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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着初夏的徐风，穿过波光粼粼、景色宜

人的董铺水库，记者来到位于合肥市西郊的

“科学岛”上，这里是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所在地。行走在绿树成荫的道路旁，不同于

以往的宁静与祥和，今天的岛上多了份热闹与

喧嚣。5月18日——19日是“中国科学院第二

十届公众科学日”，为进一步助力提升公民科

学素养，展示我国优异科研成果，合肥市物质

研究院各科研单位及相关部门积极响应政策

号召，举办了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2024年“公众科学日”活动。活动期间，人们不

仅能零距离接触“人造太阳”等领先世界的“大

国重器”，还可以走进研究院各种先进的实验

室内同科学家们面对面交流，打破固有的认知

“结界”，让大众印象中神秘莫测的科学世界

“触手可及”。

“大国重器”咫尺眼前

“从没想到在新闻里才能看到的‘人造太

阳’——托卡马克竟然真的在现实中看到了，

真令人震撼！”5月18日上午9点，在中国科学

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内，全世界首台全超

导非圆截面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前围满

了参观者。“作为‘科学岛’上当之无愧的‘大

明星’，托卡马克承载着老一辈科学家们的心

血和汗水，几十年来，超过万人次的科研工作

者在这里辛勤地工作，只为一个‘太阳梦’，这

样执着无私的科学精神值得我们后辈学习和

敬佩……”站在装置前，人们被眼前硕大的托

卡马克装置震惊感叹之余，也都认真聆听讲

解员的介绍。此外，为了更好吸收这些知识，

在研究所外还专门设立了“科学明星认证

站”，只要答对相关科学知识就能获得明信片

作为奖励。

除了托卡马克之外，科学岛上的稳态强磁

场实验装置同样吸引了大批游客。“磁场越

强，越有助于探明物质的内部结构，我们的装

置自2017年投入使用以来，已经为国内外许

多科教机构提供实验条件，为科研人员在物

理、化学、材料等领域开展前沿研究贡献重要

力量。”来到强磁场

科学中心，讲解员正

在稳态强磁场实验

装置模型前耐心地

向 参 观 者 进 行 科

普。“虽然这些科学

知识对于孩子来说

还有些深奥，难以理

解，但是通过这种实

地探索的方式，能够

让他进行主动学习，

更有利于加深孩子

对于这些科学知识

的了解。”参观者蔡

冬冬向记者说道。

像蔡先生这样的家

长还有很多，现场除

了讲解以外，在中心

大厅内还设有磁力

线演示实验台，各类

磁力装置受到了许多幼儿孩童的欢迎，他们

纷纷上前试玩体验，感受科学的无穷魅力。

科学实验引人入胜

你是否幻想过科学家们的日常工作是怎

样的？他们的实验室又长啥样？当天，科学岛

内的微结构分析实验室、表面增强拉曼光谱实

验室以及核能安全所仿真实验室都对外敞开

大门，游客们不仅能实地参观相关仪器设备及

检测过程，还可以亲自参与特色科普活动了解

其中的科学原理。

“老师，我想试一下！”只要搓搓手就能

发电的仪器、模拟火山爆发、彩虹风暴……

在固体所一楼大厅各类实验台前，现场排起

了长队，简单有趣的科学小实验依次上演，

赢得了孩子们的青睐，在讲解员的引导下，

他们依次观赏和体验相关科学实验，神奇的

科学现象也让他们发出惊叹和掌声。与此

同时，在交叉科研楼的育种加速展厅内，前

沿先进的科学技术，同样受到不同年龄段观

众的喜爱。从植物的克隆技术到育种技术

再到粮食培育技术，实验台讲解员正在切割

植物的茎和叶放在面前的培养皿里向来往

游客科普植物的生长和繁殖过程。“我一直

对科学很感兴趣，平常喜欢看各种科学实验

小视频学习科学知识，今天来到科学家们工

作和生活的地方实地参观我感到很荣幸，是

一次珍贵的经历。”来自安庆路第三小学的

刘胤成向记者说道。数个神奇有趣的科学

实验轮番上演，为游客们呈现了一场场精彩

十足科普盛宴，让大朋友和小朋友们过了一

把“科学瘾”。

科研实验室、科普展厅、学术报告……从

科学展览到趣味互动，公众科学日不仅要有热

闹的氛围，更重要的是能激发群众尤其是学生

群体对于科技和科学的实践和向往。“今天来

参观的游客约有上万人次，很高兴能看到越来

越多的人主动走进科学世界，学习科学知识。”

