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普星火】

“从我们科学家的角度来说，仅仅传播科学知识是不够的，尤其对于青少年来

说，要传播他们的好奇心，要保持他们对自然界、对生命、对社会的天然兴趣，

而不是被一堆知识给填满，应该真正地在他们的心灵中，播下科学的种子。”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国家蛋白质科

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吴家睿接受记者采访时的讲话

科普是把已经知道的东西告诉你，让你现在生活得更好，科学教育是为了让

我们未来生活得更好。所有的孩子都有可能成为拔尖创新人才，而不是让科学教

育聚焦超常儿童，我们现在要做好加法，让更多的人参与科学教育。

——上海科技馆馆长倪闽景在第三届科技传播大会上的讲话

【我说科普】

卞毓麟：什么是“元科普”？
元科普是工作在某个科研领域第一线的领军人物（或团队）生产的科普作品，

这种作品是对本领域科学前沿的清晰阐释，对知识由来的系统梳理，对该领域未来发

展的理性展望，以及科学家亲身沉浸其中的独特感悟。

为什么用“元”这个字呢？查《辞海》即可知，“元”的主要意思包括“始、第

一”“为首的”“本来、原先”“主要、根本”等。例如元旦、元年、元首、元勋、

元老。用在科普上，元科普就是科普中的元典之作。科普好比一棵大树，元科普就是

这棵大树的根。或者说，它是源自科学前沿团队的一股“科学之泉”。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名誉理事长卞毓麟先生在“第五届长三角科普创作

高峰论坛”上的专题报告摘要



【协会动态】

第五期“新发现•科普书单”正式发布
——我会终身荣誉理事长、资深科普作家卞毓麟老师受邀担任第五期书单终评评委

5月 18 日是 2024 年上海科技节开幕日，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作为支持单位的第

五期“新发现·科普书单”在第三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上正式发布。我会终身荣誉理

事长、资深科普作家卞毓麟老师受邀担任第五期书单终评评委。

本期书单的评选范围是 2023 年 7 月—2024 年 2 月出版的科普新品，经过 16 位初

评专家和 7 位终评专家的认真评审，最终《黑洞之影》《控糖革命》《“院士带你去

探索”科普绘本（第三辑）》等 20 种图书入选，其中“科学人文”子书单 8种，“科

学生活”子书单 8种，“科学少年”子书单 4种。

吴家睿：受邀参加上海科技节开幕式及第三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

5月 18 日，2024 年上海科技节开幕式及第三届上海科技传播大会在张江科学会堂

举行，大会以“加强科普能力建设，推动科普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上海市科普作家

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上海高等研究院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主任吴家

睿受邀参加开幕式，并在科技传播大会上与不同领域、不同身份的科技传播从业者围

绕新时代“大科普”发展格局下如何构建更加融合繁荣的科技传播生态展开对话讨论。

对于科普的作用，吴家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道：“生活在信息茧房时代，

容易被伪科学伪知识蒙蔽我们的眼睛，这个时候大众可能反而不容易把握住正确

的东西。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好的科普，能够在知识的海洋中找到正确的路径，

避免被伪知识淹没。”



