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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关注 55··3030 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在郑州科技馆，有这样一群特殊
的“科学使者”，他们以生动的语言、丰
富的知识，为参观者打开探索科学世
界的大门，郑州科技馆科技辅导员高
文欣就是其中的一员。

“工作之初，我原以为只是单纯的
讲解任务，但深入其中才发现，辅导员
要带领孩子们动手操作、亲身体验、感
受科学，是点亮孩子科技星火的人。”
工作 3年时光，高文欣也在一场场科
普活动中不断成长。“收获的不仅是专
业能力的提升，更是对科普事业的深
刻热爱。”她说。

科普不仅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梦
想的启迪。作为科技辅导员，如何将
科技馆里的展品与趣味实验相结合，
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让科学原理变得
触手可及，是高文欣努力的方向。

2022年，高文欣首次进行登封观
星台展品讲解，从设计观星台科学课
程，到围绕观星台科学原理参与科普
剧表演，她在不同角色探索中不断突
破自己。今年 4月 28日，高文欣和同
事再次走进登封观星台，实地开展科
学实践课程。观星台科学课程实践的
不断创新也见证了高文欣科普工作的

一路成长。
正是因为这份坚守与热爱，高文

欣 2023年在河南省科普讲解大赛中
脱颖而出，荣获一等奖，并被授予“河
南省十佳科普使者”称号。

正如高文欣在朋友圈中所言：“要
相信用心做的每一件事都是有意义
的，相信努力的力量。”她用实际行动
见证了科技馆辅导员不仅是科学知识
的传播者，更是科学梦想的播种人。
在科普这条道路上，他们将继续以声
传科学，以行践初心，为公众点亮探索
科学的明灯。

勇立潮头 风流
本报记者 李娜 刘盼盼李宇航 魏滢 杨柳 文 周甬 图

5月30日，我们迎来了第九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强。从量子计算实现新突破，到深空探测取得新成就；从人工智能为产业发展赋能，到生物医药为

生命健康保驾护航，中国科技工作者秉持“敢为人先”的勇气，在关键领域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华丽跨越。
“矢志创新发展，建设科技强国”，今年的主题不仅是一句振奋人心的口号，更是新时代科技工作的核心使命。科技强国的背后，是

科学家精神代代相传的薪火，是许许多多一线科技工作者化身“火种传递者”，他们用智慧破解生命密码，以坚韧突破技术封锁，让科技
的星星之火在创新沃土上成燎原之势。

这一天，不仅是对科技工作者的致敬，更是对“科学精神”的礼赞。
连日来，记者采访了数位郑州的科技工作者，他们有的是深耕科学一线的“泰斗”，有的是致力于科普的工作者……让我们聆听他

们的故事，感受他们的科学情怀。

从郑州市红专路上的破旧小院，到郑东新
区龙子湖智慧岛，有着近 70年历史的河南省科
学院，完成了从辉煌到落寞，又破茧新生的历
程。而主导重建这一省级科研重地的带头人之
一，正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
红星。

2022年，他带着“新郑州人”的身份，肩负科
学家与建设者的双重使命，在中原热土上继续他
的“追光”之旅。

徐红星，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2022
年 12月受聘河南省科学院院长，2023年兼任墨
子实验室主任。他和物理的故事，源于兴趣。

从中学开始，徐红星就会追着物理老师讨
论物理知识，把老师追问得满头大汗，有时候甚
至会因此忘记吃饭。他说：“不管是物理，还是

其他自然科学，想要做好必须要有很强的兴趣
驱动。”

“科技创新是社会进步的核心动力。”徐红
星始终将习近平总书记“创新是第一动力”的论
断作为行动指南，更将科学家精神具象化为躬
身实践的准则。在重建河南省科学院的日夜
里，他与团队为完善改革方案讨论至深夜的身
影，成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的科学家精神
的最佳注脚。

此外，在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徐红星
推动建设了材料、化学创新基地、港区分院等创
新平台，与中原科技城双轮驱动，联合打造了以

