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州市科协系统
成绩突出集体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吴兴区八里店镇科学技术协会
湖州吴兴人才产业投资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科

学技术协会
南浔区心理健康协会

久盛地板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德清县科学技术协会

德清县雷甸镇科学技术协会
长兴县科学技术协会

长兴县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
安吉县递铺街道科学技术协会

安吉县林学会
浙江大学湖州研究院
湖州市护理学会
湖州市蚕桑学会
湖州市第二中学

浙江省农村致富技术函授大学湖州市分校妙
西辅导站

湖州市科协系统
成绩突出个人名单

（排名不分先后）

张新蕊
吴兴区科学技术协会

徐 芳
吴兴高新区科学技术协会

施泉兵
浙江久立特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刘森祥
菱湖镇科学技术协会

陈 龙
浙江东通光网物联科技有限公司科协

杨丽萍
南浔区预防医学会

姚伟峰
德清县科学技术协会

戴莹鹰
德清县钟管镇科学技术协会

倪 涵
德清地理信息小镇科技工作者学会

董志红
长兴县科学技术协会

何 燕
长兴“金钉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处

刘孝伟
超威电源集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王欣欣
安吉县科学技术协会

梅阿宝
安吉县孝丰镇科学技术协会

肖 丽
安吉县蚕业协会

徐 清
微流科技（湖州）有限公司博士创新站

代卫星
永兴特种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国家级博士

后工作站
祝守新

湖州市机械工程学会
孟庆欣

湖州市数学学会
吴 彬

湖州市气象学会
姚恩亲

湖州市环境科学学会
张 晨

湖州市中医药学会
周 煌

核工业井巷建设集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王 娟

天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院士专家工作站
王 莉

湖州市农业科技发展中心院士专家工作站
徐 钰

湖州市空间规划编制与研究中心
王 刚

钱山漾文化交流中心
周 涟

湖州市科学技术馆
姚美华

湖州市科协科技志愿服务队
徐 丹

湖州中学

全省首家院士科普站授牌。

湖州籍“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精神展览。

2022中国绿色低碳创新大会。

举办“数据赋能”科学家与企业家沙龙。

湖州市科协表彰
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
本报讯 日前，湖州市科协公布了全市科协系

统成绩突出集体和个人名单，旨在表扬先进，弘扬
正气，激励科协系统广大干部职工奋发进取、改革
创新的积极性。八里店镇科协等 15个单位为成绩
突出集体，张新蕊等30名同志为成绩突出个人。

湖州，从世界丝绸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国内率先搭建起桑叶养蚕全程机械化种养示范点，打造“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金名片；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理念诞生地，推进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再到莫干山下，院士之家全省样板……这座太湖之滨的城市，正以“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为起笔 ，谱写美丽中国的壮丽篇章。

湖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第七次代表大会以来，湖州市各级科协聚焦为科技工作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服务、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服务，为推动绿色低碳
共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湖州建设作出了积极贡献。在湖州市科学技术协会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记者采访了湖州市科协相关负责人，对五年来市科协工作进行一些梳理。

科技创新与科学普及双突破

湖州：建设美丽中国科协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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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协】

“科创中国”绿色低碳创新联合体揭牌。

过去五年，是湖州经济发展实现新跨越、综合实
力大幅提升的五年，是全市科技水平显著提高，科创
高地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的五年，也是全市科技工作
者勇攀高峰、砥砺奋进，科协事业蓬勃发展的五年。

在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协工作者“实干争
先、奋斗有我”的智慧和汗水浇灌下，市科协工作实
现了许多“0到1”的跨越：牵头承办首届中国绿色低
碳创新大会，搭建全国性学术交流平台；发起成立

“科创中国”绿色低碳创新联合体，建立全国性高端
智库；率先探索公共场馆科普化改革，成为全国唯一
试点市；中国科协批复设立国家级生态文明科普中
心；成立全省首家院士科普基地；绿色低碳创新大
会、公共场馆科普化、生态文明科普中心三项特色工
作写入中国科协2023年度工作要点……

五年来，科协工作获得市级以上领导批示55件
次，在中国科协、省科协各类会议作典型经验交流46
次，先后获得全国科普日优秀组织单位、省乡村振兴
实施工作优秀单位、实干争先“奔跑者”等荣誉，全市
科协事业开创新局面、取得新成效。

深入推进科技工作者之家建设
实现思想政治、主题实践双引领

科协作为“科技工作者之家”，有着联系服务科
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作用，高举旗帜、凝心铸魂，全
面加强科协组织的政治基础至关重要。

