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07.31 星期三0066 聚 焦 FocusFocus CHINA REFORMCHINA REFORM DAILYDAILY

本版编辑：张海莺 Email：523130654@qq.com 热线：（010）56805202

科教快讯“ 硬 核 ”科 普 走 向 全 民 时 代
严谨而又不失趣味性的科普内容借助短视频影响力，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帮助公众感受

科学爱上科学。以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平台将在科普传播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我国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
专利产出效益明显提高

□ 郭 倩

两院院士、动物学博士、古

脊椎动物研究专家、火山地质研

究专家……在抖音平台上，这些

科学领域的顶尖“大咖”正在通

过生动、灵活的短视频向公众讲

述小众且“硬核”的科普知识。

据悉，抖音平台上粉丝过万

的泛知识类创作者有近3万名，

累计发布泛知识类内容超过644

万个。业内人士指出，短视频形

式打破知识传播和理解的壁垒，

同时以社交为纽带进行共享，让

知识可以触达更多的人。短视

频平台有望成为推动实现知识

“普及”和“惠及”的助推器，推动

全民科普时代的到来。

寓教于乐成新潮流

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动

物学博士陈睿是中国石探记科

学团队负责人，在他的抖音账号

“动物学博士”上，记录了他和团

队踏遍世界的科学考察足迹。

在亚马逊丛林，陈睿拍摄到

了涡蛱蝶，这种蝴蝶翅膀上天然

地带有数字“88”的图案，视频

一出来就获得500多万的阅读

量和10多万的点赞。此外，住

在南美洲丛林树洞里以小鸟为

食的世界上最大的蜘蛛、马来西

亚最美蝴蝶红颈鸟翼凤蝶、世界

上最大且毒性最强的蚂蚁子弹

蚁……这些世界上罕见又神奇

的动物为网友打开了新世界，许

多网友留言感慨：“原来这个世

界上还真的有这样神奇的动物

存在。”

和陈睿一样，中国科学院古

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副研

究员卢静，北京交通大学国家级

物理实验教学示范中心教师、中

科创星科普科教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陈征等各领域“牛人”，也在

抖音上通过短视频讲述他们各

自研究领域的科普故事。

今年3月，中国科学院科学

传播局、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科普

部、中国科学报社、中国科技馆

四家权威机构与字节跳动公司

联合发起名为“DOU知计划”的

全民短视频科普行动。目前抖

音科普顾问团已吸纳13位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52位

专家学者。

作为“DOU知计划”第一批

科普顾问，陈睿说，如此一个大

流量的短视频平台是进行科普

传播的良好舞台，严谨而又不失

趣味性的科普内容，借助短视频

的全民影响力，以寓教于乐的方

式帮助公众更加了解身边的地

球。动物学知识也是每个孩子

都喜欢的内容，它可以成为孩子

认识世界追寻知识最好的材料。

截至2019年6月，抖音平台

上粉丝数超过1万的科普类创

作者超过5300位，半年内增长

近767%。一年来，抖音科普类

内容（囊括天文、地学、动植物

学、物理和化学等科学门类）创

作者共发布超过132万条科普

短视频，累计播放量超过1678

亿次。

新渠道拓展“知识边界”

近年来，“信息流+短视频”

