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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淮大地花竞开 科普之树结硕果

趣味科普 在游玩中体验科技魅力

安庆科学技术馆: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葛婷 实习记者 王仁搏

科普长廊里，一张张图片记录着技术的发展

与变迁；种类丰富的实验装置，让前来游玩的孩子

们跃跃欲试；趣味科普课堂里，学生们时而观察，

时而交流，感受着科学的神奇与奥秘……这里是

安庆科学技术馆，这里是孩子们的科学乐园，这里

坚持以趣味横生的方式，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

精神，提高民众科学素养。

打造一流科普阵地

安庆科学技术馆场地面积15333平方米，场

馆面积3525平方米，展教仪器设备总计150件。

馆内开设有临时展厅、多功能展厅、科普报告厅等

展区。大国重器展区内，有盾构机、鲲龙-600等

国家重点科技成果展示，让游客深刻体会科技强

国的宏伟战略；在科普报告厅，游客可以聆听科普

讲座、观看科学互动表演，参与到科学小实验中，

零距离体会科学的奇妙……安庆科技馆充分利用

图片、文字、实物、模型、沙盘、多媒体等多种表现

形式，全面展示现代科技创新成果，让前来游玩的

市民朋友在感受科技的震撼之余，丰富科学知识。

疫情期间，安庆科技馆依旧发挥着前沿科普

阵地的作用，在确保馆内游客安全参观，满意而归

的同时，全方位结合互联网技术，创新工作方法，

聘请专业团队组织，推出VR线上游览项目，通过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完善科技馆科普

功能，扩大科普知识传播范围和影响力。

据悉，线上展厅为虚拟现实影像，通过无人机、

单反相机等现场取景，将科技馆鸟瞰景象、前沿科技

展厅、展品以及展品科普知识点全方位、立体、真实

地呈现给游客。自从有了线上展厅以后，游客就可

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电脑游览观看,足不出户就能

身临其境地感受科技魅力，极大的方便了市民的需

求。截至目前，VR线上游览访问已接近五万人次。

同时，该科技馆积极结合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平台，线上举办“我家的科学抗疫征文”、十一“畅想

未来科幻画”等展教活动，吸引了广大青少年儿童

参与，扩大了科技馆科普阵地的影响力。

科普也能妙趣横生

作为科技启蒙的重点阵地，安庆科学技术馆充分

发挥职能作用，多次与幼儿园等机构展开合作，组织大

型科普实践活动，让孩子开阔视野，了解科学的神奇。

在馆内科技馆辅导员的引导下，孩子们参观了

前沿科技展厅里国之重器和尖端科技创新成果，探

寻了“水流射球”，“体感游戏”，“手影高手”，“气流

投篮”等常设展厅里的科普展品，每一件展品都吸

引着孩子们去探索科学的奥秘。

为让孩子更好地学习，科技馆立足展厅资源，

因地制宜设计展教活动，策划了一系列让家长孩

子共同参与的亲子活动，开展趣味亲子课堂，打造

温馨益智的家庭时光。“看到老师在屏幕上展示的

图片了吗，这个叫乳酸菌，就是它让牛奶变成了酸

奶。”在“细菌手印”科普活动中，科学老师从日常

生活入手，引导孩子们发现身边存在的微生物，举

例告诉小朋友们哪些是有益微生物，哪些是有害

微生物，通过妙趣横生的视频向他们展示手上的

细菌对肠胃的危害，让小朋友意识到勤洗手、讲卫

生的重要性，主动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少家

长纷纷留言称赞，“我的孩子以前每次饭前洗手都

不情不愿，这次活动过后，孩子吃东西前都会自己

主动洗手，进步特别大。”一位参与活动的家长盛

赞活动成效，表示希望此类活动能够经常开展。

不只是细菌课堂，安庆科技馆还抓住重要假

日节点，敏锐结合时事热点大力开展各类科普惠

民活动，如变废为宝黏土城堡、手工康乃馨、端午

香囊DIY等趣味亲子活动，在动手中激发孩子们

对科学的兴趣。在“快乐暑假，科学玩‘宜’夏”系

列科普活动以及“化学魔法”等暑期科普公益课

堂，共向600余名中小学生展示了化学科学实验

的神奇与魅力，在丰富假期生活之余，提升了他们

的科学素养。

未来，安庆科学技术馆将继续发挥场馆优势，

不断进行创新尝试，为青少年儿童搭建趣味与科

普共生的活动平台，着力打造地方特色科普品牌，

深入挖掘展厅展品的科学原理，围绕展品开展多

元、包容、多样的科普活动，持续打造深受青少年

儿童喜爱的科普阵地。

安庆科学技术馆全景。

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风采（1）

匠心手艺 传承千年服饰文化

“旅游+科教” 打造科普生态乐园

阜阳市生态乐园：

高效利用乡土资源 农业科普常态化

庐江台湾农民创业园：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实习记者 孟宇婷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作为农

