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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2021 年中国科协“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
合作平台建设项目评审结果揭晓，浙江省科协联合德清
地理信息小镇科技工作者学会申报的“‘一带一路’地
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建设项目获批。

杭州市德清县与省科协已经开展两轮战略合作，在
德清县科协的支持下，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科技工作者学
会与省科协共同申报建设项目。据悉，本次共有168个项
目参与申报，最终47个项目入选。

中国科协“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建设项
目以积极参与国际民间科技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目标，
旨在通过搭建一个有效的民间科技人文交流平台，切实推
动中国科协“一带一路”科技人文交流工作走深走实。

项目共分为四大类，包括“培育成立‘一带一路’
区域科技组织/联盟”“与‘一带一路’国家科技组织联合
共建研究/培训中心”“开展多边国际交流合作”“专题调
研”。

“‘一带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建设项目，
旨在助力中国地理信息企业‘走出去’以及为‘一带一
路’国家培养地理信息专业人才，我们也希望借此契机
把中国优秀的地理信息技术和成果推广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运用地理信息技术助力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
展。”作为该项目实施的具体负责人，德清地理信息小镇
科技工作者学会理事长倪涵表示。

接下来，“一带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将主动
联合国内外地理信息领域的相关组织，做深做实“一带
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努力成为中国科协 2021 年

“一带一路”国际科技组织合作平台建设项目的典范，为
建立“一带一路”科技共同体创造良好氛围。 姚雅琦

“一带一路”地理信息国际培训中心
将落户德清

日前，第十一届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论坛以
“智汇人文，深洞社会”为主题在浙江大学举行。来自空间
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遥感地理信息工程技术、文学、艺
术等多学科领域的 200 余名海内外专家学者齐聚浙江大
学，以空间为框架，智能汇聚人文信息，深度探索空间思维
与技术方案在多领域的交叉融合与创新。

论坛由浙江大学、国际华人地理信息科学协会（CP⁃
GIS）、中国区域科学协会主办，浙江省地理学会参与协办。

论坛上，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周成虎院
士、哈佛大学 Peter K.Bol 教授、中国美术学院高世名教授
等15位专家作了精彩报告，从不同角度阐述地理信息科学
与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研究的关键性问题。

八个分论坛上，与会专家、学者及研究人员聚焦学科
前沿和研究热点，围绕“空间信息基础设施”“大数据与数
智人文”“文化遗产GIS”“文明进化与历史GIS研究方法创
新”“文史地理信息大数据建设”等领域作了深度分享。

论坛为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发展扩宽了研究
视野，开辟了新的研究思路。 张丰

省地理学会协办
空间综合人文学与社会科学论坛

“在中国学习的五年中，我看到了许多很好的
例子，中国在科普及提升公众科学素养方面，已
经取得了非常多实质性的进展。”在中国-巴基斯
坦科学传播研讨会暨巴基斯坦青年学者浙江行活
动现场，来自巴基斯坦的留学生——中国科学院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特别研究助理卡姆兰·阿敏博士
对中国的科普氛围赞不绝口，他希望能将这些经
验带到巴基斯坦，提高当地公众的科学素养。

7月21日下午，中国-巴基斯坦科学传播研讨
会暨巴基斯坦青年学者浙江行在浙江拉开帷幕。
2021年是中巴建交70周年，中巴关系站在新的起
点上，加强中巴青年科普交流，对夯实两国民意
基础、促进中巴合作和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
要意义。

浙江省科协党组书记、副主席谢志远指出，
浙江在经济、教育等多方面都与巴基斯坦开展了
常态化的合作与交流，自 2019 年开始在科学传播
方面也组织了多项落地活动。他希望通过本次研
讨交流会，两国能够分享更多科学传播经验，进
一步增进友谊，推动惠及两国人民的科技交流，

助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
中国国际科技交流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秦久怡

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科协高度重视中巴科技与人
文交流合作，在科技教育合作、工程能力互认、
人才培训交流等方面取得丰硕成果。他相信，双
方将携手把中巴科学传播事业推向更高水平，为
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巴基斯坦驻沪总领事侯赛因·海德对这场活动
表示热烈祝贺。他强调，科学是一个国家发展的
关键，巴基斯坦高度重视公众科学素质和技能技
术的培育，召开中巴科学传播研讨会意义重大，
有助于将双方的专业人事聚集在一起，共同汇集
青年智慧，促进两国科技经济发展。