五年来，湖州市科协组织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
学习培训，开展习近平总书记“两院”院士大会、中央
人才工作会议等重要讲话精神和省市党代会精神学
习宣讲，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中国
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动员全市各级科协和广大科
技工作者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同时，各级科协积极高质量开展“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和党史学习教育，精心组织“习
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专题培训班，开
展学习党史服务基层系列行动，开设党史专题党课
和《党的足迹》《百年征程》等专栏，激励广大科技工
作者传承红色基因、永葆创新本色。

为认真贯彻市委“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实干争
先主题实践”部署要求，湖州市科协迅速谋划“十百
千科技助企”“南太湖智汇科创”等“赋能六个新湖
州”行动；组织开展“实干争先·奋斗有我”——“科创
赋能新湖州”大学习大讨论。同时，围绕高水平建设
生态文明典范城市，市科协制定了“实干争先、赋能
典范”实施意见，开展人才“双创”服务、学会助力共
富等八大行动。此外，市科协还积极支持科技界人
大代表、政协委员履职，建立市政协科协界别活动
室，组织视察调研、参政议政，报送提案51件。

为营造重视关心科技工作者的浓厚氛围，市科
协通过制定科协领导联系院士专家和基层科协制
度，开展经常性的联系服务工作，先后走访慰问科技
工作者236人次，帮助解决实际问题126个。

培育文化、继传星火
开展弘扬科学家精神实践活动

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内核的
科学家精神，是激励现代青少年学生不断努力，未来
心无旁骛地投身祖国科研事业，为我国实现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的最优解。

湖州市科协深入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
才工作、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大力弘扬
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精心策划湖州籍“两弹一星”功
勋科学家精神展，组织宣讲 83场次，基层巡展 42场
次，时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张玉卓、时任浙江省委副
书记黄建发，以及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先后参观；
开展“不忘初心 守正创新”院士心语征集活动，11位
院士专家亲笔寄语；实施“红色百年路、科普万里行”
科普大篷车行动，组织市级学会开展科学道德和学
风建设宣教活动，特邀中国科学院院士陈旭到市委
党校作《我为祖国献能源：一个老科学家的心愿》报
告，推动梁希国家森林公园等6处科学家故居（纪念
馆）成为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主动唱响守正创
新主旋律。

担当作为、聚力科创
持续提升科协组织的服务效能

以“科技创新，绿色低碳”为主题的2022中国绿
色低碳创新大会于 2022年 8月 15—16日在湖州成
功举办，充分体现了湖州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责任
担当。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指引下，湖
州逐绿前行、因绿而兴、绿满金生、以绿惠民，绿色已

经成为湖州发展最显著的优势和最动人的色彩。
2022中国绿色低碳创新大会，围绕生态文明建

设、能源革命、减污降碳等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和赋能
地方活动24场，院士专家作主题报告132场，包括20
位省部级以上领导、60位“两院”院士在内的2000多
人参会，丁仲礼、万钢、袁家军、张玉卓等领导作重要
讲话，省委书记易炼红对大会成绩充分肯定，率先在
全国树起了绿色低碳发展的鲜明旗帜。

同时，市科协还牵头深入推进绿碳大会品牌赋
能行动，力争实现“六个一”成果，即办成一届国际绿
色低碳创新与生态文明交流盛会、办好一场国际绿
色低碳技术展、建成一座绿色低碳科创谷、成立一支
绿色低碳创新发展基金、筹建一个国际绿色低碳科
技组织、开展一系列绿色低碳公民行动。

为推动“智汇科创”的答卷不断获得高分，市科
协积极争取市委、市政府重视支持，由市两办印发

《科创湖州·智汇计划》，出台国家级学会服务站、院
士专家工作站、科学家产业服务等引智政策，启动
实施“美丽湖州四季看变化”院士专属服务计划。
在 2022中国绿色低碳创新大会上，“科创中国”绿
色低碳创新联合体成立，如今成员单位已拓展至 33
家，包括 10个国家级学会、5家高校和科研机构，搭
建了联通高端科创资源的常态化渠道。此外，围绕
科创高地建设，市科协引入省级以上学会服务站 28
家，新建院士专家工作站 65家，培育博士创新站 86
家，在全省率先实现中国科协“海智计划”工作基地
区县全覆盖，并推动南太湖国际人才交流中心成功
创建成为全省首批“国际学术交流中心”。由市科
协推动的“院士之家”建设目前已经实现全市五个
区县全覆盖，进家院士达到 158位，其中，德清莫干
山院士之家成为全省首批“浙江院士之家”。在积
极融入“科创中国”建设上，湖州市科协已成功申报
首批国家级创新基地 2个、省级创新基地 1个、省级
试点县3个。

