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 4月 24日是第九个“中国航天日”，为弘
扬航天精神、传播航天文化，激发青少年崇尚科
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精神，浙江省各级科协
组织策划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主题科普活动。

湖州市

4月20日，湖州市科技馆组织了一场以“‘星’
向深空 逐梦航天”为主题的科普教育活动，中小
学生们参观宇宙探索展区、学习航天科普知识、沉
浸式体验故事秀、参与DIY太空仪等丰富多彩的
环节，近距离感受仰望星空的魅力，体验科普学习
的热情并传承和弘扬航天精神。

活动由湖州市科协、上海航天动力技术研究
所主办，湖州市科技馆承办。当天科技馆内人头
攒动，宇宙探索展区内陈列着各种逼真的航天器
模型，科普课堂邀请到了806所的航天专家，向孩
子们讲述了飞向火星的相关知识及航天科技的发
展历程、现状和未来趋势。活动的神秘环节还邀
请到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市第四届讲故事比赛的金
奖小朋友在现场展示故事秀。科技馆的手作老师
带领孩子们参与制作太空仪活动，通过搭建模型、
组建零件，深刻了解日地月互相间位置变化产生
的天文现象，将更多的太空知识装进了孩子们的
小脑袋里。

宁波北仑区

4月 24日，北航宁波创新研究院依托航天科
技优势，以“极目楚天，共襄星汉”为主题组织系列
科普活动，联合宁波市北仑区滨海国际学校、北仑
区三山学校、北仑区梅山学校，创新性设立青少年
科技分论坛，组织外场主题嘉年华活动。北航博
士生导师杨超教授以“空天发展与启示”为题，从
新质生产力角度结合空天发展的历程，从中外航
天技术的发展、航空领域的竞争说起，讲述了中国
航天科技工作者筚路蓝缕的壮阔历程。

场外主题嘉年华精彩纷呈，活动选取有“航天
印记”的文化地标作为打卡点，参与者沿着C919
飞机模型—航宁院展厅—图书馆—互动展区，在
探访文化地标、回顾航天故事、开展知识竞答、参
与互动游戏的过程中进一步感受航天技术的魅
力，深入了解航天文化、弘扬航天精神、传播航天
知识。

杭州市

近日，杭州市上城区80多所幼儿园和小学的
1200多组亲子家庭，参加了“2024年上城区校园
科技行亲子系列赛”暨“庆祝第九个‘中国航天日’
航天科普进校园”活动。现场，航天火箭模型制作
展示活动赚足了人气。在科普老师的指导下，学
生们亲手制作了航天火箭模型。由区科协组建的
专家及科普志愿者团队还为学生们带来了生动有
趣的航天知识科普展。

杭州市滨江区北航杭研院与属地所在社区开
展校地共建活动，组织学生们开展中国航天日主题
学习活动“沉浸式”的互动体验与讲解，并举办基地
开放日活动，将航天教育、航天科技融合进学生的

日常研学活动中，组织走进科研院所进行沉浸式研
学，体验航天科技的魅力。北航杭研院“小航家科
普团”还走进杭州市长河中学，为初一和初二年级
学生带来《九天揽月·神话走进现实》科普讲座。

临平科技馆举办了“科探出发了”研学活动。
导师带领临平二小近 50名师生走进算力小镇地
卫二空间技术（杭州）有限公司，了解航天历史及
应用，学习卫星知识，探索北斗导航系统，以科创
少年求知创新探索的学习精神和远大的航天梦
想，致敬祖国的航天事业成就。

