛勤付出！预祝

各位新的一年身体健康，万事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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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22 年会分论坛

吴家睿科普作品研讨会在上海成功举行

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中国科普作家协会联合主办，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承办的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 2022 年会分论坛暨“加强作品评论，繁荣原创科普——吴家睿科普作品研讨会”2022 年

10 月 25 日在上海科学会堂举行。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常务副理事长王挺代表两家主办单位，专为研讨会发来视频

致辞，对“加强作品评论、繁荣原创科普——吴家睿科普作品研讨会”的成功举办表示祝贺。

出席研讨会的上海市科协副主席倪前龙在发言中指出，科协是科普工作的重要力量，上海市科协将把

落实中办、国办关于加强科普工作的意见的工作做实做细，和大家一道厚植创新土壤，增强创新厚度，为

提高上海科普工作的文化素养做出贡献。

王恩多、钱旭红、贾伟平院士和吴家睿、杨秉辉、卞毓麟等 40 余位科学家、科普作家参与研讨。会

议由上海市科普作协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世亮和上海市科普作协副理事长王世平主持。

本次作品研讨对象吴家睿现为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国科大杭州高等研究院生命

与健康科学学院执行院长，中科院系统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主任。吴家睿热心中国的科普事业，发表了《生

物学是什么》《后基因组时代的思考》两本书和上百篇科普文章，涉及到生命科学、医学、科学管理和科

学文化等多个领域。

吴家睿做了《科普创作之我见》的主题发言。他认为：科学的普及不能停留在知识传递层面，而更应

把科学的精神、方法及其思考的方式传递出去，使得受众接受的不仅是新知，而是一颗种子，这颗种子会

慢慢地发芽和传递，进而把科学的精神——独立的精神、批判的精神传递给社会大众。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钱旭红院士在发言中指出，吴家睿自觉担当起了学科发展的把关人和“吹

哨人”职责。钱旭红用“预见性科普”表述吴家睿科普作品的特色，认为这种带有预见性、引导性的科普

作品能给学科发展以方向性、战略性的指引，同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行文论述中的思想之光。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中山医院原院长杨秉辉、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名誉理事长卞毓麟、

同济大学教授孙章、复旦大学教授顾凡及、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第六人民医院主任医师

贾伟平、上海科技大学副校长江舸、中科院院士、中科院生化细胞所研究员王恩多、《科学》杂志原编辑

部主任段韬等在会上发言，普遍认为：吴家睿的作品除了对生命科学前沿的解读，更有关于科学与社会的

关系的论述，这些科普作品有助于公众深刻认识科学，理解科学。

在会上发言的还有：刘冀珑、曾嵘、施郁、张建松、郑炜、卢宝荣、乔中东、王国豫、叶剑、沈竞

康、魏东晓、林旭、唐骋等与会代表。（全文详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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