“一院、一城、一平台，多网点多基地”为布局的中
原量子谷，取得显著成果。

如今这片热土已汇聚数百名科学家，诞生

了河南首个省实验室，更孕育出令业界惊叹的
成果——在近期的全国机器人马拉松比赛中，
省科学院研发的机器人全程无故障、未更换电
池，这支郑州团队用硬核实力诠释了“板凳甘坐
十年冷”的科研韧性。

兴趣驱动，政策引领，让徐红星得以在中原大
地上追光筑梦。而对科技工作者的关怀，则是徐红
星最深沉的情怀，也是他身为省科学院院长的责
任。他曾在多个场合提到：“科研怎么干，由首席科
学家说了算！”“不能让啃硬骨头的老实人吃亏。”

徐红星对河南饱含深情，对河南的科研未来
也充满了信心。他向更多人发出坚定而热情的
邀约：“河南欢迎您！郑州欢迎您！”这是科学家
对城市的告白，更是创新河南向世界发出的时代
强音。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
主席刘保延认为，让中国针灸走向国际舞台，要
将中医特点与临床研究的国际通行规则相结合，
更多掌握中医针灸的国际话语权，而这需要多学
科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刘保延说，从 1975 年到 2016 年，国际顶级
医学期刊发表了 24篇针灸临床科研论文，没有
一篇出自中国学者之手，而且这些研究大部分是
质疑针灸的疗效，认为针灸不过是“安慰剂”。

针灸真的没有疗效吗？“绝非如此。”刘保延
说，“国外的研究在方法学上没有很好地考虑针
灸本身的特点，要让针灸堂堂正正站在国际医学
舞台，就必须用我们自己的一些实践，把中医特
点与临床研究的国际通行规则相结合，用国际公
认的临床评价方法来评价我们的针灸。”基于这
样的目标，刘保延等中医科学工作者一直在进行

针灸临床国际化的探索。
2016 年，刘保延等人的一项关于针灸治疗

慢性便秘的研究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内科学年
鉴》发表，“这项研究试验历时 3年，应该说严格
遵循国际临床研究管理规范是该项研究成果取
得的关键。”刘保延说。

“中医在 2000多年前就已经有了完整的理
论体系，在临床实践中，中医的很多方子和方法
都表现出很好的疗效，但是它们为什么有疗效、
如何评价其疗效，这方面我们一直没有一套体
系。”刘保延说，当前，世界医学知识与实践的主
流模式是以科学证据为核心的循证医学模式，临
床证据是评价医学治疗措施有效性、安全性的主
要依据，说明白、讲清楚中医药的疗效是中医药
走向世界的前提。

用科学的方法、高质量的数据和有力的证

据，把中医的疗效说清讲明，在刘保延等人的努
力下，2016年以后，证明针灸“效果显著”的科研
论文频频登上国际顶级医学期刊，针灸的临床价
值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认可。

“对中医，我们要传承精华、守正创新；做科
研，我们要刻苦钻研、实事求是。”刘保延说，中医
的发展离不开传承与创新的结合，未来将积极探
索数字化技术在针灸领域的应用，用更多更新型
的方法，让中医针灸更有效、更方便地解决人们
的健康困扰。

郑州是岐黄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中医文化悠
久灿烂。刘保延表示，郑州中医药产业市场大、潜
力大，推动针灸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基础扎实、
前景广阔。刘保延希望，汇集更多人才积极参与
到郑州中医药发展工作，期待与郑州合力跑出中
医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

“我们科技工作者的使命就是创新，唯有创
新才能不断攻坚克难，勇攀科研高峰，为国家科
技进步与发展做出贡献。”在中国机械科学研究
总院集团首席科学家、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
械研究所总工程师龙伟民看来，国家所需就是他
的研究方向、奋斗目标。

“每一次取得突破看似是偶然，实则是团队
努力的结果。”龙伟民说，创新协同对于科研工
作至关重要。在破解“轻质及复杂构件精准钎
焊技术”这个“卡脖子”难题时，龙伟民和团队历
经 15 年持续攻关，团队突破了共性技术难题，
实现轻质材料和复杂构件的高可靠精准制造和
应用。

“要努力让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他带领团
队积极推广先进焊接技术，直接服务、走访企业、
院所 2000多次，实现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 30

