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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台县城关镇人民政府：

普及科学知识 积蓄发展力量

潜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

科普传承非遗 千年窑火更旺

凤台县城关镇地处淮河之滨，全镇辖23个

社区，素有“淮上明珠”之誉，是全县的政治、经

济、文化、科技中心。为促进科普事业发展，提

高公民科学素质，培养科学文化精神，城关镇

积极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通过

普及科学知识、传输科学方法、弘扬科学家精

神等一系列措施，营造全镇爱科学、学科学、用

科学的良好氛围，为本地群众科学素养的提升

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强化组织领导 推进科普覆盖

城关镇党委始终重视科普工作，成立了以

镇党委书记为组长，副书记为副组长，镇党委

班子成员、各部门负责人及社区党组织书记为

成员的城关镇科普工作领导小组。同时，该镇

将科普工作纳入年度工作计划，要求各支部在

“三会一课”中，突出科普工作的政治属性，并

在党员活动日中体现出来；利用全国科普日、

科技活动周、食品安全宣传周、全国防灾减灾

日等时间节点，开展科普知识讲座、科普宣传、

科普志愿服务等活动，并在年底述职报告中体

现出来，作为考核的重要依据。

近年来，城关镇科技科普志愿服务队共注

册23支队伍，科技志愿服务队自成立以来，不断

推动志愿者开展活动，力争每年更高频次地开展

科普教育，现志愿者人数已达1000余人。

强化宣传引导 激发科普活力

城关镇扎实推进科普中国信息员队伍建

设，传播优质科普资源，努力推动“科普中国”

品牌的落地应用，为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提

高公民科学素质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截至

目前，全镇注册成为科普信息员1178名，通过

“科普中国”App线上分享科学知识50000余

次，发放科普宣传挂图、宣传册、折页等资料万

余份。

通过组织基层志愿服务队和志愿者在“科

技志愿服务”平台进行实名认证，并结合重要

科普工作制定全年志愿服务活动计划，城关镇

实现了志愿服务的可视、可控化管理。此外，城

关镇高度重视志愿者的能力素质提升，加强对科

技志愿者的教育培训，不断推进志愿服务上档

次、上水平，增强科技志愿者的归属感和志愿服

务对象的获得感，促进服务良性循环。一系列行

之有效的举措打通了城关镇科普传播“最后一公

里”，促进了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整合多方资源 擦亮科普品牌

城关镇通过开展丰富多彩、形式多样的科

学普及教育活动，宣传科学观念，普及科学知

识，让科学思想在社区广泛传播，在群众心中

深深扎根。近年来，城关镇科技志愿服务队结

合实际情况共开展了2800余场主题志愿服务。

此外，城关镇还多次组织消防知识培训和

消防应急预案实战演练，通过应急演练加深了

居民对消防安全知识的理解，提升了正确使用

消防器材的实战技能，使居民们了解了如何应

对突发的紧急情况，实现了“科学、安全、有序、

快速”应对火灾事故的目标。在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期间，城关镇科技志愿服务者迎“疫”而

