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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唐歌》之前，我心
中满是怀疑——物理试卷上
那些让我头疼的量子理论和
弦理论公式，真能变成武侠世
界里飞檐走壁的神功？在我
的印象里，物理实验室的冰冷
仪器与武侠江湖的刀光剑影
有十万八千里那样的距离。

然而当看到封面“量子纠缠化作心法，多维空间变
为轻功”的介绍时，我的好奇心彻底被点燃了。

初闻这本书时，我脑海里浮现的是课堂上一
串串令人目眩的公式：波函数、超弦、叠加态……
它们如同密不透风的高墙，把多少像我这样的悲
惨学生挡在了物理殿堂之外。而武侠小说则截
然相反，那里有令人热血沸腾的江湖恩仇、奇门
遁甲……但令我意外的是，作者唐骋博士的巧
思，竟将这两重天地融为一体——他创造的“唐
歌世界”里，深奥的科学概念成了江湖门派的绝

世武功：量子纠缠成了高手间的“心灵感应”，弦
理论的多维空间演绎为“凌波微步”般的玄妙身
法。当我读到主角在擂台上用“不确定性原理”
闪避攻击，以“波粒二象性”同时化身数道残影
时，课本上那些抽象概念好像突然有了生命，亲
切得仿佛是江湖上多年未见的老友。

《唐歌》最打动我的，是它在“硬核知识”与“天
马行空”间找到了精妙的平衡点。作者没有生硬
地填塞术语，而是让科学原理自然穿插在字里行
间。当主角苏晓禾面临绝境，用“量子隧穿效应”
穿越屏障时，唐骋在书页下方一行小字注释中悄
然揭示：这恰是半导体技术的物理基础。这种“故
事为体，科学为魂”的写法，让知识传递“润物细无
声”。而书中配角们修炼的“熵增掌法”“叠加态剑
阵”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奇招，更让我恍然大悟：原
来物理定律早就在我们生活中无声运行。

合上书的那一刻，我心中某道壁垒轰然倒
塌。曾以为文科与理科水火不容，是《唐歌》让我

看见它们交汇处的璀璨星河——正如曹则贤教授
在书尾评论中所揭示的：“李白笔下‘看朱成碧’的
光谱变幻，武则天泪染石榴裙的‘咖啡环效应’，无
不是诗歌与物理的惊艳共鸣。”书中苏晓禾这个现
代女孩穿越到武道世界，始终带着一份科学求真
精神，用物理智慧创造了江湖神话。这种“带着知
识穿越时空”的独特设定，让我顿悟：此刻课堂上
的每一道题，或许都是未来改变现实的磅礴力量！

当我将书的最后一页合拢时，窗外的阳光正
斜照在物理练习册上。曾令我皱眉的公式仿佛有
了生命——它们不再是试卷上令人头痛的难题，
而是等待被探索的武林秘籍。《唐歌》在我心中播
下了一粒种子：或许知识真正的力量，不在于成绩
的好坏，而在于我们能否如唐骋那样，以知识为
马，以想象为桥梁，在公式与诗篇之间走出自己的

“江湖路”。当量子纠缠化作掌中心法，弦振动成
为脚下轻功，学习本身已成了一场壮丽的冒险。

指导老师 周巧敏

物理知识与武侠世界的奇妙碰撞
——读《唐歌》有感
□ 杭州英特外国语学校706班 陈徐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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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江县科协深化“科普惠民”行动

本报讯 近日，金华市浦江县人民广场上人头攒动，
热闹非凡。由浦江县委社工部、县科协、县妇联等单位联
合举办的“她创未来，一起益集”公益活动在此开展。浦
江县科协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精心组织科普宣传、数字助
老、VR体验等特色活动，为市民带来一场丰富多彩的科
普盛宴。

“大爷，您看，点开这个绿色图标，就能和孙子视频聊
天了。”在数字助老服务区，科普志愿者正耐心地为老人们
讲解智能手机的使用方法。活动现场，科普志愿者手把手
教老年人使用微信视频通话、线上挂号、手机支付等常用
功能，并发放图文并茂的《银龄跨越数字鸿沟》实用手册，
帮助老年人轻松掌握智能技术。