业生产大省，水稻在安徽省粮食作物中占据了重

要地位，提高民众对粮食作物的认知也迫在眉

睫。为了推动地区经济稳步向好，增强民众对农

业作物的认识，庐江台湾农民创业园以集文化、科

教、科普、旅游四位一体的中国稻米博物馆为核心

区，辐射园内“六区一带八园”，以点带面，最终带

活农业园区经济发展“一盘棋”。

立足水稻资源 打造农业宣传阵地

中国稻米博物馆坐落于庐江台湾农民创业

园核心区域，由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亲笔

题词，占地20亩，建筑面积7000平方米，是

国内首家、世界第六家稻米类型博物馆。

漫步于馆内，金黄的稻穗随处可见，场馆以

毗邻巢湖和水稻种植景观区的稻米之门为

起点，以主馆南楼和尾厅北楼为主体，设有

“走近稻米——带你认识水稻”、“稻米之路

——从远古走来”、“稻作文化——民族的

记忆”、“现代水稻生产”等四大板块。馆内

有展品15000余件，运用声、光、电技术，以

图片、农用具实物和部分农事活动场景复

原等多种形式，充分展示稻米历史和稻米

科普知识。

民以食为天，为了有效扩大地区影响力，

中国稻米博物馆工作人员表示，科普工作是

他们当前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自2016年起，

中国稻米博物馆就定期组织中小学生研学、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等各类活动，既

普及了水稻的历史，又使大众对稻米知识有了深

层次的了解，有效推动了农业知识深入基层，使三

农科普工作常态化；自建馆以来，中国稻米博物馆

每年都接待近10万中小学生、各类培训学员等开

展主题教育活动，有力地弘扬了劳动精神，推广普

及了农业科研成果。

随着科普教育工作的常态化开展，2017年，

中国稻米博物馆获评市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省

级研学旅行实践基地等称号，2018年

获评安徽省乡村旅游创客示范基地，

平均每年接待各级领导、台湾同胞和

广大游客35万人次。以当地水稻种

植悠久历史为基础，以稻米绿色革命

为前提，以国家三农政策宣传为背景，

中国稻米博物馆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在创业园全面布局中做好领头作用，

成为园区的农业宣传阵地，最终全面

推动整个园区的协同发展。

着眼经验推广 交流促进农业技术

为了有效促进当地农业水平发展，实现农业

技术的提高，庐江台湾农民创业园不仅着力建设

场馆进行宣传，还在园区内建设生产基地切实进

行水稻生产工作。“三农科普工作绝不能只停留在

场馆宣传中，只有结合实践才能真正起到农业科

普教育的效果。”庐江台湾农民创业园农业农村局

负责人张文灿介绍道。依靠现有农业生产示范基

地和产学研合作平台，庐江台湾农民创业园在不

断的技术学习与交流中实现水稻种植经验与技术

的普及与推广。

2021年10月，庐江台湾农民创业园组织召开

了水稻绿色高质高效创建观摩及绿肥种植技术培

训会。结合水稻生产基地的实际状况，农业业务人

员与种植大户一同进行了深入地交流和探讨。

近年来，台创园一直实施水稻绿色高质高效

创建等项目，提升当地水稻绿色生产水平。

2021年，庐江台湾农民创业园已建设了水稻绿

色高质高效生产基地核心示范区7个，水稻病虫

草害绿色防控及农药减量示范区2个，粮食生产

智慧农业示范区2个，累计辐射带动面积3万亩

以上。“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推进各基地规范建

设，把基地打造成创新孵化的‘专家试验田’，新

品种、新技术、新模式攻关的‘中试车间’，推广应

用成熟技术模式的‘观摩平台’。”庐江台湾农民

创业园农业农村局负责人张文灿表示，未来台创

园将以创建国家级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为

中心，着力建设绿色高效农业科技创新策源地和

农业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进而探索江淮地区农

业转型升级和高质高效发展的系统解决方案。

省文联组织参观中国稻米博物馆。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安徽科技报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科普教育基地：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古代丝绸之路让华夏文