丽水缙云县

近日，缙云航天主题科普系列活动在缙云黄

龙科普教育基地举行。缙云县实验小学教育集
团、紫薇小学、七里小学的学生们走进科普教育基
地，共享航天知识盛宴，探索航天科技奥秘。

缙云县科普讲师应秋芳为学生们解说航天火
箭的发展历史，介绍我国航天事业的辉煌历史、未
来发展的美好前景、火箭发射的原理、航天器的构
造等知识。

在科技辅导员带领下，学生们完成“制作手掷
木质飞机”环节，按照要求进行拼接、组合，最终制
作出属于自己的手掷木质飞机。

台州温岭市

温岭市科协联合台州市科协、温岭市青少年
宫，在温岭市第三中学开展“极目楚天，共襄星汉”
2024中国航天日活动。1800余名学生参加本次
活动。

无人机表演、机器人表演、无人机拉烟……科
学秀表演一开场便引爆全场。台州市科协、温岭
市科协的科技大篷车，为这场科技盛宴增添了浓
厚的科普氛围。各种有趣的科普展品和互动体验
项目，让学生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增长了知识、
开阔了视野。

本报记者 叶扬 蔡家豪 徐军 施洋洋

杭州市滨江区的学生走进北航杭研院，体验航
天科技的魅力。

缙云县科普讲师应秋芳为学生们解说航天
火箭的发展历史。

孩子们走进湖州市科技馆，通过搭建模型、组建零件，将更多的太空知识装进小脑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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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彩的“中国航天日”

“合作社”里有了博士创新站
科技力量助推现代农业发展

连日来，在丽水郎奇农家乐农产品专业合作
社的种植基地，鳞次栉比的大棚里一片绿意盎
然，一棵棵幼苗长势喜人。经过装基质、压盘、
撒种、嫁接等工作，工人们将一盆盆培育好的蔬
菜苗装箱，运往丽水以及周边的蔬菜种植基地。

“育苗环节在蔬菜生产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
位。得益于博士创新站的建立，依托物联网、大
数据等新技术，基地现已能够实现播种、催芽、
嫁接、愈合、前中后期养护、种苗转运等全过程
的全封闭运作，以及温度、湿度、光照的智能化
控制。”合作社负责人金林美介绍，目前基地推出
的“苦瓜 146”“丰田 5号”茄和“浙茄 10号”等
品种，因其色泽诱人、口感佳，市场价值较高，
广受消费者喜爱。

2023年，丽水市出台 《丽水市“1515”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工程五年行动方案 （2023—2027
年）》，为丽水博士创新站点——“打造创新第一
发展引擎”提供了更强劲的动力。“立足实际，我
们以‘千博助千企’专项行动为抓手，全力帮助
企事业单位创建博士创新站，帮助企事业单位解
决缺技术、缺人才难题。”丽水市科协负责人介
绍，博士创新站是以中小型企业、科研单位为建
设主体，以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青年博士为依
托，开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项目申报等
的创新平台。

成立于 2005年的浙江丽水郎奇农家乐农产品
专业合作社，是一个综合型示范专业合作社，涵
盖了蔬菜育苗、生产、销售以及休闲观光等功
能，是全国和浙江省的示范性合作社，也是丽水
市最大的蔬菜育苗中心。

“合作社成立之初，抵抗自然灾害风险能力
弱，农户盲目跟风种植等问题长期困扰农业收益
增长。要实现从依赖天气到掌握技术的转变，必
须走‘科技兴社’之路。”金林美说。

2023年，丽水郎奇农家乐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牵手”浙江省农业科学院蔬菜所联合建立了博士
创新站，由汪颖博士领衔，博士团队成员3人，主
要研究方向包括嫁接对瓜类蔬菜品质影响、瓜类
蔬菜嫁接育苗关键技术等，与合作社契合度高。

针对合作社所面临的技术难题，博士创新站

开展了一系列技术研发与技术服务。自建站以
来，已成功完成3项技术升级方案，协同开展六项
合作项目，筛选出最优的瓜类蔬菜砧穗组合，并
发表了4篇论文，其中一篇被SCI检索收录，同时
获得4项软件著作权。基于瓜类蔬菜嫁接育苗关键
技术研究的内容，相关项目成功获得浙江省“尖
兵、领雁”项目的立项，即《嫁接瓜类品质提升
关键技术研究与产业化》，合同经费为 900万元，
目前项目正在稳步推进中。