多亿元，成果应用到3600多家企业，有力引领了
行业绿色发展和转型升级。

提及开展科研攻关中让自己感到自豪的事
情，龙伟民想起了日常工作中的一个瞬间：某天
的凌晨 4点，他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困扰已久
的科研难题的解决办法，6点来到实验室后，他
立即画图，发现可行后于上午 10点开展相关实
验探究，并最终实验成功。

“当我发现方法可行的时候，我内心有着藏
不住的兴奋与激动。这样的瞬间还有很多，更多
的是我和团队伙伴一起克服难题的成就感。”龙
伟民说。

“科学家精神我们必须要牢记在心，而且要
在工作中不断践行。”龙伟民认为热爱祖国是每
位科技工作者必须遵守的原则，创新和求实是科
技工作者的内在操守。“创新不是标新立异的创

新，而是基于实验验证基础上有实效的创新。求
实就是要求我们要不断自学、要秉持严谨认真的
态度对待科学问题。”

“青年是最有活跃度、最有朝气的群体。广
大青年科技工作者要敢于争先，脚踏实地。既要
做到眼中有星辰，又要脚踏大地。”龙伟民这样寄
语青年科技工作者。

“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环境越来越好，希望年
轻一代可以多做出成果，做出成绩。”关于科研
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他认为，年轻人精力最充
沛，要让年轻人成为科技大舞台的主力军。而
在科技前沿竞技场中，学术带头人要发挥拥有
丰富经验、丰富阅历和完善知识体系的作用，和
全世界优秀科学家同台竞技。在资深科学家的
带领下，大家拧成一股绳，不断攻克“卡脖子”技
术难题。

郑州科技馆副馆长李沛为孩子普及科学知识郑州科技馆副馆长李沛为孩子普及科学知识

↑郑州科技馆科技辅
导员高文欣做科普讲解

↑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中国机械总院集团郑州机械研究所总工程师
龙伟民龙伟民（（中中））指导团队开展技术研究指导团队开展技术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河南省科学院院长徐红星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世界针灸学会世界针灸学会
联合会主席刘保延联合会主席刘保延

竞竞

从 2005年在郑州科技馆参加工
作开始接触科普工作，如今，郑州科技
馆副馆长李沛在科普路上已坚定走过
了20年。

是什么支撑她 20年如一日地坚
守科普阵地？李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回答，是青少年眼中对科学的渴望。

2006 年初，工作一年多的李沛
加入郑州科技馆科普志愿服务队
中。“我至今仍清晰记得自己的第一
节科普课，当时为打磨课件还专门向
天文专家请教。”作为理工建筑专业
出身的李沛，第一次化身科学老师走

进校园。课堂播放音乐，同学扮演地
球、太阳、月亮，模拟自转公转。李沛
说，同学们当时都很兴奋，眼睛里迸
发着好奇的光。

如今，国家对科普工作的重视程
度与日俱增，科普教育质量也随之稳
步提升。科普大篷车开进校园一线，
将科学的种子播撒到偏远学校、社区
等各个角落。

科普的温暖同样照耀着特殊群
体。李沛带领团队为自闭症儿童、听障
儿童等开展特色科普活动。“我们在听
障儿童学校演出，用科普剧演绎生命诞

生过程，孩子们非常喜欢。”孩子们的喜
爱让她倍感欣慰。不仅如此，在社区科
普中，科普志愿团队开展百姓喜闻乐见
的实验，如揭秘怪坡现象、“厨房里的科
学”等，让群众明白科学其实并不是遥
不可及，科学其实就在身边。

“科技志愿服务始终在路上，科普
是一颗种子，能点亮心中的科技火种，
点燃兴趣与爱好。”李沛感慨道，“看到
孩子欢呼雀跃的表情，就知道我们的
工作意义非凡。”20多年来的 600 多
场科普活动，让她更加坚定“保护孩子
好奇心”的信念。

20年如一日保护孩子的好奇心

做响应时代号召的追光者

让中国针灸走向国际舞台

攀登科学高峰永无止境

在童心中种下科学的火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