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新华社记者温竞华

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在提速。

11月4日，科学技术普及法修订草案
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这是
科学技术普及法自2002年公布施行以来
的首次修订。

科普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
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创新体系的重
要组成部分。

现行科学技术普及法颁布以来，对促
进科学技术普及、提高公民科学文化素
质、推动创新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从2003年的
1.98%提升至2023年的14.14%，全球创
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
2024年的第11位。

科技部部长阴和俊在向常委会会议
作修订草案说明时介绍，随着我国进入新
发展阶段，科普事业还存在对科普工作重
要性认识不够、主动性不强，高质量科普
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科普队伍建设滞
后，科普基础设施较为薄弱等问题，有必
要修改现行科学技术普及法。

修订草案主要有哪些变化？
修订草案聚焦科普发展中的突出问

题，优化创新制度，完善体制机制，新增

“科普活动”和“科普人员”两章，从现行的
6章34条增加到8章60条，主要包括明确
科普的总体要求和目标方向、强化科普社
会责任、促进科普活动、加强科普队伍建
设、强化保障措施等内容。

需要注意的是，草案所指的“科普活
动”不是指实践中举办的具体“活动”，而
是指完成科普职能的所有动作的总和。

——推进高水平科学教育，培养高素
质创新大军。

科学教育是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
人才强国的重要任务。只有推进高水平科
学教育，自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高素质科技人才，才能实现国家科技进步。

科技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
培训处处长、研究员彭春燕指出，草案把
科学教育作为科普一项重要内容，明确了
各类教育机构的科普责任，将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想象力作为素质教育重要内容，
把弘扬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精神贯穿于教
育全过程。

草案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科普责任进
行了细化，如：高等学校应当发挥科教资
源优势，开设科技相关通识课程，开展科
研诚信和科技伦理教育。中小学校应当
完善科学教育课程和实践活动，激发学生
科学兴趣，培养科学思维、创新意识和创
新能力。学前教育机构应当根据学前儿

童年龄特点和身心发展规律，加强科学启
蒙教育，培育、保护好奇心和探索意识。

——强化全社会科普责任，推动科普
产业化。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当前，我国
科普事业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全社会科普投
入不足，迫切需要健全政府、社会、市场等协
同推进、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科普格局。

草案明确，国家发展科普产业，推动
科普公共服务市场化，鼓励兴办科普企
业，促进科普与文化、旅游、体育、卫生健
康、农业、生态环保等产业融合发展。国
家支持科普产品和服务研究开发，提升科
普原创能力，依法保护科普成果知识产
权。鼓励企业将自身科技资源转化为科
普资源，向公众开放实验室、生产线等科
研、生产设施。

“经过多年发展和探索，我国科普公
益性服务与市场化、产业化逐步融合，越
来越多的企业参与科普活动。草案围绕
通过产业融合实现科普产业快速发展、提
升科普产业发展的质量、明确企业的科普
责任等方面作出规定，有助于推动科普产
业发展。”彭春燕说。

——壮大科普人才队伍，释放“第一
资源”效能。

从深耕科普的院士大咖、科研骨干到
扎根乡村的科普教师、科技志愿者，近年

来，越来越多的科技人员主动向公众传播
前沿科学知识、提供科普服务，我国科普
人员队伍呈现出多元化发展态势。

最新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科普人
员达199.67万人，其中超过八成为科普兼
职人员。必须进一步提高科普人员素质，
加强科普人才储备，为开展科普活动提供
有力保障。

为此，草案新增了“科普人员”一章，围
绕建立专业化科普工作人员队伍，鼓励和
支持老年科学技术人员积极参与科普工
作，支持有条件的高等学校、职业学校设置
和完善科普相关学科和专业，完善科普志
愿服务制度和工作体系等内容作出规定。

与此同时，草案对健全科普人员评
价、激励机制作出规定，鼓励相关单位建
立符合科普特点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等
评价制度。

“我们在调研中发现，科技工作者参
与科普的认同度高、意愿强，但由于实质
性的考核评价机制缺失，导致其行动力偏
弱，从科研到科普的链条不畅通。”彭春燕
说，这一规定直面问题核心，将极大增强
科研人员投身科普事业的动力。

筑牢大国科普基石！以法治护航，新
时代科普工作将为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发展、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
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新华社北京电）

科学技术普及法施行以来首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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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牢大国科普基石

位于合肥滨湖科学城大科学装置集中区的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园区（BEST）项目正在加
紧施工中。BEST装置将在人造太阳之称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EAST)基础上，首次
演示聚变能发电，并将率先建成世界首个聚变能发电实验装置。这将对探索未来的聚变堆前沿
物理问题，提升核聚变能源经济性、可行性，加快实现聚变发电具有重要意义。 王世保 摄

紧凑型聚变能实验装置园区
（BEST）项目建设如火如荼

2024年“高质量发展调研行”
安徽主题采访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