【科普创作】

王迎帅：《半导体产业人才发展指南》出版

我会会员王迎帅作为编委会主任，参与编写的《半导

体产业人才发展指南》一书，近日由机械工业出版社正式

出版。本书从产业角度出发，梳理了产业人才的真实需求，

围绕院校教学育人的目标，推动产教深度融合，提出了切

实可行的适合我国半导体产业人才培养的模式，是一部具

备多维视角，系统性、基础性的半导体产业人才发展的专

著。本书可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半导体产业的发展现状

和趋势，以及人才在这个产业发展中的核心作用。

徐鸣：《中国民族工业摇篮——76 条马路旁的上海老工厂纪事》出版
我会会员徐鸣老师又一本富有特色的力作《中国

民族工业摇篮——76 条马路旁的上海老工厂纪事》由上

海大学出版社出版。

5月 25 日，徐鸣老师与活动嘉宾、上海市档案馆原

副馆长、上海史研究学者邢建榕老师一起，在上海香港

三联书店举行了“在穿街走巷中致敬实业救国——〈中

国民族工业摇篮——76 条马路旁的上海老工厂纪事〉读

者见面会”，一起回顾民族工业诞生、成长、孕育在上

海的马路街巷。徐鸣老师表示：“本书从沪上 5000 条

已知马路中，挑选出 76 条具有代表性的马路，先简单

介绍路况，然后着重刻画建造在那 76 条马路边上的 100

多家工厂，其中有不少厂家在上海或全国都大名鼎鼎。当然有工厂就一定有工人。上

海是中国工人阶级发源地，上海的工人运动也全国闻名。本书在刻画工厂的同时，描

述了上海如火如荼的工人运动。工厂、工运，是本书的主基调。”

科普摄影美术专委会：围绕上海特色种养采风创作
5 月 30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科普摄影美术专委会组织成员张建松、赵进、王

莉、董长军等到浦东玄圃石斛基地、农业科学院奉贤庄行基地进行采风创作。石斛专

家曹康平、阳台蔬果专家马坤分别为大家科普了特色种养知识，以及各自在专业领域



的科研实践；张建松还以《上海市农科院新品种南瓜获丰收》《上海举办“石斛仙花

文化节”》进行采风的图文介绍。同时，持续 14 年的“人与环境摄影大赛”于 6月份

启动后，将进一步发挥摄影的连接作用，以采风和图说的科普形式，服务上海及至长

三角特色种养基地的科普传播。

汤啸天：笔耕不辍 俯首成文
如果不是摄影人，对“打鸟”这个词可能会有误解，其实它是用长焦距镜头拍摄

远处的鸟的一种摄影方式，被形象地称为“打鸟”。日前，我会会员、科普摄影美术

专委会成员汤啸天老师撰写《“打鸟”断想》在《新民晚报》发表，普及摄影圈的“打

鸟”一说。同时，汤老师还撰写了极具生活化的科普作品《从穿高跟鞋的人越来越少

说起》《电动自行车治理 如何找到突破口》，分别发表在 5月 24 日《上海宣传通讯》

与 4月 1日《解放日报》。

【科普传播】 吴家睿：在中国科学院 2024 年公众科学日
做科普演讲

5 月 18 日下午，中国科学院 2024 年公众科学日，

协会理事长吴家睿在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

给来到设施的公众做了题为“蛋白质与蛋白质设施”的

科普演讲，从探讨遗传密码指导蛋白质合成机制出发，

强调了蛋白质在生命中的重要地位，进而介绍了蛋白质

设施建设的深层内涵与重大意义。

吴家睿希望，这样的活动能架起科学家与公众之间

互动交流的桥梁，让更多的人了解到平时接触不到的科

学知识。



于海龙：“走进神奇的蘑菇世界”科普讲座进校园

4 月 29 日，协会会员、

上海农业科学院食用菌研究

所于海龙博士应邀参加 2024

上海中学国际部科技节活动，

并以“走进神奇的蘑菇世界”

为主题，向该校师生及部分

家长做食用菌科普讲座。于

海龙博士从你吃过哪几种蘑

菇、什么是蘑菇、蘑菇的神奇之处、野生蘑菇能不能吃到上海有没有毒蘑菇、蘑

菇中毒后要怎样应急处理、常见的蘑菇是怎样生产的、蘑菇还会有哪些用处等问

题入手，为师生们介绍了大众关心和关切的“蘑菇问题”，让学生们认识了多种

多样的蘑菇，激发了学生们对农业生物科学知识的学习兴趣与热情。

孙正凡：长宁区
妇联 2024 年度“十
万 个 为 什 么 ” 系 列
科学课首期开讲

5 月 25 日上午，

我会会员、天体物理学

博士、科学松鼠会创始

会员孙正凡先生以“宇

宙里面有什么？”为主

题，受邀作为长宁区妇

联 2024 年度“十万个

为什么”系列科学课首期开讲嘉宾。

这项“名家伴你读”为爱阅读亲子课程是长宁区妇联打造的“家+教育”

