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浙江省女科协受邀参加浙工大妇联与德清妇
联组织的主题为“助力科技兴业 彰显巾帼风采”的女科
学家与女企业家联谊会。由省女科协专家与浙工大女教
职工组成的女科学家代表团近120人参加本次活动。

女科学家一行首先赴德清欧诗曼珍珠博物院参观。
该博物院是国内首家以展示、宣传珍珠文化，推广中国
德清珍珠为核心，集展览与研究，宣传与娱乐，公共教
育与文化交流为一体的全球规模最大的专业珍珠博物
院。大家先后参观了序厅、起源馆、历史馆、文化馆、
科普馆、企业馆等六大核心展馆，通过讲解员绘声绘色
的讲解和多元化的展示手法，初步了解珍珠的由来、发
现历史、采集方法、养殖技术等内容，深刻体会到珍珠
所蕴含的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

随后女科学家一行前往德清阿沐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观。阿沐晨品牌创始人高晓光为大家介绍各种手工皂的
功效，传授手工皂的制作工艺。女科学家们根据功效用各
种原料、模具制作出一个个独具匠心的手工皂。

本次活动不仅增进了省女科协与浙工大妇联之间的
感情，也加强了科技人才与企业的交流，为以后彼此的
通力合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何湘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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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进台州学院椒江附属中学的那一刻，记者忍不住感
叹：“一点也看不出是农村学校的模样！”

4月的一个下午，台州学院椒江附属中学里一片欢腾：绿
意葱茏的校园里，操场的“飞机跑道”上传来了螺旋桨声、欢
笑声；教学楼里，AB分层走班的孩子们正兴趣盎然地在上着
课……

“现在，回流的学生越来越多了。”校长罗福林笑着说。
早些年想“舍近求远”把孩子送进城里上学的家长，现在总是
把“家门口就有信得过的好学校”挂在嘴边。

2020 年，由罗福林领衔的“农村学校初中 STEM 课程开
发的研究——以空气动力学STEM课程开发为例”获评台州
市年度“三长”示范项目。

挑战
从头部中学到农村学校

“我们学校的学生是很自信的，校园的学习氛围也很浓
郁。”罗福林指着学校的一处教学楼向记者自豪地说道。

2018 年，罗福林接到台州市椒江区教育局的调令，需要
离开由台州市直属管辖的白云中学副校长岗位，奔赴高铁新
区的台州学院椒江附属中学任校长职务。

白云中学在台州市属于头部初级中学，台州学院椒江附
属中学在台州属于农村学校。附中的前身是东山中学，后更
名为附中，具有典型的农村学校特点，地理位置偏、师资力量
薄弱、生源差。

罗福林告诉记者，接到调令时，自己的内心是有过犹豫
的。一方面是对附中的苛刻条件表示担忧，另一方面也是对
自己的能力产生质疑。在短暂的思想斗争后，罗福林还是毅
然决然地选择上任。

“以梦为马，不负韶华。我本来也就只是一个教书匠，组
织信任我，我更要相信组织，我相信我可以胜任附中校长的
工作，我要把附中的成绩带起来！”罗福林说。

实践
从“STEM”课程到“AB”走班

面对附中原有的种种现实条件，罗福林没有气馁。他积

浙江省测绘学会
获评全国优秀等级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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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科协
科技“红娘”牵线院企合作

浙江省第六批特级专家日前公布，浙江省“科技追
梦人”、大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总裁管志强入选。

管志强是首届全国有突出贡献爆破科技专家，长期
从事工程建设、矿山生产领域的爆破技术研究和应用，
主持过世界最大单体炼化基地—浙石化项目、世界最大
单体石油储备基地—岙山石油储存项目等多个重大项目
的爆破工程，取得过多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
果。曾获中国爆破行业科技进步特等奖 1 项、一等奖 6
项，主持的项目获评全国首个部级样板工程。

