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题为“喜迎二十大，科普

向未来”的 2022 年全国科普日

活动 9 月 15 日在全国各地启

动。当日，小朋友在家长的陪同

下走进合肥市科技馆，体验科普

设备、学习科学知识、感受科技

魅力。

通讯员 陈三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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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在合肥隆重举行
本报讯（通讯员 郑言 朱胜利）9月20日上

午，2022世界制造业大会开幕式暨主旨论坛在

合肥隆重举行。省委书记郑栅洁致辞，省委副书

记、省长王清宪主持。

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成员、副部长王江平，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长张为分别致辞。全球中小

企业联盟全球主席克里斯蒂安·武尔夫，商务部

党组副书记、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

文，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林松添发来视频

致辞。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委员、副主任赵世堂，

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省

政协主席唐良智，省委常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

府、省政协负责同志出席。

郑栅洁在致辞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世

界制造业大会非常关心，2019年亲致贺信，让我

们倍受鼓舞、倍感温暖。我们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

总书记的重要贺信精神，不断拓展大会内涵，增

强办会实效，展示制造成果，世界制造业大会的

影响力越来越大、联动性越来越强、带动力越来

越足。回首走过的路，制造业的发展很精彩；远

眺前行的路，制造业的明天更美好；走好当下的

路，我们愿与大家携手推动制造业提质扩量增

效，共同面向制造业的“星辰大海”。安徽将努力

做到“五个坚持”，一是坚持把创新作为最新动

力，把科技创新作为栽树工程，以基础研究引领

应用研究，以应用研究倒逼基础研究，推动前沿

科技研发“沿途下蛋”，加快推动科技成果产业

化。二是坚持把数字赋能作为最关键举措，做强

数字经济，做优工业互联网平台，培育一批专精

特新和单打冠军企业，加快推动产业转型升级。

三是坚持把深化改革作为最大红利，推进要素市

场化配置，深化“亩均论英雄”改革，加快推动产

业集约高效发展。四是坚持把扩大开放作为最

鲜明标识，全面提升安徽自贸区投资贸易便利化

水平，支持企业走出去、引进来，加快提升产业国

际竞争力和影响力。五是坚持把营商环境作为

最响亮的品牌，以改进工作作风为突破口，为民

办实事、为企优环境，加快培育更多的产业主体。

干制造业真心不容易，持之以恒干制造业更是不

容易。期待大家在这里共谋制造业大发展、凝聚

制造业发展新共识、达成更深更广更多合作；热忱

欢迎海内外英才和企业来皖创新创业、投资发展，

共同谱写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以优异

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下转二版）

多措并举推动大科普工作格局加快形成
大科普时代正加速到来。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树立大科普理念，构建政

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并明确提出

“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科普格局加快形成”的发展目标。

为何要强调树立大科普理念？怎样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

大科普格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给出解答。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科

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科普工作覆盖了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教育文

化、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有关部门、企业、学校及科研机构、广大科技

工作者乃至每个公民都有密切关系，需要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共同完成。

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科院院士周忠和看来，大科

普格局的形成，是实现202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过15%、

2035年达到25%具体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开始使用‘大科普’概念是1990年以后，随着国际科

普理念传入中国和‘大科学’概念逐步被接受而出现的。”中国科

协培训和人才服务中心副研究员牛桂芹曾做过有关大科普概念

的相关研究。她介绍，2000 年以后，尤其是 2005 年以后，随着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的深入实施和《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2016—2020年）》的发布，不仅“大科

普”文献增多，而且实践层面在政策推动下也取得较快发展。

事实上，构建大科普工作格局一直是近年来我国科普事业

努力的方向。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技术普及司司长吴远彬介

绍，首先，科普的法规、政策及协同工作体系日趋完善，国家有科

普法，全国29个省（区、市）先后制定了科普条例或者实施办法，

国家层面也出台了科普发展的相关规划和政策。同时，科技部

牵头建立了由41个部门组成的全国科普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各

地方依据有关条例建立了相应的科普工作协调制度。“这些政策

法规、工作体系是我们做好科普工作的重要保障。”吴远彬说。

此外，我国科普事业的保障能力不断增强。近年来特别是

党的十八大以来，财政投入稳步增长，年均增长8.16%，而且支出

结构也逐步优化；科普人员规模逐渐扩大；科普传播的内容和形

式日渐丰富，科普产品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提升。全社会

共同参与、各部门协同联动的科普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在此基础上，《意见》为下一步工作指明了方向。王志刚认

为，为构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信息化支撑、市场化运行的大科

普工作格局，《意见》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持续完善科普

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科普工作统筹协调；二是不断强化关键部门

的主体责任，《意见》对科普工作的6类关键部门作出明确要求；

三是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公民的积极性。

“《意见》强调树立大科普理念，从整体上为新时代谋划科普高

质量发展明确了路径。”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认为，大科普强化党委和政府、科协、学校和

科研机构、企业、媒体等各主体的科普责任，强调协同联动和资源共

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把科

学普及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环节，对于推进科普工作向纵

深发展，完善现代化创新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说，中国科协将动员各方力量积极

参与科普工作，发挥好中国公众科学素质促进联合体、中国科技

文化场馆联合体、中国企业公益科普联合倡议等机制作用，探索

科普基金、科普奖项、联合公益行动等新措施。组织各级科协、学

会积极打造地方行业社会化科普平台，构建多元化投入机制。

“《意见》面向未来，强调科普工作一定要服务大局，要推动科

普工作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各环节，这就要求必须加强协同

联动和资源共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

发展格局。”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副主任陈宝明研

究员说，“科普要服务全社会，发展科普事业也是全社会的责任。”

“大科普格局的形成是目标，也是手段，终极目标还是为了

提升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形成全社会尊重科学、崇尚科学的

氛围。大科普格局的形成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伟大使

命。”周忠和认为，只有全社会在认识上自觉拧成一股绳，才能在

现实中化为强大的行动力，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的目标奠定坚实的基础。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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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世界 创造美好

郑栅洁等致辞 武尔夫等视频致辞 王清宪主持 唐良智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