家庭服务品牌，旨在为长宁区小朋友及家长打造知识共享、亲情沉浸式的周

末阅读空间。据介绍，2024 年 5 月至 12 月，共开设有“一生中的每件小事”

“看到你啦，微生物”等 10 种主题科学课。



汪诘：《寻秘自然》•六一特别观影活动
由我会会员汪诘编剧、导演的科普电影《寻

秘自然》入选北京国际电影节科技单元佳片。

六一儿童节，其还特别策划“《寻秘自然》·六

一观影活动”，科普电影《寻秘自然：地

球往事》《寻秘自然：无形之力》在全国

近 200 座城市举行约 700 场点映，丰富孩

子们的节日生活。

据介绍，两部影片分为“探秘寒武纪”

“地磁倒转”“湍流之谜”“快速射电暴”

4 个章节，分别讲述古生物、地质、流体

力学、天文四大科学领域的未解之谜。

影片共有 3位院士和 15位科学家为专

业度把关，“每个细节都经得起推敲，希

望这个六一有机会成为孩子们人生中尤为

‘特别’的一天”，汪诘说。

周清：主持“科技赋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助推长三角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论坛

5 月 14 日，第三届长三角应急减灾和救援博览会“科技赋能安全生产治本攻坚 助

推长三角应急管理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国展中心（上海）举办，论坛由上海市科普作

家协会会员、上海市安全生产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周清主持，来自三省一市应急管理部

门、高校、科研院所、中外企业代表 200 余人参与。

周清是上海市应急管理领域公开发行的权威期刊《上海安全生产》分管领导，也



是《防空防灾科普新方法》一书的主要编撰者之一，在应急管理、安全生产、防灾减

灾救灾的科普宣传教育方面，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本次活动汇聚长三角

应急管理科技力量，开展重点领域科技合作，共同制定长三角应急科技发展三年行动

计划，助力长三角应急管理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上海乃至长三角应急管理事业高质量

发展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郑小梅：庆六一•走进科学会堂

5 月 26 日，我会会员郑小梅以“庆

六一·走进上海科学会堂”为主题，带

领 30 组家庭 80 名参与者走进上海科学

家精神教育基地。

协会第九届、第十届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江世亮出席，并鼓励孩子们要有一

颗探索科学的好奇心，通过参与活动，在内心埋下科学的种子；上海科学家教育基地

负责人龚艳萍为孩子们带来 60 分钟精彩生动的科学家精神解说；上海自然博物馆生态

学博士何鑫为大家带来科学会堂花草树木导赏；科普活动基地还为孩子们准备了科普

电影《探秘寒武纪》《恒星光变》，以此让大家有更多科普互动，传承科学家精神！

亲子教育专委会、科幻专委会：成员交流会在少儿社举行

5 月 11 日，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亲

子教育专委会、科幻专委会成员交流会

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举行。少年儿童出版

社十万个为什么分社总编辑王音，华东

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党委副书记兼

院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秘书长涂

皘，上海市浦东新区科幻协会理事、著

名科幻翻译、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

事长丁子承，少年儿童出版社十万个为什么分社副总编辑王慧，中福会出版社《哈哈

画报》执行主编梁玉婷，少年儿童出版社主题出版编辑部主任刘婧，少年儿童出版社

十万个为什么分社编辑刘伟，好奇喵联合创始人秦洁，科幻作家潘亮共同与会。会上，

大家分享了自身在亲子教育方面的项目资源，并就未来专委会工作方向和具体活动开

展进行探讨，希望通过相互间的协作，为上海科普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



卢昱：人工智能专题科普讲座
5月 28日，上海科普作家协

会副秘书长卢昱应嘉善干窑镇

科协之邀，到干窑镇政府进行了

人工智能专题科普讲座，镇主要

领导参加了本次科普讲座。

讲座介绍了人工智能的基

本原理、最新进展和趋势，并回

顾了人工智能的发展。

4月 26日，卢昱还应邀在上海七宝中学科技节活动中做了“机器人会统治世界吗？

——机器人原则的演化”讲座，获得积极反响，该讲座被评为科技节期间最受欢迎的

讲座之一。

吴跃跃：做客闵行融媒体《健康总动员》栏目

5 月 17 日 11:00 和 17:30，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复旦大学附属上海市第五