掀起数字内容发展新浪潮。根

据中国信通院数据显示，2018

年，短视频用户使用时长在移动

互联网总使用时长占比超10%，

仅次于即时通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

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副研究

员张晓欢表示，短视频是基于移

动互联网传播的，便于针对不同

群体和事件进行精准化投放。

与一般文字、图片、网站等科普

形式相比，短视频科普更生动、

更直观、更有趣，符合移动互联

网时代知识碎片化传播的市场

偏好和观众需求，已经成为继网

站、微博、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

科普之后最具活力的科普业态。

“DOU 知计划”负责人介

绍，在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

院的合作研究中发现，短视频能

够使日常生活知识化，使隐性知

识显性化，拓展了“知识的边

界”。一方面，以“口语”的形式

进行生产和传播，降低了知识生

产的门槛；另一方面，短视频打

破了知识在传播和接收中存在

的固有壁垒，以社交为纽带进行

知识共享，将个体学习转化为大

众分享和参与，让知识触达更多

的受众。

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

理研究所研究员陈伟表示，科普

工作服务于创新型国家建设，其

自身也应该随着时代进步不断

创新，包括科普知识创新、科普

组织创新、科普手段创新等多个

方面。在媒体融合的时代，在

5G万物互联的即期愿景中，以

短视频为代表的新平台科普传

播将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知识+短视频”将成蓝海

值得关注的是，在泛娱乐过

剩的当下，知识+短视频有望成

为蓝海。

中国信通院研究报告指出，

短视频内容从基于社交的娱乐、

搞笑为主，向新闻获取和知识分

享等专业化、垂直化的方向发

展，涉及生活、工作等各方面，涵

盖数十余种细分类别，已然成为

人们获取资讯、表达自我的一种

新方式。

而作为新兴领域，短视频科

普教育也需要进行不断的探索

和优化。张晓欢表示，一方面，

短视频科普具有显著的去中心

化和多对多的传播特征，科普内

容的来源具有广泛性和不确定

性，短视频科普内容的良莠不齐

现象有可能在一段时间内成为

常态。另一方面，短视频科普传

播速度快，能量大，但当前大量

的科普短视频仅仅是通过简单

的摄像设备和视频制作软件进

行剪辑，与社会对科普视频的内

容及形式的要求有较大偏差。

陈睿表示，科普知识传播的

领域和空间十分广阔，应当创

新和运用好各类传播平台，让

公众对自然科学有更多正确

的、科学的认识，帮助公众更加

认识自然、尊重自然，而不是陷

于固有的刻板印象里。对于青

少年而言，家长、学校、社会也需

要给予更多关注，树立良好的教

育规范。

“科普短视频应是系统科学

知识体系中的节点知识精品，应

具有更深层次和更系统性的知

识思考和依托。”张晓欢建议，下

一步，需要防止短视频科普过于

碎片化，打造具有深度思考和系

统知识体系的科普短视频；短视

频科普教育要通过多种形式吸

引更多的社会公众与科普工作

人员参与进来；市场和参与主体

需要制作适应市场需求的科普

短视频，充分发挥短视频科普教

育在文化产业、科技教育、社会

治理和文化软实力等多方面的

综合作用。

此前，中国科技馆联合上海

科技馆、四川省科技馆、广东科

学中心等总计42家科技场馆集

体入驻抖音，推出“我的科学之

yeah”全民科学挑战线上活动，

取得了良好的示范效应。

“DOU 知计划”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将不断吸引更多的

权威机构和科研人员，在平台上

持续传播权威、严谨的科学知

识，覆盖更多学科，让抖音上的

知识内容体系更加全面。同

时，希望塑造更适宜的学习场

景，让权威的科学知识能够以

更加通俗易懂、更具感染力、更

具教育效果的展现形式和传播

方式，让更多的受众感受科学，

爱上科学。

开 拓 者

以匠心追求极致 让“绝活”不绝
——记德兴铜矿高级钳工缪国斌

□ 秦 宏

江西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是

中国铜行业领头羊，其德兴铜矿

于1958年建矿，迄今逾60年。

缪国斌，是德兴铜矿高级钳

工。以匠心追求极致，让“绝活”