明传播世界，如今承载着厚重历史的染织，服装服

饰工艺技术同样引领世界时尚潮流，成为我国经

久不衰的特色文化。从纺织、印染、针织到丝绸、

毛巾灯芯绒……走进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科普

教育基地，仿佛穿越千年，多种的纺织技艺一一重

现，五花八门的文创物品吸人眼球，曾经绚烂的服

饰文化在这里得以传承创新，绽放异彩。

厚植本土 传承创新文化

《天工开物》中写到“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

湖”，可见芜湖浆染业从古至今的名气和地位。如

今位于芜湖市的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科普教育

基地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近年来，基地系统

开展了“芜湖浆染”技艺方面的史料及工艺的收

集、整理、研究工作，在恢复芜湖传统染织技艺的

基础上进行创新，并开发出系列手工环保染织面

料、旅游文创产品，并开办手工染指技艺培训班让

“芜湖浆染”传承和发扬广大。

同时，依托单位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学院，

该基地纺织高等教育和科普资源丰富，不仅建有

“安徽省纺织行业创新服务中心”、“纺织面料”安徽

省重点实验室、安徽省纺织印染行业技术中心、安

徽省纺织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安徽省纺织行业科技

公共服务平台、安徽省纺织结构复合材料国际合作

研究中心、安徽省纺织工程专业实验实训基地、安

徽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安徽服饰文化与产业

发展）等省级教科研平台，还牵头成立安徽省纺织

服装产业创新战略联盟、安徽省产业用纺织品创新

战略联盟，以上平台和中心也为纺织科普提供优质

资源。目前，基地拥有服装服饰展厅1间，实验室

近3000平方米，建有从纤维原料、纺纱、织造（针

织、非织和机织）、染整、服装和服饰设计、服装工程

全流程实验室和拥有众多服装表演专业人才，为开

展各项科普活动奠定雄厚的物质基础。

依托资源 夯实科教基础

如何让古老的纺织文化揭去历史的灰尘，焕

发无限生机呢？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科普教育

基地充分发挥科教资源优势，围绕纺织服装类科

普工作，多次举办“锦绣纺服助力青年能力提升公

益计划”，依托学院的师资优势，采取小班教学、工

作坊传授等方式，举办春季、秋季公益培训，开设

了刺绣、化妆、舞蹈、音乐、礼仪等课程和体验活

动，受众人数300余人次。

此外，该基地积极对接海内外资源，邀请日本

信州大学、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东华大学、江南大

学等国内外纺织类知名院校教授举办了“纺织研

究前沿综述”、“纺织行业技术创新的思维、方法和

路径”等纺织知识系列讲座，不仅开设了“产业用

纺织品”、“水刺加固工艺虚拟仿真实验”等精品一

流课程，选修课程100余人，还组织了科技部/日

本JST联合设立的樱花计划青少年科技交流、中

国科协双边学术交流、中日纺织复合材料学术交

流等会议和活动，通过带领师生参观芜湖博物馆

和徽文化博物馆，充分体验中国传统纺织文化，体

会“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的悠久历史。为了

让更多的人了解并喜爱上纺织文化，该基地依托

教师工作室、纺织服装展厅，面向广大学生群体开

展手包、刺绣、蜡染等手工互动体验活动，丰富多

彩的纺织服饰艺术品和展品受到师生的青睐。

宣传和普及纺织服装相关领域的优秀传统文

化、大国工匠精神、前沿科学研究、产业技术等任

务，任重而道远，下一步，安徽工程大学纺织服装

科普教育基地将积极组织开放如纺织面料馆、纺

纱染料工艺实验室、刺绣工作室、研发中心展示区

等基地资源，并着力加强科普队伍建设，多措并举

吸引人才参与基地建设发展，同时丰富活动资源

和载体，通过线上和线下多渠道，加强科普活动宣

传力度，充分营造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社会氛

围，传播“时尚、科技、绿色”的纺织服装产业新理

念，为全面建设纺织强国提供有力的科普支撑。

欧苏文化园、大型儿童游乐园、高新农业技

术园、热带植物园、精品果园、九和塔……这里不

仅有底蕴深厚的历史文化、魅力精彩的现代农

业，还有钟灵毓秀的园林美景、惊险刺激的主题

乐园。当你厌倦了城市车水马龙的喧嚣时，来到

位于皖北的阜阳市生态乐园，这里的一花一草，

一树一叶都让人驻足流连，优美的景色加上深厚

的科教资源让这里成为许多游客观光、旅游、研

学的人气场所。

创新资源 夯实科教实力

漫步在阜阳市生态乐园里，葡萄、梨、桃、石

榴等特色水果缀满枝头，生机勃勃；佛肚树、加拿

利海枣、盘根榕树等珍贵树木舒展枝条，吸人眼

球；黑熊、棕熊、金刚鹦鹉等名贵动物热情可爱，

夹道欢迎游客们的到来……据了解，阜阳市生态