人民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医师吴跃跃做客闵行融媒体《健康总动员》栏目，介绍“一

种有可能被治愈的继发性高血压”。

吴跃跃还是中国神经科学学会内稳态和内分泌分会会员，上海市中医药学会慢病

管理分会青年委员，《中国当代医药》审稿专家。主要从事内分泌及代谢疾病的临床

及科研工作，擅长对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内分泌性高血压、甲状腺结节、肾上腺疾病、

性腺疾病、骨代谢性疾病及电解质紊乱等的诊断及治疗。

李文生：从小到老，如何关注主要的眼健康科普讲座

5 月 17 日，应中

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

工作委员会邀请，我

会理事李文生教授在

徐州市为市委市级机

关工作人员做“从小

到老，如何关注主要

的眼健康科普”讲座。



江波：“科幻可以宏大，也可以细微”交流会

5 月 25 日，我会科幻专委会江波携新作《天帆》，与青年科幻导演王人超、科幻

资讯博主科幻光年，一起探讨科幻小说的宏大与细微。本次活动以“科幻可以宏大，

也可以细微”为主题，围绕《天帆》展开讨论。《天帆》讲述 100 多年后，因为巨型

太空电站工程“天帆一号”的建成而引来外星飞船降临的危机。经阿瑟·克拉克著名

的作品《与罗摩相会》启发，江波老师由“一个解答、两种趋势、三组人物、四样奇

观”构建出《天帆》这部小说。

王人超导演表示，他是一名重度的 BDO（巨大沉默物体）爱好者，非常希望中国的

科幻影视也有像《降临》那样极致展现 BDO 魅力的作品，而《天帆》里的奇观描写正

好给了他许多创作上的灵感。科幻光年老师则从资深科幻迷的角度，谈起许多与《天

帆》相似的作品，例如《2001 太空漫游》《独立日》《火星救援》等，但《天帆》在

这些作品基础上，又做出了更加符合当下语境的一次推进。

潘亮、丁子承：受邀参加上海
世外小学“爸爸故事会”活动
5 月 28 日，我会科幻专委会潘亮、丁

子承（丁丁虫）两位会员应邀前往上海市世

外小学参加“爸爸故事会”活动。潘亮为同

学们做了“放飞少年航天梦”的讲座，丁子

承（丁丁虫）做了“弱者的挑战”讲座。讲

座将科学知识融入精彩的讲解中，受到同学们的热烈欢迎。尤其是潘亮老师，在讲座

最后向同学们传授了“写作秘诀”，为同学们破解写作难题，受到旁听老师们的一致

称赞，认为对语文教学具有极大的启发作用。



丁子承：受邀上海书城福州路店科幻作家座谈

5 月 26 日下午，我会科

幻专委会赠责负责人丁子承

（丁丁虫）应邀与青年科幻作

家东心爰 、凉言，八光分科

幻编辑戴浩然在上海书城福

州路店举行座谈活动，从科幻

创作以及科幻行业的视角，和

读者们一起探讨当下的智能

社会。

活动上，凉言与东心爰分别谈起自己的写作经历，两位科幻作家不约而同地采用

悬疑式的写法，呈现出的小说风格却大相径庭。丁丁虫则从科技产业和出版产业等不

同维度出发，分析科幻创作与技术、社会发展之间的关联。随后，三位嘉宾围绕元宇

宙、AI 等技术概念的前景，就科幻小说的技术性和社会性展开讨论，并解答了来自现

场读者的提问。

殷海生：昆虫主题科普 串起五月的忙碌

对于我会理事、中国科学院上海昆虫博物馆殷海生馆长来说，5 月是一个忙碌的

季节，从上海到湖南、湖北，先后受邀在莲溪小学南校、九三学社湖北湖南科普行、

九三学社“海上科普讲坛”、巾帼园等，以《昆虫,身边的朋友》《昆虫与植物》《昆

虫与人类》《节气中的昆虫》《蝴蝶的故事》等开课科普，讲述自然界中当时当地的

昆虫活动特点，及它们如何为人类的生活和劳作提供帮助等，合计受众 3230 人。



【会员荣誉】

卢宝荣：受聘上海市科技教育特色示范校担任“科学副校长”