浙江省特级专家是浙江省设立的最高学术技术称
号，有“浙版院士”之称，每三年评选一次，参加评选
的对象为在自然科学基础研究 （含应用性基础研究） 领
域、工程科学技术及工程管理领域、哲学社会科学和文
化艺术领域取得重大成果或作出贡献，学术技术水平处
于国内领先的知名专家、学者。今年，经浙江省特级专
家评选委员会评选，共产生了29名省特级专家。

近年来，舟山市科协非常关注科技工作者管志强的
进步。早在2013年，为解决管志强所在单位大昌建设集
团碰到的科技创新问题，联合引进了汪旭光院士及其团
队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解决了企业的关键技术问题；
2020 年，市科协积极推荐管志强为浙江省“科技追梦
人”并入选；今年，经市科协党组研究，管志强作为唯
一的基层科技工作者代表被推荐为中国科协十大代表候
选人之一。 本报记者 叶扬

“科技追梦人”管志强
入选第六批浙江省特级专家

发挥特色 找准切口 做出品牌
专家为科协系统数字化改革建言献策

本报讯 浙江省科协日前邀请省编办、省团校、
省数字经济学会、省计算机学会、省人工智能学会
有关专家召开科协系统数字化改革工作座谈会。

会上，省科协学会部、科普部，省科学传播
中心介绍了科协系统数字化改革总体情况和工作
进展。杭州市科协、绍兴市越城区科协有关负责
人介绍了市县科协数字化改革进展情况。与会专
家围绕科协系统如何发挥自身优势，找准数字化
改革突破口和切入点，打造切实有效、惠民惠企
的应用场景积极建言献策。

省科协一级巡视员姜长才强调，省科协数字化

改革关键是要发挥科协组织自身特色，找准切口、
做出品牌：一是服务中心，组建好专家数据库，帮助
企业精准对接人才；二是领导关注，建设好科技智
库体系，服务党委政府科学决策；三是社会关切，围
绕社会热点、民生实事打造应用场景，扩大改革的
社会效益和影响力；四是广泛链接，推动业务数据
化，主动对接有关省直部门，实现系统集成、高效协
同；五是制度建设，注重提升“四服务”效能，实现流
程再造和工作方式重构；六是成果体现，注重体现
科协特色，形成标志性成果。

省科协党组成员、秘书长谢牧人指出，为企

业“找”专家是科协最有力的抓手，“为科技工作
者服务”就是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作用。数字
化改革顶层设计要从协同创新出发进行谋划，尝
试以科普领域应用场景为切入点狠抓重点、突破
难点、打造亮点。

全省数字化改革大会召开以来，省科协主动作
为、积极推动，多次召开专题党组研究省科协数字化
改革，成立由党组书记担任组长的领导小组、组建工
作专班，发动全省科协系统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大
调研、出金点子”活动，努力推动省科协数字化改革
工作走在前列。 本报记者 叶扬 通讯员陈岚

极走访市、区两级教育局，希望从系统内为附中争取更多的教
育资源，主动与白云中学及其他兄弟中学沟通互动，学习创新
的教学模式，希望为附中在教学上带来根本上的改变。

学生学习不积极，他努力观察找原因。他发现附中的孩
子对学习不感兴趣，主要原因是教学模式稍显枯燥，以及学
生自身不够自信。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几个月后，椒江区教育局要
打造一批“STEM”课程创新学校，罗福林知道后，马上找到区
教育局领导，提出将附中列入首批试点学校。

“其实，我当初要做‘STEM’课程的时候，自己心里是明
白的，这个项目在附中落实起来会有困难。”罗福林和记者这
样说道：“但是我觉得‘STEM’课程的开启，会给我们学校里
的孩子们带来新鲜感，会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所以就算再
难，我也必须要做起来！”

在附中推广的“STEM”课程是以空气动力学为核心的课
程，按照纸飞机-降落伞-航模-四轴无人机的课程设计思路，
由初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整个课程以项目
式任务为核心，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在
动手操作的同时拓展和发散设计师的思维。

首先要解决的是教师队伍对 STEM 课程的心理畏惧感。
他选拔了校内的骨干教师，将他们送到区教育局进行培训，
还邀请相关专家定期来校指导交流。同时，积极引导学生家
长，在保证孩子学习主课之外，在周末开设STEM免费课程。