来自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的相关

负责人表示，“传播科学知识是科研人员重要

的责任和使命之一，我们希望通过此次活动可

以鼓励和引导市民群众以更专业的方式拥抱

科技、走进科技、掌握科技。通过搭建公众参

与科学的广阔互动平台，让本届公众科学日更

具‘人气’，也更接‘地气’。”

（全媒体记者 黄文静）

在强磁场科学中心，孩子们正在体验磁力线相关科学实验装置。

在育种加速器展厅，讲解员正在向游客科普农作物育种知识。

打破“结界”硬核科普带您身临“器”境
——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2024年“公众科学日”活动成功举办

日前，省文化和旅游厅印发

《皖 北 文 旅 融 合 发 展 圈 规 划

（2023—2027年）》，提出淮南武

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拟建4A级

特色旅游景区。

2023年7月，省委、省政府高

规格召开全省旅游高质量发展大会，出台《关于深化文旅融合

彰显徽风皖韵加快建设高品质旅游强省的意见》，提出构建

“一区三圈四带”总体发展格局，其中皖北文旅融合发展圈为

重要一圈。

武王墩墓位于淮南市田家庵区三和镇，是迄今经过科学

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结构最复杂的楚国高等级墓葬。

专家认为，墓主基本锁定战国时期的楚考烈王。2022年，武王

墩墓入选安徽省首批省级考古遗址公园。

皖北文旅融合发展圈以“风情淮河·传奇皖北”为总体形

象，构建“一环三带十区”布局，淮南“寿县古城—武王墩—八

公山”楚汉文化旅游区为十大文化旅游集聚区之一。我省将

高标准建设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构建多元文化展示体系，

并推动考古遗址公园向旅游景区转型，增强自身“造血功能”。

根据《规划》，淮南市定位“楚风汉韵，山水淮南”文旅品

牌，建设淮南市博物馆、淮南市文化艺术中心、安徽楚文化博

物馆、春申里文旅休闲街区等文化会客厅，打造寿县“楚韵寿

春城”等重点节庆。同时，依托楚汉文化，积极开发相关研学

旅游课程。

目前，淮南市积极推进武王墩墓考古遗址公园规划建

设，已经制定《武王墩保护管理规划（2023年—2035年）》《武

王墩考古遗址公园规划（2023年—2035年）》，以可持续的站

位推动武王墩保护管理和利用发展。同时，组建淮南市文物

考古研究所，并正在谋划组建武王墩遗址公园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安徽日报记者 张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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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行文化中国行
5月18日，第八届中国系统科

学大会在芜湖开幕，来自全国高校

的1200余名专家学者交流研讨、

集智攻关，共话系统科学最新发展

动态。

本届中国系统科学大会由上

海系统科学研究院、中国系统科学

大会指导委员会主办，安徽工程大

学承办。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系统科

学大会主席郭雷指出，随着全球

化、信息化、大数据、智能化发展

和“四新”建设的不断深入，系统

科学的发展为传统学科发展带来

了新的视角和手段，创造学科交

叉融合的新模式，服务高质量人

才培养。

复杂的系统科学已成为科学

技术发展的前沿。此次大会立足

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需要，推动系

统科学研究更加广泛深入开展，用

科技创新为新质生产力“蓄势赋

能”，为安徽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强劲推动力、支撑力。

中国系统科学大会是国内

系统科学领域最具影响力及权

威性的学术交流平台，对系统科

学研究新方向新领域具有重要

作用。

（安徽日报记者 阮孟玥）

第八届中国系统科学大会在芜湖举行

5月17日上午，团省委、省教

育厅、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省科协、省社科院、省学联、华安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创新馆联合

主办的“永不落幕的挑战杯”青年

科技创新阵地揭牌仪式在安徽创

新馆举行。活动现场，50余支“挑

战杯”项目主要负责人，在肥高校

师生代表等共计260余人参加。

展馆坐落于安徽创新馆2号

馆，展览内容丰富，包括“挑战杯”

的介绍、省赛回顾、优秀作品及孵

化企业等。来自全省 19 所高校

34件“挑战杯”高等次奖项实物作

品参与此次展示。

活动现场，颁发第十八届“挑

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证书，发布第十一届“挑

战杯·华安证券”安徽省大学生创

业计划竞赛主题口号、会徽、吉祥

物，并为“永不落幕的挑战杯”青

年科技创新阵地揭牌。

此前，团省委、省学联面向在

肥直属高校招募选拔32名志愿讲

解员，成立安徽共青团大学生科技

创新志愿服务队，负责“永不落幕

的挑战杯”青年科技创新阵地、安

徽共青团大学生科技创新系列活

动的志愿服务工作。

（安徽日报记者 班慧）

青年科技创新阵地揭牌
安徽共青团大学生科技创新志愿服务队已于此前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