5 月 18 日，上海市第 19 届青少年科技节在张江科学会堂启动，上海市科普作家

协会理事、复旦大学希德书院院长卢宝荣教授等 10 位科学大咖，分别受聘 10 所上海

市科技教育特色示范校担任“科学副校长”。据介绍，根据教育部相关要求，未来上

海市还将进一步推进落实科学副校长的配备，为中小学科学教育注入新的活力，推动

学校教育与社会大课堂的有效结合。

吴於人（吴姥姥）：受聘
为同济大学 STEM 教
育智库专家

5 月 16 日，同济大

学 STEM（科学、技术、工

程和数学）教育智库成立，

智勇科创创始人关大勇和

联合创始人吴於人（吴姥

姥）共同受聘为同济大学

STEM 教育智库专家。



董 健：微电影《脊柱上的“拆弹专家”》荣获
上海健康科普音视频一等奖

5 月 16 日，“科普点亮 健康上海——第二届上海市健康科普推优选树活动颁奖典

礼”在中国金融信息中心召开，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

院骨科主任、复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所长董健教授主导主演的微电影《脊柱上的“拆

弹专家”》，凭借着精湛制作，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等主流媒体播出后，社会

反响热烈，浏览量超 3000 万，获得健康科普作品音视频类一等奖。

该片由董健教授率领团队根据真实病例设计、拍摄及出演，参演医生均有博士学

位，作品生动展示了现代医学对脊柱转移性肿瘤诊治的全过程，传递了脊柱转移性肿

瘤的科普知识，让大众对晚期肿瘤治疗的理念有了新认识，也呼吁社会关爱这类特殊

人群。此外，该片还荣获 2023 中国科教影视融媒“科蕾杯”专业组三等奖，是历届比

赛中唯一一部由专业医学科普团队出品的医疗主题微电影。“科蕾杯”由中国科教电

影电视协会和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共同主办，于 1987 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

是中国科教影视的最高奖项，为国内科教影视行业最具影响的评奖活动。

科幻专委会多名会员
荣获科幻星云奖大奖

5 月 17 日、18 日，第十五届华语科幻星

云奖暨第四届、第五届少儿科幻星云奖，在四

川成都郫都区成都科幻馆太阳厅隆重揭晓，我

会会员江波、潘亮、吕广钊、刘婧、丁子承（丁

丁虫）等在本次活动中取得了优异成绩。据介

绍，该奖项自 2010 年创立以来，已成为全

球华语科幻领域公认的权威奖项。



姓名 获奖情况

江波（科幻专委会委员） 作品《天帆》荣获 2023 年度长篇小说银奖

潘亮

（科幻专委会副主任）

斩获一金四银，被誉为“少儿科幻多面手”

2022 年度影响力作家奖银奖

2022 年度中长篇奖银奖

2023 年度影响力作家奖银奖

2023 年度编辑奖金奖

2023 年度丛书专项奖银奖

吕广钊

（科幻专委会委员）

作品《人类世的幽灵正在游荡——评马克·博尔德<人

类世无意识：气候、灾难、文化>》获得 2023 年度评论

银奖

刘婧

（科幻专委会学术秘书）

荣获 2022 年度编辑奖银奖

其编辑的少儿科幻作品《恐龙奇旅》（作者：宝树 科

学指导：汪筱林 少年儿童出版社）荣获 2023 年度中长

篇金奖

丁子承（丁丁虫）

（科幻专委会主任）

翻译的作品 《逃离未来》荣获本次华语科幻星云奖年

度翻译作品银奖

辜井：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
5 月 13 日，2024 年上海市五一劳动奖表彰会暨先进

