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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向青少年普及绿色能源知识，

提高其保护环境、珍惜资源意识，弘扬科学精

神，3月28日，安徽省科技馆响应2024年现代

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以“珍爱资源”为主题，

走进合肥市包河区外国语实验中学开展安徽

专场进校园活动。“地球科学”科普课堂、一探

究竟科学课《追风逐电》、科学实验秀等精彩

的科技活动，为全校400余名师生送上了三月

的科普春风。

活动中，安徽省科技志愿服务专家团、安

徽省地震局机关党委副书记刘涌梅为学生作

“防震减灾 携手同行”主题科普讲座。授课过

程中，刘涌梅从地震的成因、我国地震灾害情

况以及遭遇地震如何做好自我保护等多个角

度，系统阐述了防震避险科普知识，并通过现

场问答等形式，围绕大家关注的地震安全知识

与师生进行互动交流。

你见过直立旋转的车轮吗？一根棉绳，

一架车轮，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活动中，安

徽省科技馆志愿者向青少年们讲解了角动量

守恒原理，并且利用角动量守恒，让陀螺在一

根细细的绳上高速旋转。学生们叹为观止，

纷纷上前志愿者互动。随后，安徽省科技馆

志愿者与同学们通过“陀螺”“转椅”等一系列

的互动小实验，让青少年们在动手参与中，了

解角动量是如何守恒的，见证角动量守恒的

神奇之处。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

入竹万竿斜。”这首诗是唐代诗人李峤创作的

《风》。说到“风”，安徽省科技馆志愿者向同学

们询问他们对于风的直观感受。有的同学说

一年四季的风吹到身上的感受不一样，春天的

风很温和，夏天的风很热，秋天的风很凉爽，冬

天的风很刺骨。有的同学说到风的威力不一

样，有微风，狂风……安徽省科技馆志愿者夸

赞同学们在生活中观察得很仔细。接下来，通

过志愿者简明扼要的讲解以及生动的课件和

视频资料展示，同学们了解到了风力发电的独

特魅力——即如何将风的动力转换为电能

的。在活跃的课堂气氛中，通过提问和讨论，

学生们加深了对风力发电机工作原理的理解，

现场洋溢着探索知识的热情。

来到实验探究环节，同学们在安徽省科技

馆志愿者的带领下，认识了制作要用的零部

件。模型看似简单，但在拼接过程中还是需要

用到许多“巧劲”。先取出底座，将木板模具插

在底座上，手要掌握好力度，底座拼接时要注

意好方向。连接好马达和芯片，安装在模具

上，再将扇叶和灯泡分别套在马达和芯片上，

小朋友们眼神专注，仔细拼接，零件组合到位，

线路紧密缠绕。最终所有的小朋友在安徽省

科技馆志愿者的指导下、通过自己的勇敢尝试

及互相帮助下完成了作品，一个个简易的风力

发电装置展现在眼前。

可是怎么验证风力是否能发电呢？辅导

员让大家吹动风扇，奇迹发生了，随着风扇的

转动，灯泡亮了起来。最后是分享环节，同学

们争着分享自己的收获和经验，七年级汪洛依

同学激动地说，在此次活动中培养了自己的探

究、合作意识，让自己在日后的学习生活中受

益匪浅。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通过本次活

动，同学们了解了风力发电新能源，丰富了课

余生活，培养了环保意识，提高动手操作能力

和创新能力。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包河

区外国语实验中学许超老师表示，本次活动，

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科技盛宴，激发了学生探

索科学知识的热情，让科学的种子在同学们的

心里播种，这也是学校积极响应和落实国家

“双减”和“五育并举”的重要举措，今后，学校

将在此基础上积极丰富学生们的“科技课堂”，

点燃学生们的科学梦。 (全媒体记者 韩如意)

本报讯“叩门”深学先进经验，“蓄能”争

优比学赶超。3月18日-22日，宿州市科协主

席尤计富，副主席陈鸣带领四县一区科协主席

赴浙江四市考察学习，先后深入宁波科学探索

中心（科技馆）、周尧昆虫博物馆、绍兴科技馆、

嘉兴市梅花洲农业科普示范基地、湖州科技

馆、湖州太湖实验室、《典籍里的中国》陈列馆

等实地观摩，并就科普工作和科技馆建设进行

深入交流学习。

行一路、看一路、思一路，大家在学习中开

阔视野，在对比中找准差距，在交流中启迪思

路。

考察团一行首先参观了宁波市科学探索

中心，“宁波市科协充分发挥‘院士之乡’的资

源优势，两院院士的总数已达122位，以籍贯

计，数量居全国第一。以甬籍院士文化建设和

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研究基地建设为重要着

力点，以推动科学家精神见人见事见物、可亲

可感可学为目标，持续开展科学家精神弘扬平

台载体建设、文化内涵挖掘和宣传教育工作。”

宁波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施英在随后的座

谈会上谈到。

周尧昆虫博物馆是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首批浙江省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馆内