“左边的照片是我刚刚加入中科院，我在操作
一个非常贵的电子扫描显微镜。如果我在巴基斯
坦学习的话，可能很少有机会来接触这么复杂的
精密仪器，只有最高级别的专家可以使用。但是
在中国，我们有平等的机会来使用这些仪器，可
以自由地使用。”卡姆兰·阿敏出生在巴基斯坦的
一个小山村，他感到很幸运能够在中国接受到这

样的教育。他表示，中国现在在培训巴基斯坦未
来的科技人才，而且这些人将来不仅可以在科技
领域的各个方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同时也会为中
巴的科学交流作出贡献。

在卡姆兰·阿敏看来，中国有非常多值得巴基
斯坦推广和借鉴的科普举措，例如很多平台将高
精尖论文翻译成直白的语言便于民众阅读理解；
有科学素养的记者通过新闻进行科学的传播；设
立科普日建立公民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提高公民
的参与度等等。

据悉，近年来，在中国科协指导下，浙江省
科协与巴基斯坦开启了科学传播交流与合作。
2019 年举办了首届中巴科学传播交流研讨会，就
公民科学素质建设、中巴科普合作框架等主题开
展了深入而热烈的交流分享。同年，浙江省科协
还举办了“科学+”品牌特别活动——“中巴达芬
奇手术国际科普连线”、中巴科学传播青年学生交
流专场。在 2020 年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重点活动

“2020年大学创业世界杯”中，也有巴基斯坦高校
的身影。 本报记者 陈路漫 通讯员 郭贝妮

“我要将中国科普经验带回巴基斯坦”
中国—巴基斯坦科学传播研讨会在浙举行

7月21日，全新升级的“科学发布”迎来第
二场活动。

本期做客“科学发布”的两位大咖是最新的
浙江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获得者，也是来自
浙江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此次他们走进演播室，为公众带来了一场名为

“开卷未来”的成果对谈特别活动。
“液态物质的微纳胶囊化及其在纺织品功能

整理中的应用”，这项成果听起来颇为深奥，其
实与我们身边的衣服鞋帽、窗帘被套、湿巾面膜
等都大有关系。项目第一完成人浙江理工大学科
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科技处处长戚栋明介
绍，如今，越来越多的功能性物质被“植入”纺
织材料领域，赋予普通纺织品抗菌消炎、护肤滋
养、镇静安神、驱蚊杀螨、调温变色等功效，从
而更好地满足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而“微纳
胶囊化+功能整理”这套技术大大提高了纺织品
的功能性和附加值。

说起自己的科研工作，戚栋明说是“在芳香
的环境里做感性的实验——做有香味的科学”。
因为常与各种天然精油打交道，实验人员、实验
室甚至有时整栋科研楼都是香香的。戚栋明把他
们做实验的精油比喻成“小精灵”，“我们做的工
作就是怎么把这些小精灵巧妙地包起来，按人们
的意愿乖乖地停留在纺织品表面，慢慢地释放和
发挥功效。”正是对科学的这份热爱，让他觉得
复杂的实验也很美好。科技赋能生活，这项与精
油、维生素、油脂、烷烃等液态物质相关的成
果，除了做成丝巾、时装、枕芯、面膜等纺织品
外，还落地应用到了日化、食品、美妆等领域。

另一项成果“垃圾渗滤液稳定全面达标排放
关键技术及应用”则是呼应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
的重大需求，经历了 12 年研发。目前，这项技
术已经在浙江等全国十余省市推广应用，累计处
理垃圾渗透滤液 1026 万吨。浙江工商大学环境
学院副院长冯华军教授作为项目的第一完成人，
同公众分享了科学背后的研究故事。