事迹报告会在上海展览中心友谊会堂举行。上海市科普

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普陀纳样美收纳研究院理事长辜

井荣获上海市五一劳动奖章。不久前，她领衔的纳样美

收纳研究院整理收纳团队还评上了上海市巾帼文明岗。

辜井从事整理收纳工作 10 年来，培养整理收纳师近 700

人；持续在社区、校区、园区、商区助力美好家园建设，

在社区培养整理收纳志愿服务队伍，已完成公益类课程

800 场，发放各类科普资料 3000 余册(份)，惠及上万家

庭。2023 年 5 月辜井获得上海市第一届技能大赛（整理

收纳）金奖，9月代表上海参加全国第二届技能大赛获得铜奖。她独立创作创新的“收

纳方寸，养心育人”课程入选上海市教师师资培训课程，编著的《整理收纳师》是国

内第一本正式的整理收纳从业人员教材。



【会员风采】

富饶：在中国科协“科普中国”平台拥有
自主品牌——“口齿生香”科普号

博士、讲师，现就职于上海市卫生和健康发展研究中

心（上海市医学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富饶以“口腔保健常识的科普宣传”项目为抓手，通

过讲稿、图文、音频、漫画、视频等多种形式独立创作了

近 300 件口腔医学原创科普作品。其中 20 余件作品已获

第二届上海市健康科普推优选树活动健康科普作品图文

类优秀奖等 18 项国家级或省市级奖励。

富饶曾获 2023 年度上海地区优秀科技情报工作者、

2021 年健康中国行动作品征集活动优秀奖以及 2019 年上

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贡献奖（个人）三等奖等荣誉，目前为上海市健康科普培训师

资库高级讲师、广东省卫生经济学会健康促进与传播专业委员会委员，在中国科协“科

普中国”平台拥有自主品牌——“口齿生香”科普号。

王健（笔名“温戈”）：
全网关注人数超过 30 万 阅读量过亿
2024 年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首批入会会员，AMD 芯片设计

经理，毕业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中国计算机学会会员。成功

参与多款高性能 CPU、GPU、服务器、AI 等超大规模 SoC 芯片

产品的设计流片。在芯片设计、可测性设计（DFT）、芯片测

试及应用开发等领域具有丰富的实战经验。

知乎 2023 年度新知答主，四川卫视《了不起的分享》节

目嘉宾，北京青年周刊新锐人物。公众号“OpenIC”主理人，

腾讯新闻、网易科技特约撰稿人，累计创作内容高达百万字，包含科技热点解读、芯

片科普、技术分享、职场成长等，全网关注人数超过 30 万，阅读量过亿。已出版作品

《了不起的芯片》。

【科普感言】

作为一名芯片设计工程师，我深谙技术之精妙与创新之重要，而作为科普作者，

我们更肩负着架设科学与大众之间的桥梁之使命。

在我看来，科普应当像芯片设计一样，追求精准而不失温度，将复杂的科技原理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每一个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心灵都能深化对科学原理的理解、

感受到科学的魅力，甚至萌发解决未来挑战的创意火花。



【征稿启事】

《儿童时代》约稿
《儿童时代》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之一、

国家名誉主席、中国福利会创始人宋庆龄于 1950

年 4 月亲自创办，是新中国第一份儿童杂志。杂

志以引领少年儿童精神成长为己任，陪伴了三亿

读者的心灵成长，成为几代人的温暖记忆，是少

儿出版领域的一张名片。曾得到历任党和国家领

导人的重视和关心，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知名人士

的长期撰稿。

《儿童时代》面向 7—12 岁的中小学生，坚

持集知识性、文学性、互动性为一体，体现儿童

性与时代性。连续入选国家新闻出版署向全国少

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

以及“中国精品期刊展”推荐期刊。

为大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激发少年儿童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探求欲，