上，争当科学防疫先锋，线上线下防疫科普齐

发力，充分利用新时代文明实践站的阵地资源

及居民微信群、朋友圈等多种平台，分享推送

科学防疫知识。

为了增强辖区居民防震减灾意识，提升群

众自护自救能力，结合“全国综合减灾示范社

区”创建工作，5月12日，城关镇和谐家园社区

邀请凤台县地震局为社区工作人员和科普志

愿者以及辖区青少年放映地震知识影片，传授

防灾减灾技能。通过这次生动的防灾减灾科

普宣传，大家纷纷表示受益匪浅。下一步，城

关镇将继续开展此类培训活动，提升社区工作

者及居民的应急救护能力，为构建安全、和谐、

幸福的社区贡献力量。

接下来，城关镇将以信心凝聚力量，用实

干谱写新章，持续加强科普能力建设，发挥科

普示范单位的示范带动作用，扎实工作、奋力

创新，通过完善科普工作组织实施、基础设施、

条件保障等体系，加强科普工作的政策支撑、

经费投入、社会动员和考核激励，进一步提高

全民科学素质，助推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为弘

扬科学精神，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点亮百姓生

活作出更大贡献。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实习生 许昕悦）

在潜山市有一处有着六千年制陶史的地

方，那就是痘姆乡。这里不仅可以展示国家级非

遗痘姆陶器烧制技艺，还拥有市级非遗痘姆龙窑

柴烧技艺。潜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就坐落在

这里。一直以来，该公司在安庆市科协、潜山市

科协的指导下开展工作，将科普工作与生产工作

同谋划、同部署、同推进，常态化免费向公众开

放。公司统筹安排科普经费，把科普作为企业负

责人和岗位负责人业绩考核的重要内容，重点围

绕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移风易俗、陶艺教学、中

小学生研学等，开展产学研游和科普教育活动，

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推广科学技术应

用，为推动科普事业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

完善体验设施 打造科普阵地

潜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拥有国内罕见

的百米古龙窑一座，传统手工制陶作坊面积

4500平方米。公司累计投资800余万元，建成

了陶宝馆、窑宝馆、陶艺体验馆、大师工作室、

国际陶艺馆等生产、文化、旅游、科普、研学融

合型场馆，常年向公众免费开放。除了丰富硬

件设施之外，公司还上线了导览系统、广播系

统、小程序讲解系统，完善陶艺体验设施，有效

突出项目完整性、直观性和展示度。

如何让传统技艺在新时代“活”起来，吸引

更多的人去传承推广，是潜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

司思考的重要问题。公司加速适用技术创新和

新技术产业化，完成“龙窑‘四季烧’技改”和“气

孔调制窑变肌理”专项研究，实现突破性带动作

用。同时，公司加大排产力度，提高产销量，开发

“只有痘姆”陶煲、“天柱物语”茶具、“古器印象”