“垃圾渗滤液”作为一个新名词，很多人可

能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家都知道垃圾是固体，但
实际上它的含水率高达40%～60%，在垃圾填埋
场中最终会形成一种高盐、高氮、高有机的“三
高”有机废水，一直是环保领域最难处理的一种
废水。常规的“双膜法”处理会产生30%以上的
垃圾渗滤液膜浓缩液，且难以处理。冯华军和团
队成员在一次次实验中，利用渗滤液中富含腐殖
酸“碱溶酸不溶”的特性，开发了特有的酸性混
凝沉淀药剂，突破了膜浓缩液有机物去除效果差
的难题，结合类似多个小突破，最终实现了垃圾
渗滤液全面稳定达标处理。“这告诉我们，科学

试验就是要敢于去尝试。”他总结道。
在圆桌对谈环节，两位青年科技工作者一起

畅谈科学家精神。
在戚栋明看来，科学家精神可以概括为三个

字——有担当。“科研就好比是在黑房子里摸
索，想方设法搞清里面的情况和内在关联。我们
有幸被选中，在某个黑房子里代表人类去探索未
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更应有责任心和使命
感。”

而在冯华军看来，科学家精神是“勇于创新
和想象，勇于尝试和探索，敢为天下先”。

浙江省科技进步奖获得者做客“科学发布”

被科技赋能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7月17日下午，浙江省自动化学会缙云锯床和特色机
械装备产业创新服务站专企对接会在丽水市缙云县壶镇镇
召开，缙云县科协、丽缙产业园区、壶镇镇党委相关负责
人、省自动化学会30余名专家及27家企业代表参会。

会上，杭州数字经济联合会秘书长明振东作了“数
字经济与数字化改革”的主题报告。随后，参会专家和
企业代表分为多个小组，就企业发展难题、关键共性技
术、产学研合作等事项进行交流对接。

当日，与会专家代表还参观了缙云锯床和特色机械
装备产业创新服务综合体。据悉，缙云锯床和特色机械
装备产业创新服务站自2019年立项以来，在做调研、建
组织、搭平台、促交流、办培训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对缙云产业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学会服务站将
在前期调研、交流、培训等工作的基础上，更加注重项
目的落地，以期通过不断的探索和努力，增创特色，创
造新的“浙江经验”。 白晶晶

缙云举办
机械装备产业专企对接会

近日，湖州市安吉县科协针整合多部门力量开展
“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专项行动，帮助老年人跨越数
字鸿沟，融入数字社会。

县科协牵头选拔了一批责任心强、富有耐心且业务
过硬的人员组成师资队伍，做好培训工作。同时编印通
用培训教材，制作老年人实用微课，开设“入门班、提
高班、创新班”三个层次班，确保老年人学有所得、学
有所用。

针对老年人迫切需要学习掌握的智能技术运用难
点，县科协联合教育局、民政局、农商行等 10 家单位，
整合师资、场地、设备等资源，在全县建立三级教学点
236个，组织老年人就近开展免费培训。

同时，科协还组建招募150余名熟悉智能手机应用的
通信运营、金融服务从业人员，教师、老科技工作者和
其他科技志愿者，组建“百名科普讲师团”，开展“送教
上门”科技志愿服务。

截至7月12日，全县236个教学点共开展老年人智能
手机应用科普培训 188 场次，已有 5868 余位老年人通过
科普行动学会使用智能手机。 陈新

安吉深化数字改革
助力银龄跨越数字鸿沟

日前，国务院正式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规划纲要 （2021－2035年）》，明确提出“十四
五”时期五项重点工程，其中，“科技资源科普
化工程”位列重点之一。浙江省科协顺应新时期
的科普要求，将已历时3年的“科技成果科普发
布”升级为“科学发布”。

在全新的“科学发布”上，科学家们变得更
加温暖而有趣：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兰娟告诉大

家，我们建设世界科技强国，需要站得住脚的科
技成果，也需要更落地的大众科普；浙江大学药
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胡富强教授告诉公众，一
项研究如何坚持15年，在黑暗中探索要具备怎
样的心理素质；浙江工业大学理学院院长林强用
了一个有趣的比喻：可以把大目标分成很多小目
标，每完成一个小目标，就会得到一个“小欢
喜”，每一个“小欢喜”集合起来，都会成为你

前行的强大动力。
让科学与公众零距离，这样的发布活动还在

继续。成果更聚焦、范围更广泛、传播更快速、
解读更贴地气。进阶版的“科学发布”正在推出
成果发布季，面向公众对 2020 年度奖项进行集
中解读，尤其关注“互联网+”、生命健康、新
材料三大科创高地和民生领域。