“有了博士创新站，产学研的融合更有深度、
有内容，合作社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创新发
展。”金林美表示。

技术突破延伸了产业链，其带来的经济效益
也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自博士创新站建立以
来，合作社年繁育茄子、番茄、黄瓜、丝瓜、甜

玉米、蒲瓜等优质种苗 700多万株；年销售无公
害蔬菜额达 9500多万元。加入合作社的农户平均
亩产收入达到 1.5 万元，比原来增收 5000 元以
上。同时，以合作社为纽带带动周边农户 13000
多户，辐射面积达 5万多亩，助力周边农户共同
富裕。

博士创新站的建立加快了人才队伍的培养建
设，为合作社长期发展储备了创新人才，提供了
智力支持。“合作社每年为青年人才提供实践岗位
数 20余个，与丽水市职业技术学院等多家院校达
成合作，同时申请成为实践教学基地及研学基
地，每年接收应届学生到博士创新站实习。此
外，合作社已培养自主研发人才5人，主要包括育
苗技术、嫁接技术、高品质种植技术等的研发。”
金林美说。 本报记者 徐军

周其凤院士工作站在柯桥揭牌
本报讯 4月 22日，周其凤院士工作站揭牌仪式在浙

江（绍兴）外国高端人才创新集聚区举行，这是绍兴市柯桥
区打造高水平创新强区的又一重大成果，将为柯桥打造高
端创新平台，推动产业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注入新的强劲动能。

周其凤院士是高分子化学家、教育家，曾担任北京大
学校长、国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主席，长期从事高分
子合成及液晶高分子领域的研究。周其凤院士与浙江润
昇新能源有限公司合作的生物炭基新材料院士工作站，
将汇聚北京大学环境和化学学科，以及相关高校和科研
院所有关学科人才资源，瞄准城市固废资源化和能源化
全球技术前沿，加快生物质绿色能源技术和生物炭基新
材料、新产品的研发，为全国“无废城市”和生态文明建设
贡献更大力量。

仪式现场，周其凤院士在讲话中阐述了资源和能源对
于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对柯桥区企业积极布局城
市固废资源化、能源化产业，推动生物质固废和建筑垃圾
资源化、能源化技术突破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他表示，
资源循环化利用和绿色能源发展是未来经济社会发展的
必由之路，希望以院士工作站设立为契机，积极培养更多
专业研发人才，不断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更好把握时代脉
搏，引领科技创新，努力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砖
加瓦。 本报记者 叶扬

丽水“科学咖啡馆”关注低空经济
本报讯 4月22日，由丽水市古堰画乡院士之家、莲都

区科协、莲都区科技局共同举办的丽水“科学咖啡馆”——
低空经济发展院士沙龙活动举行。

“低空空域放开后，由于无人机等低小慢的飞行器数
量大增，增加了空中交通管理的难度。利用飞艇将雷达和
5G网络搬到空中去，建立‘空天地海一体化’新的空中交通
空管体系……”

围绕低空基础设施、低空飞行器制造、低空运营服务、
低空飞行保障等四大经济板块以及低空经济的含义，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大响作了“筑就空
中天路，让低空经济展翅高飞”的学术报告。

“通用航空是继房地产、汽车和高铁之后，我国国民经
济‘双循环’高质量发展的又一新动力。”刘大响表示，参会
企业负责人可结合企业自身特点，加强与专家学者合作，
根据市场需求，加快寻找发展通路，抓住低空经济发展潮
流，促成新质生产力赋能产业发展。

“通航机场建设及其保障设施建设，是辐射相关领域
融合发展的重点；低空运营场景可视情拓展，比如低空+农
业、低空+电力、低空+物流、低空+医疗……”在学术沙龙环
节，中核恒睿（丽水）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曹承秋、浙
江容琪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恳、浙江点创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季苏华、丽水学院工学院副院长叶华等，
作为低空经济相关企业和科研院所嘉宾代表，与刘大响展
开交流对话，现场互动氛围踊跃，掌声不断。