课程开展了一段时间后，罗福林发现，学校里的孩子们
对空气动力学非常感兴趣，孩子们在课堂上热情活泼，集体
活动上表现出来的团队合作能力也大大增强，他知道

“STEM”课程的引入是正确的。
孩子的学习积极性和精神状态调动起来了，那么是时候

对主业学习注入一剂“强心剂”了。罗福林与学校教研组的
老师共同商定，决定推行数学与科学两学科进行“AB”分层走
班制，即根据学生的学习基础的扎实程度分为A层与B层，实
行分类分层教学。新鲜的走班制一经推行，结合“STEM”课
程带来的思维冲击，孩子的学习热情高涨，校园的学习氛围
愈加浓郁。

展望
从教书匠到“科技种子”的播撒者

经过 1 年多的努力，2020 年中考，附中的成绩有了突飞
猛进的进步，普高的升学率比往年提升了 10%有余，这让罗
福林感到十分欣慰。

一所农村学校在他的手上变得生机勃勃、焕然一新，如
今的罗福林，已经不是一名单纯的教书匠，而是农村学校“科
技种子”的播撒者。然而，面对取得的成绩，罗福林并没有沉
迷其中。采访中，他一直对记者说的是：“现在的改变只是一
个开始，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本事，我只想一门心思把学校教
学搞好，永远不忘自己是一名教书匠的初心。”

今年是罗福林在教育一线工作的第29个年头。回望过
去，“亲历即成长，亲历即教育，亲历即培养”，这是罗福林始
终奉行的教育教学理念。“这29年来，作为一名教书匠，自己
是幸福的。”罗福林告诉记者，“青春不负韶华，我的青春没有
被辜负，为孩子们的成长付出，一切都值得。”

下一步，罗福林希望能将“计算机编程”课程顺利引入校
园，“希望不断提升教师队伍业务能力、提升教学模式的同
时，为学生学习营造一个更好的环境，为学生的成长保驾护
航。” 本报记者 施洋洋 见习记者 楼昊

上海专家携8个创新药项目结亲台州
本报讯 4 月6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

专家台州行活动暨药物所科研成果推介对接会召
开。通过推送前沿信息、分析发展趋势、共享科研成
果、探寻合作共赢，助力台州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医药医化产业是台州工业经济主导产业之
一，经数十年培育发展，该产业成为全市工业经
济中技术力量最强、产品科技含量最高、竞争力
最强的行业之一，不仅在全省及全国拥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和竞争力。

此次推介会上，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共进行8项
创新药研究项目的成果展示，吸引了本地各大医
药医化企业的关注，为台州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提
供宝贵参考意见。

“近年来，中科院上海药物所与台州企业通过
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联合攻关科技项目等形
式，为台州医药企业发展提供智力支撑。”市科协
科技创新服务中心负责人介绍，以此次科研成果
推介为契机，双方将探索院地合作新模式，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推动中科院上海药物所更多的人
才和新药项目落地台州。

下阶段，台州市医药医化产业将依托自身优
势，做精做深做透原料药，以仿制药为突破口，
推动原料药向制剂加速转型。同时，加快推进椒
江绿色药都小镇、临海国际医药小镇、临海头门
港医化园区等平台建设，加速培育医药医化产业
集群，将台州打造成世界级的高端医药产业制造
中心和“中国绿色药都”。 郭天宇

海宁掀起“科普大潮”
随着一阵阵白气升起，课堂上变成云遮雾绕

的“仙境”；亲自动动手，看着霓虹灯是如何在光
电效应中出现；洗衣机是如何利用离心力作用脱
水的……科学表演秀，一个个科学小游戏，让学
生们不由感慨：“原来科学这么好玩，这么强大，
科学就在我们身边。”嘉兴海宁市科协近日启动
2021年“科普大潮”STEM系列主题活动进校园活
动，让校园里的科技活动成为热点。