答卷的“加分项”也要拿下。据介绍，湖州市科
协通过对接重点产业发展和企业技术创新需求，开
展院士专家园区行、企业行活动150余场次，邀请海
内外院士280余人次与企业面对面交流。科协还充
分发挥“一家三站”的创新平台作用，为企业产品研
发、技术攻关、人才培养等积极赋能，浙江久立特材
刘正东院士领衔的科研项目入选浙江省“尖兵计
划”。同时开展了“学会三服务助力共富”行动，立项
资助学会重点项目 270个，推动学会进企业、下基
层、优服务，市机械工程学会助力林城镇工业炉行业
转型升级，协助企业申报发明专利 10件、实用新型
15件，合作参与7项国家标准制定。此外，湖州市科
协积极深入实施“金桥工程”，139个支持项目帮助企
业新增产值6.4亿元、利税7000多万元。做好“科技
红娘”角色，湖州市科协实至名归。

创新实干、科普惠民
不断彰显科协组织的为民情怀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湖
州市科协坚持大科普理念，加快构建政府、社会、
市场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

五年来，湖州的科普工作创造了新格局。通过
编制《湖州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实施方案
（2021—2025年）》，出台 《湖州市科普事业发展
“十四五”规划》，发挥全市纲要实施工作机构作
用。在“一老一小”重点人群上，市科协针对性地
开展“银龄跨越数字鸿沟”、科普助力教育“双减”

等科普专项行动，老年人培训4600余场次，青少年
参与活动1200余项，湖州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从2018年的11.2%提升至2022年的14.6%。

市科协还在全国率先探索公共场馆科普化改革
试点工作。2022年 11月 10日，中国科协书记处书
记、副主席孟庆海来湖出席启动仪式，相关工作标
准已被中国科协正式立项，有望成为浙江省首个国
家科普标准。今年2月，中国科协正式复函，同意
支持湖州市建设首个国家级生态文明科普中心。

科普活动体现新作为。市科协持续打造“在湖
州点亮全民科普”品牌，组织“喜迎二十大，科普
向未来”等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每年开展活动
200余项，服务约95万人次；围绕防灾减灾日、食
品安全宣传周、科技活动周等重要节点，开展“与
科学家同行”、童眼看科普、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等活动200多场次，开展“留湖过年科普同行”系
列活动 300 多项，每年开展科普电影城乡行 100
场、科普大篷车下基层 30余场；开展院士专家系
列科普讲座、与科学家面对面等活动 50余场，组
织青少年走进“人民楷模”王启民故居等科学家精
神传承地，线上线下惠及青少年 10万余人次；打
造全省首部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科普情景剧《心上
的阳光》，通过“线上直播+线下巡演”，观看人数
达13.65万人次。

科普资源实现新拓展。成立全省首家“院士
科普基地”，在全国率先实施中小学校科学家科普
教育基地全覆盖，首批已有 23位院士、37名专家
与学校达成合作。在拓展社会化科普资源上，市
科协目前已创建市级以上科普教育基地 84 家、

“群众家门口”的科普场馆 131家，依托原乡小镇
蝴蝶馆等 10 个场馆推出全省首个“科普场馆联
盟”，并在南浔区建成首家农村专业科普馆，在德
清县首创道德教育馆，在安吉县成功创建新一轮
全国科普示范县。湖州市科技馆争取中央补助资
金 1783 万元，对 2847 平方米的展区进行迭代改
造，其中投资 639万元的宇宙探索项目即将于今
年 6月底对外开放，科技馆年均开展科普主题活
动 130 余场，年均参观流量 14.8 万人次。此外，
建筑面积约 4.6万平方米的市科技馆新馆选址美丽
的长田漾湿地公园，即将开工建设。

接下来，市科协将改革创新，积极补短板、强
弱项，通过进一步提升平台服务能级，致力于高端
智力和创新资源集聚，促进科技创新、助力企业发
展；进一步加强科普服务能力，积极整合拓展社会
化科普资源；进一步增强科协组织动员力，实现工
作覆盖、组织覆盖、建家交友活动覆盖，充分释放
学会的潜力和活力，从而实现有效提高服务党委政
府科学决策供给能力、达到科普公共服务满足公众
日益增长的科学素质需求、满足科技工作者需求的
目的，努力展现新时代科协组织的新作为、新形象。

本报记者 蔡家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