鼓励他们从小树立“科技创新、强国有我”的志向，以下科普相关的栏目，欢迎协会

科普作家踊跃投稿。

栏目 1：大国重器

内容：展现 C919 国产大飞机、中国天眼 FAST、爱达·魔都号国产大型邮轮等大国

重器的硬核科技细节，讲述中国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奋斗故事，彰显中国智

慧，弘扬中国实力。

要求：每篇聚焦一个大国重器，硬核科普（600 字）+正文（1500 字）+访谈（800

字），配图 4—6张，适合小学中高年级阅读。

栏目 2：科幻新纪元

内容：品牌栏目集结国内一流原创儿童文学、科普作品，培养小读者良好的文学+

科技品位，定期推出“科幻纪元”主题专辑，重构日常校园生活，畅想未来科技远景，

新编民族历史神话，以“文学+科技”的形式放飞想象力。

要求：科幻小说，篇幅 2000—4000 字，适合小学中高年级阅读。

栏目 3:“动物会客厅”

内容：讲述在城市中生活的一些动物的相关图画，引起小读者的关注，由主持人

主持，形成和读者对话的感觉，并辅以专家和领域内相关专业人士的访谈。 让小读者



参与其中，将爱护环境、爱护动物，建立生物多样性的观点深入小读者的心中。

要求：科普童话、科普软故事。1000—2000 字，适合小学低年级阅读。

如有意撰稿，可先联系编辑说明主题和内容框架，商议确定后再撰写。

投稿邮箱 E-mail:etsdxjz@126.com

联系方式：021-64314830

于晨（小学中高年级版执行主编） 曹颖（小学低年级版执行主编）

《哈哈画报》约稿说明
《哈哈画报》（玩转科学）期刊由中

国中福会出版社主办，是一本独具特色的

立体科普期刊，以小学生为读者对象。

1985 年创刊以来，秉承宋庆龄“把最宝

贵的东西给予儿童”的教育思想，广邀来

自高校和科研单位的一线作者及专家顾

问，刊发多维度、多层次、有新意的原创

科普精品，集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对

当代少年儿童关心的热点焦点问题给予

科学阐述和细致引导。

刊物运用立体化、多感官、新媒体等

出版手段以及多元的品牌活动，带给少年

儿童丰富的互动式阅读体验，营造讲科学、

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激

发创新思维，培养科学素养，助力科学教育，为梦想插上科学的翅膀。

《哈哈画报》在细分领域不断追求极致，已形成独有的特色。期刊荣获第四届少

儿报刊奖金奖；多次入选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少年儿童推荐百种优秀报刊”；

曾被选为上海市领导访问台湾地区的礼品。2020 年入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中国优秀

科普期刊目录”；2023年荣获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科普传媒奖二等奖。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身荣誉理事长褚君浩，协会第九届、第十届副理事长兼秘

书长江世亮等为本刊顾问。

（1）专栏“科学之声”“哈，你不知道”

两个栏目相辅相成，每期围绕同一个关键词生发出不同角度的主题。

“科学之声”专栏侧重身边的科学、基础普及，启发好奇。



“哈，你不知道”专栏侧重新奇、冷门、反常识的相关内容，开拓视野。

例如，根据“千丝万缕的雨”这一关键词，“科学之声”介绍黄梅天的由来，“哈，

你不知道”讨论“为什么雨滴不会砸伤人”。

要求：自拟关键词，选择任一专栏撰写任意一期内容创作；字数：800—1500字。

（2）专栏“脑洞大开”

解读前沿科技、回应社会热点，对近年来的“中国智造”新科技成果、热点话题

给予科学阐述和细致引导，以小学生喜闻乐见、丰富多样的创作方式，使新时代伟大

实践和伟大成就的中国创新科技成果破圈，展现中国创新科技成果与科研工作者的崇

高精神与责任担当。

要求：担任专栏作者，完成 6 期内容创作或策划。每期创作形式、体例统一。字

数：1500字/期。

（3）奇幻剧场

适合小学中低年级读者的科幻作品，以连载形式刊登。主角采用《哈哈画报》IP

形象“哈小宝”（男孩，小学二年级的科学迷）。在创作科幻故事之余，以辅文的形

式对故事中的 1～2 个科学知识点加以阐释。

要求：担任专栏作者，完成 6—12 期连载内容创作。篇幅：约 2000字/期。

如有意撰稿，可先联系编辑，商议确定后再撰写。

投稿邮箱 E-mail:hahahaxiaobao@126.com

联系方式：021-64313442 梁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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