针对老年人容易遭遇的电信诈骗问题，浦江县科协还
专门开设了“防诈小课堂”，结合真实案例，详细讲解常见
诈骗手段和防范技巧，增强老年人的安全意识。

在VR科普体验区，孩子们戴上VR眼镜，开启一场奇
妙的科学之旅。有的“穿越”到恐龙时代，近距离观察史前
巨兽；有的“遨游”太空，探索宇宙奥秘；还有的“走进”古代
文明，感受历史的厚重。

“太神奇了，我刚刚摸到了恐龙的尾巴！”一位小朋友兴
奋地向妈妈描述自己的体验。这种沉浸式的科普方式，不
仅让孩子们学到了知识，更激发了他们对科学的浓厚兴趣。

浦江县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继续深化“科
普惠民”行动，推动科技服务进社区、进乡村、进校园，打造
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科普品牌，让科技真正走进百姓生
活，服务民生。 严生标

【科协】

浙江省科普联合会首批科普工作室公布
本报讯 为充分发挥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各会员

单位在科学传播中的示范引领和“传帮带”作
用，面向社会提供更优质的科普服务，鼓励交叉
学科、特色领域以及“小、专、美”等多元化科
普力量的发展，经专家评审，省科普联合会于日
前公布首批直接认定的 20家科普工作室名单，同
时公布33家科普工作室（入围）名单、82家科普
工作室（培育）名单。

其中，浙江省科普联合会星火健康科普工作
室、浙江省科普联合会农业具身智能体科普工作
室等被认定为浙江省科普联合会科普工作室，这
些工作室将获得浙江省沈括科普基金会小额资

助，由省科普联合会统一挂牌，从即日起可以申
报认定的完整工作室名开展科普工作。

此次入围名单包括浙江省科普联合会温小护
健康科普工作室、浙江省科普联合会温附一体重
管理科普工作室等 33家工作室，这些工作室可使
用申报认定名（入围），如“浙江省科普联合会温
小护健康科普工作室 （入围） ”名义开展工作，
并可自行挂牌，挂牌时必须标注“ （入围） ”字
样。入围工作室将参加今年 10月底 Sci2U科普大
会期间举行的科普工作室路演活动，届时将根据
专家现场评审认定第二批浙江省科普联合会科普
工作室。

浙江省科普联合会项和乐国土勘测科普工作
室、浙江省科普联合会阿基孚儿童身高管理科普
工作室等 82 家工作室被列入“培育”工作室名
单，这些工作室暂不挂牌，将参加今年 10 月底
Sci2U科普大会期间举行的相关活动，并择优增补
进“入围”名单。进入“入围”名单后，由省科
普联合会组织为期一年的重点培育，并于 2026年
下半年参与第三批工作室认定。

下一步，各申报主体将发挥示范作用，聚焦
专业优势，积极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强化宣传推
广，共同推动浙江省科学传播事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王航飞

“科学咖啡馆”活动走进建德乡村

对话李家生物群化石保护利用
本报讯 6月24日，以“解码二叠纪李家生物

群与生态环境”为主题的“科学咖啡馆·大师对
话”活动在建德市李家镇举办。众多科研人员齐
聚，通过现场考察、专题研讨、科普报告等形
式，共话关键地质事件研究和古生物化石保护的
机遇与挑战。

“李家生物群完整展现了华南二叠纪中期（罗
德期—沃德期） 的海洋生物群落，填补了地球生
命演化史上的关键空白。”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
大学教授沈树忠介绍，尤为珍贵的是，李家生物
群处于地球生命演化史上影响最大的生物大灭绝
事件之前，古地磁发生倒转的关键演变时期，是
反映当时海洋生物繁育情况和当时大气、地质
（如火山活动）和地貌环境变更的珍稀窗口，为揭
示晚古生代冰室—暖室气候转换背景下海洋生物
与气候环境的协同演化过程提供了重要依据。

专题研讨中，浙江省地质院高级工程师刘远
栋介绍了浙江省二叠系研究进展与李家镇地质环
境背景。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研究
员季承介绍了建德李家生物群的研究进展。陈旭
等专家学者及相关领导围绕李家生物群的科学保
护、科学研究、科普教育等提出意见建议。

“此次‘科学咖啡馆’活动，既是学术交流的
平台，更是推动古生物化石保护与利用融合的契
机。”浙江省自然资源厅二级巡视员吕晓澜表示，
要坚持政府与社会结合，邀请专家、科普研学企
业代表、村民代表参与，打造全国知名的学术和
科普平台。