活动陆续在海宁市各乡镇开展，主要面向中
小学生，分为“科学表演秀”“科普大篷车”和

“了不起de科学课”三个部分。
在“科学表演秀”环节，主持人通过多个互

动游戏，用生活中的常见物品，让学生们亲身体
验到激光的威力、离心力作用、伯努利原理、液
氮汽化等科学现象。在“科普大篷车”环节，学
生们又能够亲身体验各种科学仪器，亲自动手操

中国测绘学会日前公布了 2020 年度省 （市） 级学会
工作考评结果，浙江省测绘学会从全国34家省 （市） 测
绘学会脱颖而出，荣获2020年度优秀等级学会。

省测绘学会一直致力于服务浙江省测绘地理信息科
技发展、服务广大测绘科技人员和全体会员，始终紧紧
围绕测绘地理信息事业中心工作，以为自然资源管理

“两统一”提供全面、优质、高效的测绘地理信息保障服
务为切入点，大力开展学术交流、科技奖励、精品期刊
建设等活动。2020 年，在省科协、中国测绘学会、省自
然资源厅的领导下，省测绘学会立足建设“重要窗口”
的新目标新定位，圆满完成了各项任务，在促进浙江省
测绘地理信息科技创新，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发展上
交出了满意的答卷。

本报记者 叶扬 通讯员 吴初璃

女科学家与女企业家
联谊交流

日前，金华义乌市科协党组坚持党建引领智力服
务，开展科技创新支撑系列行动，积极牵线搭桥促进院
企交流合作。义乌市科协党员骨干在“两问大走访”过
程中，得知义乌森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在铁皮石斛保鲜
技术方面存在缺口，浙江好材好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在表
面工艺材料技术提升方面停滞不前等困难。

义乌市科协党支部迅速组建“科技创新”党员突击
队，党组书记带头攻坚，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积极
组织森恬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与在淀粉衍生物
领域深耕30余年的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姚献平对
接，签署合作协议。浙江好材好非织造布有限公司在姚
献平院士及其专家团队的指导帮助下，成功打样有关表
面亲和度和柔软的工艺材料，相关技术正在做进一步的
研发。 李佩桐

湖州长兴邀院士专家
为发展出谋划策

湖州长兴县科协、县委人才办日前邀请陈旭、沈树
忠等10位院士专家在画溪谷院士之家召开恳谈会，围绕
创新驱动发展、产业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等，院士专家
们纷纷建言献策。

陈旭院士表示，新能源产业作为长兴县的“拳头”
产业要想再上新台阶，不仅要在体量上增长，更要在关
键技术上实现改进，今后将尽其所能，发挥纽带和智囊
团的作用，推进长兴智能汽车及关键零部件、新能源产
业更上一层楼。

沈树忠院士表示，长兴拥有“金钉子”、龙之梦等地
标，具有人杰地灵的先天条件，并成功举办过长三角科
技论坛、金钉子国际学术交流会议等大型活动，可以出
台相关优惠政策打造属于长兴的会议品牌，吸引更多的
人才资源汇聚长兴。 徐紫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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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离心现象、人体发电、磁力线等试验，边玩边
学，极大地激发了学生的探索热情。“声”“光”

“电”等科普展品，为学生们打造了一座流动的科
技馆。

在“了不起 de 科学课”环节，科技老师将学
生带入对电与磁的探究中，感受科学的奥妙。

海宁市科协负责人介绍，“科普大潮”STEM
系列主题活动，旨在让孩子们通过自己动手和观
察，发现原来没有看到的科学奥秘，在团队合作
中获得成功的喜悦，充分激发学生探索科学现象
的兴趣，培养学生对科学的探索精神。

恰逢建党 100 周年，“科普大潮”STEM 系列主
题活动还专门设置了红船纸模制作课程。“红船精
神”是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是坚定理
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是立党为公、忠诚为民
的奉献精神。红船纸模制作课程既锻炼了学生的
动手能力，也让学生进一步了解“红船精神”的深
刻内涵。 本报记者 叶扬 通讯员 马陈燕

罗福林（右）在给学生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