本报记者 叶扬 通讯员 梅国玉

全新的全新的““科学发布科学发布””打造身边的打造身边的““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

■相关链接

“青年学术沙龙-走近省实验室”第一站开启

青年科学家走进西湖实验室
7 月 19 日，一场青年科学家学术沙龙在西湖

实验室成功举办。西湖实验室徐和平研究员作为
本次沙龙活动的学术主讲，展示了其研究团队的
最新研究成果。来自温州医科大学、杭州医学
院、台州学院、西湖大学等高校的多名科学家受
邀参与学术交流。

徐和平博士毕业于清华大学，曾于美国辛辛
那提儿童医院医学研究中心、哈佛大学-麻省理工
学院博德研究所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他建立的
西湖大学系统免疫学实验室，主攻体液与黏膜免
疫学方向的系统性机制研究，研究成果曾获得
2014 年瑞士乔诺法国际青年研究奖、2015 年美国
白血病与淋巴瘤学会会员奖以及 2019 年中国免疫
学会青年研究奖等诸多国内外奖项。

在本次沙龙中，徐和平作了题为“‘自我’
与‘非我’抗原介导的 B 淋巴细胞筛选”的研究
报告。首先介绍了大脑中 B 淋巴细胞及其来源，
其次介绍了 B 淋巴细胞对疫苗的应答过程，最后
展示了其研究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揭示了氧
化磷酸化通路在生发中心 （Germinal Center, GC）

B细胞亲和力正向筛选中起关键作用。
在研讨环节，与会科学家们积极围绕脑膜上B

淋巴细胞的形成因素以及其对临床医学研究的影
响等问题展开讨论。

本次沙龙活动由浙江省青年高层次人才协会
和西湖实验室共同举办，旨在促进新一代青年科
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

西湖实验室是由浙江省首批批准设立的省
实验室，于 2020 年 7 月正式挂牌。实验室依托
西湖大学与浙江大学药学院和杭州市一医院集
团共同建立。它联通国内外顶尖高校，围绕生
命科学和生物医学两个主要关键点，积极开展
创新性科研高地建设，通过多领域交流合作的
跨学科研究方法，推动转化应用研究和应急医
学研究。

本次活动还组织受邀嘉宾参观了徐和平实验
室、流式平台以及显微成像平台，在展现西湖实
验室良好风貌的基础上，推动了实验室与其他高
校和机构之间的研究交流与实验合作。

“这次会议为我们将来的科研活动打下了很好

的基础，希望这类活动可以多多举办。”沙龙结束
之时，温州医科大学王钦阳研究员表示。

台州学院副教授胡琼莹表示，“这次活动让我
看到了免疫学科青年科学家们的优秀风采，为我
们的科研拓展了思路，也有利于我们之后的科研
工作和合作。”

“西湖大学是我们心目中的学术圣殿。”温州
医科大学研究员肖健在参观后说道，“这次活动让
我了解了西湖实验室的情况，我认为这不仅是一
次学术的碰撞，也为将来的合作打下了一个良好
的基础。”

温州医科大学助理研究员佘相均道：“西湖大
学独特的学术氛围让人印象深刻，这是一个能让
年轻科研人员发挥优势的地方，希望有更多优秀
人才在这里发光发热。”

省青高会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是开展“青年
学术沙龙-走近省实验室”系列活动的第一站，后
续还将继续走进之江实验室、良渚实验室等。

本报记者 叶扬 通讯员 朱泓雨

近日，台州温岭市召开激光产业对接交流会，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研究员许祖彦
等专家就温岭激光产业发展情况展开对接交流。

会上，专家们分享了激光产业的发展形势、应用领
域、市场空间及已有研究基础等。专家指出，激光产业
是国家战略支撑产业，对于推动当地传统制造业转型升
级、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国防工业具有重要意义，建议
温岭市要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激光产业的发展，明确产业
发展方向，抓住重大创新机遇期，助推当地激光产业的
发展。 余晓晨

院士把脉
温岭激光产业发展

浙江理工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科技处处长戚栋明

浙江工商大学环境学院副院长冯华军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