不绝，是他的追求与担当。

“不脱工作服”的钳工大师

缪 国 斌 是“ 技 术 工 人 二

代”。小时候，他从在厂里做钳

工的父亲嘴里听到的故事，让

他对“技术大咖”欣羡不已。“父

亲讲过有个钳工做工件，做出

来的东西装上去严丝合缝，同

事无不敬服。”这样的故事听多

了，缪国斌向往长大后也要做技

术牛人。

1993年，从技校毕业的缪国斌

回到德兴铜矿，成为一名钳工。

在父亲“多学点真本事”的教诲

下，他通过勤学苦练，先后破格

拿到钳工技师、钳工高级技师资

格证，成为一名技术骨干，并陆

续获得“全国技术能手”、江西省

“赣鄱工匠”等荣誉。

在缪国斌心里，荣誉更是一

种责任。“除了特殊情况，一年

365 天他几乎都是穿着工作

服。”铜矿泗洲选矿厂一期碎石

工段党支部书记邱连邦说。20

多年来，缪国斌日复一日地穿梭

于工段各大厂房中，与轰鸣的机

器作伴。

“每个人把每天的工作做到

最好，才能实现铜矿明天更好的

目标。”缪国斌说，矿里的目标是

做世界先进的铜矿企业之一，这

是每个人的责任，是一名技术工

人应有的坚守。

爱琢磨技术也爱“管闲事”