乐园水面110亩，土山11座，建有欧苏文化体验

区、民宿风情商业区、科技农业休闲区、

动植物观赏区、主题文化游览区、酒店会

议聚集区、主题运动休闲区七大功能

区。园内种植各种树木82000多棵，铺

种草坪40多万平方米，建有新颖别致的

大小桥梁 15 座，人文景观多达 150 多

处，走进阜阳生态园，各种景观让人耳目

一新，游客在观赏中陶醉，陶醉中流连忘

返，身心愉悦，兴趣倍增。生态园里的动

物憨态可掬，植物园中植物种类丰富，游人在玩

中看，在看中学，认识许多稀有动植物，开拓视

野，增长见识。

作为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林业科普基地，

阜阳市生态乐园充分利用园区资源，针对广大游

客进行人文历史、动植物、自然环境等方面的社科

普及工作，其中欧苏文化园、高新农业技术园、爱

萌乐园以及热带植物园是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阵

地。“未来，园区还将继续发展，目标是要创建国家

五A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家级科技文化产业示范

区、国家生态文化旅游示范区、中国现代旅游服务

业新地标和景城一体样板示范项目。”乐园负责人

介绍道。

争优创先 打造科普新高地

“草木融化滋硕之时则斧斤不入山林，不

夭其生，不绝其长也。”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

展，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等生

态问题形势严峻，为了培养公众尤其

是青少年保护自然资源、生态环境的

意识和行为习惯，让大家树立社会主

义生态文明观，园区积极探索突破，邀

请有关专家、学者和科协的老师开展

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科普宣教工作贵在坚持，近年来，

园区与科协、学校等多方联动，开展了

科普进校园活动，带领孩子认识自然

界中的一花一木，一草一树，普及给孩

子“地球只有一个，保护环境就是保护

人类；爱护动物就是爱护自己”的环境

理念，获得了学校和家长的一致好

评。同时，在周末固定的时间段，园区还会在

爱萌乐园等地区开展动物知识讲座，通过与动

物零距离的接触，向游客普及动物的种类和和

习性，带领他们深入了解动物世界的奥妙，即

满足了游客的好奇心，也增强了游客对动物保

护知识的了解。

为了不断提高园区工作人员和游客的整体素

质，园区聚力开展“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科

普活动，倡导游客减少使用一次性垃圾袋，不随手

乱丢垃圾，不随地吐痰，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出行，

这不仅使园区的环境卫生得到了有效的改观，更

使游客养成了积极主动的环保意识。而在全国科

普日、全国爱耳日、世界水日等主题科普日来临之

际，园区积极与市、区科协沟通配合，开展各种主

题类型的科普活动，倡导群众养成健康自然的生

活习惯。

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农业旅游示

范点、全国休闲与乡村旅游五星级园区、安徽省

环境教育基地、全球网民心中安徽最美的地方

……众多殊荣加身，阜阳市生态乐园依然保持着

良好的发展势头，稳步向前，同时，承担更多的社

会责任，利用好珍贵的自然资源向广大市民传播

正能量，倡导健康生活、爱护环境等思想，动员他

们一起参与到环保运动中，聚力形成全民环保的

良好社会气氛。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纲要（2021-2035年）》，动员鼓励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提升科普公共服
务质量，根据《安徽省科协关于开展2021-2025年度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认
定和2021-2025年度全国科普教育基地认定推荐工作的通知》（皖科协普秘

〔2021〕68号）精神，经各地各单位申报推荐，专家评审、网上公示等程序，省
科协决定认定安徽省地质博物馆等76家科普教育基地为“2021-2025年度
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获得认定的科普教育基地为完善科普基础条件，健
全科技志愿服务队伍，优化科普活动环境,充分发挥了科普示范带动作用。

从本期开始，本报开设“基地风采”专题，对认定的部分科普教育基地取
得的成效、经验做法进行展示，以期充分发挥基地科普示范带头作用，为提
高全民科学素质，建设经济强、格局新、环境优、活力足、百姓富的现代化美
好安徽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开栏语

植物观赏区。

基地的老师正在制作手工艺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