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月15日，在位

于合肥市庐江高新

区的合肥众禾动力

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生产车间里，员工

正 在 赶 制 订 单 产

品。庐江县围绕龙

头企业通过产业链

招商、基金招商、以

商招商不断招大引

强，持续推进新能源

电 池 材 料 产 业“ 强

链 、补 链 、固 链 、延

链”。目前，庐江县

新材料特色产业集

群（基地）已拥有规

上企业33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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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5日下午，省委书记韩俊在合肥与出

席第六届安徽院士创新发展会议的院士举行工

作会谈。省领导张韵声、张红文、任清华参加。

韩俊代表省委、省政府对各位院士的到来

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安徽发展的关

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近年来，我们以打造科

技强省为目标，以高水平创新型省份建设为旗

帜性抓手，一体推进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

自强、人才引领驱动，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取得

新优势，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新质生产

力不断壮大。院士是国家的宝贵财富，希望各

位院士进一步深化与安徽的合作，通过设立新

型研发机构、院士工作站等方式，联合承担国

家科技重大项目，携手攻克一批“卡脖子”难题，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来皖转化落地，帮助引进培

养更多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助力安徽打造

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我们将全

力当好“后勤部长”，让各位院士专家和各类人

才在安徽潜心科研、安心创业、舒心生活。

何多慧、杜江峰、施蕴渝、陈鲸、袁亮、王运

敏、俞汉青、张久俊、吴信东、陆亚林、金双根、

方明、谷俊杰、熊健等院士表示，安徽科技实力

强，创新活跃强劲，将充分发挥专业所长，积极

对接安徽发展所需，在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

果转化、产业转型升级、人才引进培养等方面

深化合作，为安徽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此次会议以“创新引领绿色发展 科技赋能

美丽安徽”为主题，省领导张红文、韩军出席开

幕式并为关键共性技术（高速电机）联合创新

转化中心揭牌，多名相关领域院士、专家围绕

“双碳”战略、产业升级等开展交流研讨。

（宗禾 安徽日报记者 朱胜利）

最近，“信息差”成为很多人挂在嘴边的

一个词语。所谓信息差，主要是指信息的不

对称。这种不对称会导致信息的发出方和接

收方在获取、处理和理解信息时出现差异，导

致误解、沟通障碍、决策偏差等问题。从一定

程度上来说，对信息的占有就意味着拥有某

种权力，所以我们需要打破、弥合信息差。对

于科普工作者来说，做科普主要是对信息差

进行弥合吗？弥合信息差是做科普的主要目

的吗？

对于第一个问题，个人的观点是科普在

某种程度上是弥合信息差，而弥合信息差未

必就是科普。从科普从业者和科普内容这两

个维度来说，科普工作就是包括科研人员在

内的从业者将科学共同体中生产出来的科学

知识、形成的科学方法、传承的科学精神，以

及塑造的科学理性，通过一定的形式和渠道

传播给公众。

这必然离不开“科学”。一方面是对科学

内容进行的传播，另外一方面则是用科学的

方法来传播科学。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

本身价值的大小，更取决于它是否被传播以

及传播的广度和深度。对于公众来说，他们

未必熟悉和了解科研人员所掌握的某些科学

知识，因而需要通过科普的方式进行传播和

扩散，而这确实是某种形式的信息差。

但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经常看到某

些冠以“科普”的名义实则行非科普之实的情

况。比如，某些主播假科普、真带货，对网络

游戏中的人物及装备的解释也贴上“科普”的

标签。虽然这也是对信息差的某种弥合，但

是并非真正的科普，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

科普的泛化。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

工作的意见》要求，推动科普全面融入经济、

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大科

普格局的要求也推动科普要从各方面的需求

和信息差出发，深度整合与融合相关内容，实

现信息的有效触达，进而产生一定的影响和

实现价值。

对于第二个问题，个人认为，科普不能仅

仅停留在信息差的层面上。当前我们正在倡

导科普要从“知识补课”转向“价值引领”，因

而科普不能单纯地满足公众的知识需求，这

不仅仅是因为知识和信息的产生可以用海量

来形容，还因为知识和信息是“固化”的。而

对于科普来说，我们需要超越知识的层面去

做更深度的传播，不仅要告诉公众“科学是什

么”，还要启发他们去思考“科学为什么”，而

科普从业者也应做出改变，从追求科普的有

效性转向追求科普的负责任。

如果科普仅仅停留在弥合信息差的层次

上，那么这种科普也仅仅是“授人以鱼”，而非

“授人以渔”。因为，只有科学“思想”方能“满

足精神上的需求”，因而科普不仅仅是科学知

识的传播与扩散。如今，人们亟须提升科学

思维能力，因为只有具备科学方法才能快速

有效地处理日常出现的问题。早在 1951 年

就有学者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让政府官

员、商人以及其他所有人更好地理解科学，包

括科学结果、基础研究的本质和重要性、科学

方法和科学精神，是十分必要的。

因此，信息差为科普从业者和科普内容

的生产与传播提供了某种“生态位”，但是，科

普不能仅仅流于弥合信息差，而是要注重科

学方法的传播与普及。

（作者系中国科普研究所副研究员，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

科普不能仅满足于弥合“信息差”
□ 王大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