原浙江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一级巡视员潘
圣明宣读了 《李家生物群化石研究保护白皮书
（纲要）》。白皮书提出了规范保护、科学研究、
文旅发展、科创保障等措施。

对话交流环节，面对主持人的提问，省地质

院基础地质调查研究所副所长张建芳表示，将围
绕李家生物群重点支撑做好调查研究、科学保
护、成果转化文章。建德市李家镇党委书记何洪
宇表示，要在保护中科学开发，推动建设全国化
石文化产业集聚平台和全国地球科学科普教育标
杆，将地质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

本期“科学咖啡馆”活动由浙江省科协、浙江
省自然资源厅指导，浙江省地质学会、浙江省地质
院、建德市政府等主办。中国古生物化石保护基金
会、中国地质博物馆国家古生物化石专家委员会有
关人员等60余人参加活动。 本报记者 叶扬

“领航计划”激发科技青年人才创新力
本报讯 近日，2025年浙江省科协党校“领航计

划”青年科技人才研修活动暨“希望之光”缙云机械
装备产业学术交流活动举行。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科协主办，丽水市科协、缙云
县委人才办、缙云县科协、浙江省自动化学会协办。
活动为期2天，不仅为青年科技人才搭建高端学习交
流平台，也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注入了新动能。

活动中，聚焦智能工厂、网络安全、大模型应
用、增材制造等前沿领域，浙江大学教授冯冬芹、谢
磊，浙江工业大学教授冯定忠与浙江科技大学教授
李强等4位专家，从技术创新、产业应用等多维视角
作深度报告，展现科技魅力与发展潜力。

圆桌对话环节中，与会专家围绕“机械装备产业
智能化升级——青年科技人才的创新实践”主题，就
青年人才如何开展创新实践展开热烈讨论，思想碰
撞引发全场共鸣，为科研工作提供了全新视角。

理论研讨之外，学员们还先后实地走访了丽缙
高新区、新碧街道、七里乡等地，深入考察当地产业
创新成果，全面了解产业创新实践。

此次活动两大核心议题是“青年科技人才成
长的机遇与挑战”和“交叉学科融合发展”，学员们
通过论坛、分组研讨、企业调研座谈等多层次的互
动，借助多学科协同攻关综合性议题，推动深度交
叉融合。来自高校、科研院所及科技型企业的学

员们，还就个人成长路径、科研成果转化、产业创
新路径等议题展开跨界交流，积极探索合作共赢
的新机遇。

活动期间，学员们还赴缙云仙都“信仰之问”教
育基地开展现场教学，通过沉浸式体验黄帝文化等
特色课程，深刻感受地方文化魅力。

“青年科技工作者是创新驱动发展的生力军。”
缙云县委统战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缙云将持续优化
人才生态，为科技创新提供沃土。

据悉，缙云已连续 3年成功举办此项国情研修
活动，持续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打造跨学科交流平
台。 本报记者 徐军 通讯员 蔡倩

专家企业面对面
助力丽水食用菌产业发展

本报讯 6 月 24 日，丽水市莲都区科协“科学咖啡
馆”——“食用菌营养与健康学术交流会”在浙江慧和健康
科技有限公司举办，近50名行业专家、企业代表齐聚一堂，
共商食用菌产业高质量发展大计。

本次活动由浙江省植物学会“希望之光”组合式人才
帮扶团、丽水市莲都区科协主办，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
浙江慧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协办。浙江植物学会理事长
金孝锋带队，特邀浙江省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贺亮、浙
江工业大学食品学院副教授张安强等行业知名专家参加
活动。贺亮在科研领域成果丰硕，承担多项国家级、省级
项目，发表大量学术论文，拥有众多发明专利；张安强长期
专注食药用菌功能性生物活性物质研究与产品开发，主持
参与多项重要项目，成果显著。

活动现场，贺亮以《食用菌健康组分与精深加工研究
现状与展望》为主题，深入剖析了食用菌中健康组分的最
新研究成果及其在精深加工领域的应用前景，为参会者呈
现了食用菌产业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张安强带来了《食药用菌功能成分与营养价值》的主
题报告，从功能成分与营养价值的角度出发，系统阐述了
食药用菌在健康产业中的重要作用及其精深加工的技术
经验，为与会代表提供了宝贵的行业洞察与启示。