设有“昆虫学泰斗”“昆虫大世界”“缤纷昆虫世

界”等常设展厅，以实物、模型、多媒体互动、生

态活体养殖装置等展现奇妙自然生态。馆内

展现了周尧先生海外求学、回国抗日、潜身科

研的生平事迹及家国情怀和科学家精神；珍藏

了周尧先生捐赠的大批昆虫标本、手绘昆虫图

原稿和专著文献资料及其他实物。

“周尧昆虫博物馆在培育科学家精神教育

工作志愿者服务队伍，开展科学家精神系列教

育活动等方面成效显著，突出了周尧先生科学

家精神的教育功能，丰富了基地科学家精神思

想内涵和时代价值，让广大科技工作者、社会

公众特别是青少年群体在基地能开展沉浸式、

体验式、情景式学习，身临其境感悟科学家精

神、传承优良学风。”宁波市科协主席刘立群和

考察团一行边看边交流。

在绍兴科技馆，考察团一行先后参观了

“科技点亮生命”生物医药健康新质生产力科

普展，科学家精神、地球与生命、探索与发现等

展区，“绍兴籍院士”展区、“绍兴市院士科普工

作室”，还参观了“科学梦工场”特色实践教室，

座谈会上重点了解绍兴科普工作的先进经验

和科技馆运营管理情况。

嘉兴市梅花洲农业科普示范基地是浙江

省科普教育基地，在嘉兴市科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徐伟根带领下，参观基地开展科普情况，

随后就嘉兴科普工作主要做法进行座谈交流，

“市长奖如何评选？科普示范基地的认定和基

地特色如何结合？”泗县科协主席雷宇和埇桥

区科协主席丁友军分别就感兴趣的工作进行

请教。

湖州是考察学习最后一站，考察团一行走

进湖州科技馆、湖州太湖实验室、《典籍里的中

国》陈列馆，不时驻足观察展项展品，了解沉浸

式体验的传播互动方式，边看边交流。

湖州市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顾云飞

就湖州科协开展的“智行天下 赋能典范”专项

行动、“强化科普赋能，实施全民科普品质提升

计划”、“强化实干赋能，实施两跳两看争先创

优计划”等工作进行交流。

每到一处，考察团成员都认真学习请教，

互留联系方式，为今后深入学习以及加强合作

打下基础。

“对标先进找差距，学习标杆促提升，希望

大家要把所看所学所思转化为工作干劲和干

事激情，扎实提升科普服务能力。”尤计富说。

知不足而奋进，望远山而力行。考察团将以此

次观摩学习为契机，进一步增强“深学争优、敢

为争先、实干争效”的意识，认真学习借鉴浙江

四市的经验做法，加强联动合作，持续在科普

和科技馆建设上出真招实招硬招，努力为宿州

市科普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蓄力赋能。

外出考察取真经，学习借鉴谋发展。经过

五天时间紧张有序地考察、交流、学习，大家纷

纷表示提升了认知，拓宽了视野，俯拾仰取，收

获颇丰。下一步，宿州市科协将把学到的先进

经验落实到实际工作中，进一步增强科普服务

能力，加强科普创新，拓展特色科普阵地，开展

常态化科普活动，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作出更

大努力。 （全媒体记者 朱明刚）

2024年现代科技馆体系联合行动
“珍爱资源”主题科普活动安徽专场走进校园

3 月 24 日，在合肥市

科技馆黄山路馆区，小朋

友正在体验伯努利原理科

普设备、学习了解相关科

学知识。 当日正值周末，

不少家长带着小朋友走进

科技场馆，在增进亲子感

情的同时，培养青少年科

学素养、增强科学兴趣。

陈三虎 摄

宿州市科协赴浙江四市考察学习

本报讯 为解决农村老年人出行困

难、不方便就医的难题，同时也为广泛

开展健康知识和良好生活习惯科普活

动，3月22日，蒙城县科协积极组织蒙

城县中医药研究会及部分科普志愿者，

深入到小涧镇蔡海村开展科普惠民乡

村行活动之科普惠民义诊活动。

活动在蔡海村文化大礼堂举行，

由蒙城县科协主席代影主持，活动现

场，蒙城县中医药研究会会长王海进

行了健康知识和良好生活习惯科普宣

讲，用时还带领协会会员开展了义诊

活动。100多名群众参加了义诊活动，

现场共发放了健康科普宣传册 323

份，围裙、食用盐盒等科普宣传品211

份。经义诊后，现场共免费发放价值

3000余元的药品。

活动受到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

大家纷纷表示通过这样的活动，使他

们了解到更多健康、医疗知识，又享受

到送到家门口的免费诊治，这给年老

体弱行动不便的老年人带来了实实在

在好处。

据了解，蒙城县科协制定了年度科

普惠民乡村行计划，将会扎扎实实地开

展好科普惠民活动。

（宋士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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