本次“科学咖啡馆”沙龙受到了在场嘉宾与企业代表
的一致好评。莲都区科协负责人表示，后续将联合高校院
所、高新科技产业园区、科创平台等开展“科学咖啡馆”活
动，助力莲都区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

本报记者 徐军 施洋洋 通讯员 吴琴霞

吴兴柯坪打造科普新融合
本报讯 为进一步加强科普协同联动创新发展，推动

吴兴柯坪两地对口合作工作，近日，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
相关单位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柯坪县开展对
口支援活动。

座谈会上，双方就各自科技优势和科普事业发展情况
进行了介绍，并围绕助力两地协同发展、科普阵地建设、资
源共享等方面进行了交流与对接。最终，双方就推进科
技、科普援疆工作，实现共同发展签订《吴兴区-柯坪县科
普工作帮扶合作协议》，并举行科普经费捐赠仪式。通过
吴兴区科协对口援建项目，将积极解决柯坪县科协各项工
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推动柯坪县科技创新和科普事业
发展，实现互利共赢。

据悉，吴兴和柯坪自建立结对关系以来，持续提升对
口协作层次、深挖合作潜力、放大合作效应，对口支援工作
取得新成效、迈上新台阶。吴兴区将在湖州市援疆指挥部
的支持下，在科普、人才、科创等方面全力推动柯坪县实施

“产业强县”战略，聚焦柯坪所需、满足群众所盼、发挥吴兴
所能，推动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在科普合作、人才交流、科
技互助等方面精准发力，持续推动两地协作朝着更广、更
深的领域迈进。

柯坪县位于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阿克苏地区最西端，
处于天山支脉阿尔塔格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是古“丝
绸之路”的重要驿站，历史悠久，有“恰玛古之乡”“黄杏之
乡”“骆驼之乡”的美誉，光热资源丰富、电力接入便捷，适
合发展绿色环保的新能源光伏产业。 本报记者 叶扬

浦江聚力提升科普工作质效
本报讯 金华市浦江县科协 2024年第一期“科·浦”沙

龙，日前在县级科普教育基地——鱼泡泡多彩田营地举办。
现场，浦江县科协主席沈淑琦详细介绍了“科·浦”品

牌，并希望科普讲师们能积极参与到科普工作中来，为全
县科普事业作贡献。

在“智向未来”行动计划头脑风暴座谈会上，大家围
绕“如何更好地发挥科普讲师团作用”“如何使科普活动
更具吸引力”“如何更好地提升科普工作的质效”等主
题，进行深入思考、研讨交流，碰撞“思想火花”，掀起“头
脑风暴”。

讲师团成员建议，积极联通县域内社会科学教育资
源，形成“百馆千所”阵地集群；协作引导优质科学教育校
外资源进入校园参与课后服务，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需
求；建设科学教育社会导师共享团队；丰富青少年科技创
新比赛系列活动；加强家庭、社区科学教育的指导，推动科
学教育入千家进万户。

浦江县科协党组书记薛海平从谁来做、怎么做、做什
么等方面，与大家作了分享和交流。他表示要积极整合社
会科普资源，使科、教、医三方更好地融合；组建好科普讲
师团这支队伍，打造高水平专业化科普人才，发挥成员的
优势和专长；以培养青少年的科学兴趣、科学精神和创新
意识为出发点，播下科学的种子，广泛开展科普活动，在全
社会营造浓厚科普氛围。

沙龙中，为提高周末亲子科学公益课堂的质量，科教
“智汇分团”的成员们从自己的经验、实践出发，谈思路、话
创新，讲干货、出实招，探讨了周末亲子科学公益课堂形
式、内容、对象等细节问题。大家各抒己见，群策群力，为
提升家庭科学素养贡献光和热，为新质生产力的萌芽提供
土壤和营养。 本报记者 陈旦

汪颖博士与合作社负责人探讨瓠瓜高品质高效管理技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