餐具、“烟火长歌”香器、“火浴”景观陶器和“手

‘皖’手”系列特色伴手礼以及“言途拾遗”优质研

学体验科普课程，使产品和服务更趋多元，传承

载体更加丰富，受众群体更加多元。

深化产教融合 做好科普传播

公司充分发挥痘姆古陶专家技师联盟工作

站和产学研合作院校作用，柔性引进3位艺术家

驻场辅导，深化痘姆陶研究。目前，公司已建成

涂胜友、黄成红、程柏全非遗传承人科普工作

室。同时，该公司加强中青年人才培养，提升传

承人和科普志愿者“动手能做、张口能说、见客能

讲、提笔能写”的综合能力，使科普服务水平和能

力持续提升。

此外，公司还充分利用多种媒体、多种方

式做好对外传播，摄制《痘姆陶叙》《这“礼”是

痘姆》《“域见”非遗》《守艺·手艺》《醒来的古

陶》等科普宣教视频，展现痘姆古陶文化；运用

文图影像等方式，围绕“双碳”、青少年科技教

育、非遗保护传承等，结合网站、微博、抖音、视

频号等融媒体，展开“一次采集、多元传播”的

矩阵化宣传，达到“广播中有声、电视中有影、

报刊中有文、网络中有言”的成效。

结合多方力量 开展科普研学

在安庆市科协和潜山市科协的支持和指导

下，潜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坚持把党建与科普

融合发展，成立科技志愿服务队，全体党员和职

工立足科普特色，融入老字号创建、陶艺教学、研

学体验和非遗宣传等内容，先后举办了“痘姆古

陶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与泥有约·我型我塑’青

少年陶艺科普”等研学科普活动200余场次，接

待了38个国家和地区42万人次前来观摩交

流。多主体参与、多价值实现、多形式传承、多平

台展示的“见人见物见生活”科普实践已融入了

日常，在促进公众尤其是青少年学生认识科学、

关注和参与科技活动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形式

多样的科普活动多次受到学习强国、中央电视

台、《中国旅游报》、安徽电视台等媒体报道。

匠心守艺，创新谋变，千年窑火今更旺。

下一步，潜山市天柱陶瓷有限公司将发挥传承

基地的科普作用，积极开展非遗宣传、教学与

传播活动，推动保护传承与产业融合，为弘扬

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乡村振兴发挥更大的作

用。 （朱星儒）

蒙城县坛城镇中心小学：

科教玩出新花样 科技少年科创忙
“五、四、三、二、一，发射……”随着学生按下

发射键，火箭拔地而起，直冲云霄，“噗”，伴随着

降落伞的打开，火箭缓缓下降，此时，师生们爆发

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这是蒙城县坛城镇中

心小学航模社团每周都要进行的训练情景。坛

城镇中心小学作为安徽省科普示范单位，一直以

来非常重视学生的科普教育工作。近年来，学校

团结奋进，开拓进取，结合“双减”工作创新举措，

带领校内学生在安徽省航天航空模型大赛、机器

人大赛以及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屡创佳绩，奋

力书写坛城教育新篇章。

点燃孩子心灵的“智慧火花”

蒙城县坛城镇中心小学占地面积83亩，在

校学生1700多人，教师79人。一直以来，学校

十分重视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积极组织有科

技特长的老师参加县、市、省级科技教育培训，

主动成立科技社团并开展多种活动，组织学生

参加县、市级各类科技比赛。学校有中级科技

辅导员1人，兼职科技辅导员8人，科技志愿者

5人。强大的师资力量以及严谨的治学态度让

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浸润在浓厚的学习氛围

之中。

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让我们看到了从

神舟飞船载人飞天，到杂交水稻的突破，再到

如今国家科技现代化欣欣向荣，蒸蒸日上，无

不彰显着人才就是强国之基石，科教要从娃娃

抓起。为了进一步培养学生们学科学、爱科

学、用科学的热情，校方投入大量资金，建设了

科普活动室、无人机社团活动室、遥控纸飞机

社团活动室、航空航天模型制作室、人工智能

机器人社团活动室、“科技馆里的科学课”教室

等多样化的科教设施，并根据老师特长依托这

些平台开创科技社团，以满足学生不同方向的

兴趣爱好，让他们能尽情挖掘自身无穷的创新

能力，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点燃了他们心中

科技报国的伟大理想。

建设优质完善的科教平台

育时代新人，扬科教新风。蒙城县坛城镇

中心小学的科普活动室设有展品15件，拥有科

普图书300余册，每周二和周四面向全体学生

全天开放，学生们可以在老师的带领下集体参

观体验，并安排科技辅导员讲解示范。建成半

年来，该活动室共接待学生40余场近2000人

次。无人机社团、航空航天模型社团、遥控纸

飞机社团、人工智能机器人社团配合学校“双

减”工作开展活动，每周均有1至3课时的集中

活动，参与人数根据学生报名情况，每个社团

有8至24人不等。自科技社团开展活动两年

来，共培养科技特长学生百余人，参加省航天

航空模型大赛8人次获奖，省机器人竞赛2人

获奖，省科技创新大赛2人获奖；参加市级各类

科技比赛近30人次获奖。

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唯担当。今

年，学校又递交了“科技馆里的科学课”试点学

校申请，为今后的科普工作又添一抹亮色。为

了更好地开展青少年科普教育工作，学校还组

织师生参加科普讲座活动，邀请校内外专家或

辅导员为学生讲授前沿科技知识，传授简单有

效、易于操作的科技创新方法。尤其在“科普

日”活动期间，学校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科普宣

传和展示活动，大大激发了学生学科学、爱科

学、用科学的热情，崇尚科学、热爱创新的学习

精神在校内蔚然成风。

少年梦即中国梦，少年强则国强。作为一

所农村小学，让孩子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城市

里才可能拥有的科技教育资源，这对于坛城镇

中心小学的孩子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幸福。下

一步，学校将继续加大科普教育力度，充实科

普活动室展品，培养更多的科技辅导员，更重

视《科学》课程的教学和考评工作，拓展本校科

技社团服务范围，争取吸收更多的学生参与活

动。凭借中心小学特有的资源优势区位优势，

同时，联合蒙城县科协积极为全镇的青少年科

技教育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持，为全县的农村学

校科普教育工作树立更好的示范作用，让更多

祖国未来之花，插上科技的翅膀，在广阔的天

地施展才华。

（全媒体记者 李伟黄文静 通讯员 王云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