两位专家的精彩分享，不仅拓宽了参会者的视野，
也进一步推动了食用菌精深加工领域的前沿探讨与技
术交流。

在“专家—企业”面对面环节，参会代表聚焦丽水食
用菌产业精深加工技术创新、健康产品开发等问题，积
极交流互动，通过会上面对面交流、现场点对点答疑的
形式，切实解决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难题，提升服
务水平，为企业排忧解难，推动食用菌精深加工产业高
质量发展。

此次交流会的举办，为丽水市食用菌产业发展搭建了
良好的交流合作平台，对推动食用菌产业提质增效、实现
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为促进共同富裕与乡村
振兴注入了新的科技动力。 范卓君

与会专家参观李家乡村化石馆

杭州启动“科普达人成长分享汇”系列活动
本报讯 由杭州市科协主办的“科普达人成长分

享汇”启动仪式日前在中国杭州低碳科技馆举行。杭
州部分科普达人、科普工作者及科普爱好者到场，深
入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科学传播的创新发展路径。

在“科普在新媒体时代的传播”主题交流环节，
“科普匠”石擎擎、“楠哥有才气”戴崧楠、“医学料理
科主任”张铭旋、“悟理方老师”方汉兵等4位网络科
普达人进行了主题内容的分享。

石擎擎提到视频内容要以本地热点为切入点，

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大家阐述热点事件捕捉技
巧。戴崧楠则从 7年短视频运营经验出发，通过风
趣幽默的言语，讲述了基建（网络账号开设基本资
质）、内容以及变现等三方面内容。

张铭旋坦陈自己是一名“小白”，还处于学习阶
段。她认为，作为新人就要敢想敢做，通过自己天
马行空的创造力来进行科普传播。

方汉兵的每一个短视频都以有趣的科学实验
为主，收获了一大批忠实受众，但他认为科普传播

不仅要在线上传播，更应该通过线下传播。
现场观众就传播策略、粉丝互动、科普破圈、AI

科技等热点议题，与4位科普达人进行了交流互动。
“科普达人成长分享汇”系列活动全年计划开

设10场，主要以科普沙龙、科普创作分享会、科普传
播策划讲座、新媒体运营实践等形式，邀请杭州知
名科普达人、科普网红、科普大V等分享科普经验，
为优秀科普人才搭建展示的舞台，推进杭州市科普
事业高质量发展。 程丁捷

秦山核电老科协获大奖
本报讯 近日，中国老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 2025年度

科学技术奖评选结果揭晓，秦山核电老科技工作者协会同
时斩获组织奖和个人奖两项殊荣。其中，退休专家刘九山
凭借在服务企业创新中的突出贡献荣获个人奖项。

作为海盐县老科协的重要分支，秦山核电老科协团队
汇聚了核电领域30余位退休专家，主要涉及机械、电气、仪
控等多个领域的资深专家，以及管理、安全、质保等方面的
行家里手。秦山核电老科协创新构建“四单式”精准服务
机制：企业点单——通过需求清单精准对接技术痛点；专
班派单——根据专业领域组建专家服务团；专家接单——
资深专家“一对一”技术帮扶；企业评单——建立服务效果
反馈评估体系。

通过这样的服务模式，海盐多家企业收益、服务成效
显著。浙江秦山电缆有限公司解决高压电缆绝缘材料改
性等 3项关键技术难题，老专家驻企开展技术培训 12场，
培养技能人才50余人。在浙江佳乐科仪股份有限公司，秦
山核电老科协助力核级变频器研发项目取得重大突破，累
计获得知识产权 32项（发明专利 12项），推动产品通过核
安全级认证，新增产值超5000万元。

“我们始终秉持企业有需求，我们必回应的服务宗
旨。”获奖专家刘九山表示，团队将持续发挥技术专长和管
理经验，为区域企业创新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海盐县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将进一步深化老科协工
作，不断指导扩大老科协组织覆盖面，推动建立县级老专
家人才库，不断发挥退休人员的专业，助力海盐县域经济
发展。 何晓燕

与会专家考察二叠系孤峰组剖面和李家化与会专家考察二叠系孤峰组剖面和李家化
石群发掘现场石群发掘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