先后参与矿山20项关键技

术改造，5项获得国家专利，牵头

完成的小型生产技术创新多达

200多项……爱琢磨技术的缪国

斌，技艺精湛。

在领导同事眼里，他还爱

“管闲事”。

选矿厂一期碎石工段曾经

使用的漏斗，因高落差导致生产

中皮带更换频繁，更换一条皮带

要花20万元，拆卸时8个工人要

忙活 10个小时，耗钱又耗力。

但因是广泛使用的设备，从来没

人提出质疑。

缪国斌“看不下去”，2005

年，他主动申请进行技术攻关改

良。经他设计的增设缓冲坡、圆

形溜道等设备技改，使皮带使用

寿命从1.5年延长到5年以上，

衬板消耗由每月0.3吨降至每年

0.2吨，缓冲托轮由每月1串降至

每年1串。

2009年，单位从国外引进

对安装精度要求极高的新型生

产设备，在安装中遇到技术难

题，连外国技术专家也感到束手

无策。缪国斌带领同事连续几

天待在现场测绘，反复研究分

析，终于制定出一套极为简便、

科学的调整方案，顺利完成了安

装，让外国专家竖起大拇指。

“他搞起创新来，从不计辛

劳报酬，更不会因私人利益逃

避。”泗洲选矿厂工会主席许火芝

赞道。

奉献传承让“绝活”不绝

缪国斌说，他最大的心愿就

是教出更多徒弟，带出更多技术

过硬的传承者。

多年在生产一线摸爬滚打，

缪国斌练就了设备异响一听明、

工件尺寸一摸清、电机轴距一调

准，以及“蒙眼做工件”“用光隙

颜色判断直线度误差”等绝技。

“作为一名技术工人，要有

匠心追求极致，同时也要让‘绝

活’不绝。”缪国斌说。

据了解，现在，缪国斌在德

兴铜矿成立了“双首席大师工作

室”，还担任着钳工技能协会秘

书长，工作之余义务开展技能培

训活动。他的“徒弟”中已有15

人被授予“江西省技术能手”，5

人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并连

续包揽“中金杯”“中铝杯”全国

有色金属行业机修钳工技能大

赛第一名。

探秘明安图探秘明安图
草原草原““天天眼眼””
内蒙古自治区正镶白旗

明安图镇东南方向的明安图

观测基地内，排列着100面白

色的抛物面天线。这个庞大

的 天 线 阵 列 便 是 草 原“ 天

眼”——明安图射电频谱日像

仪。草原“天眼”持续地接收

太阳射电辐射，然后由科研人

员进行数据分析、研究，对空

间环境监测、太阳活动预报均

有重要作用。图为明安图观

测基地中的抛物面天线。

新华社记者 刘 磊 摄

本报讯 国家统计局近

日发布新中国成立70周年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报告。报

告显示，2018年，按折合全

时工作量计算的全国研发人

员总量为 419 万人年，是

1991年的6.2倍。中国研发

人员总量在2013年超过美

国，已连续6年稳居世界第

一位。

70年来，中国科技实力

伴随着经济发展同步壮大，

科技投入大幅增加，科技产

出量增质优。

此外，专利发明量大幅

提升。报告显示，2018年，

中国专利申请数和授权数分

别为432.3 万件和 244.8 万

件，分别是1991年的86倍

和98倍。专利质量也得到

同步提升。以最能体现创新

水平的发明专利为例，2018

年，发明专利申请数达154.2

万件，占专利申请数的比重

为 35.7%，比 1991 年提高

12.9个百分点；平均每亿元

研发经费产生境内发明专利

申请70件，比1991年提高

19件，专利产出效益得到明

显提高。 （陈炜伟）

2019全球创新指数报告出炉
我国排名再创新高

本报讯 2019 年全球

创新指数日前在印度首都新

德里发布，中国连续第四年

保持上升势头，排在第 14

位，较去年上升3个位次。

根据新发布的指数，

前十名分别是瑞士、瑞典、

美国、荷兰、英国、芬兰、丹

麦、新加 坡、德 国、以色

列。中国排在第14位，较

去年的第17位上升3位。印

度位列第52位，比上年的第

57位上升5位，为南亚各国中

最高。

中国排名上升的结果印

证了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

事弗朗西斯·高锐之前的预

测。高锐近日在日内瓦接受

采访时表示，他对2019年中

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的排名

非常乐观，因为多年来中国

一直将创新纳入经济发展战

略和方向，并在过去40年里

建立了“一流的知识产权基

础体系”。

全球创新指数自2007

年起每年由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美国康奈尔大学和英士

国际商学院联合发布，通过

量化指标展示各国创新能力

的变化情况。

（赵 旭）

本报讯 为更好推动优

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降低

企业创新投入成本，天津市

科技局会同天津市财政局近

日出台了新的《天津市科技

创新券管理办法》。

新的管理办法提出，创

新券主要支持企业向创新券

服务机构购买与其科技创新

活动直接相关的研究开发、

检验检测、科技咨询等专业

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

所购买服务应直接用于本企

业的科研活动。

创新券每次最低申请补

贴额度 1000 元，同一周期

（一般为当年7月1日～次

年 6 月 30 日）内可多次申

请，申请补贴额度累计不超

过10万元，具体补贴金额按

照符合要求的业务合同金额

50%比例核定。

创新券采取预先申请、

事后兑现的方式。申请、兑

现，以及与之相关的信息查

询、信息发布等均依托创新

券管理服务平台在线进行。

2015 年 10 月，天津市

出台实施科技创新券制度管

理暂行办法，并于2016年出

台补充通知，进一步扩大创

新券支持企业范围。2016

年11月，首批创新券接受兑

现，截至2018年累计完成五

批兑现，超1000家次企业获

得创新券资金兑现，购买到

专业化服务。

（周润健）

中国计算机大会将聚焦“智能+”
让智能技术发挥“引领”作用

本报讯 “过去，智能

技术扮演的往往是‘工具’

和‘助手’的角色，今后，要

努力让智能技术发挥出‘引

领’作用。”在近日召开的

2019中国计算机大会新闻

发布会上，大会指导委员

会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

梅宏说。

据介绍，2019中国计算

机大会将于10月17日～19

日在江苏苏州举行。大会

的主题为“‘智能+’引领社

会发展”，围绕“致敬互联网

50 年，面向下一个 50 年”

“传统产业智能化升级”“深

度学习的冬天什么时候到

来”3个主题论坛展开。大

会将邀请中国工程院副院

长陈左宁院士、清华大学

吴建平院士、欧洲科学院院

士樊文飞、洛杉矶加州大学

教授张丽霞等业界知名专

家、企业家作报告。

梅宏说，2019年政府工

作报告中明确提出“智能+”

的概念，要为制造业转型升

级赋能。但目前我国人工智

能整体发展水平与世界领先

国家相比仍存差距，比如，在

原始创新、关键算法、基础理

论上仍然落后，人工智能与

产业的深度融合还要加大提

升，这些问题将在大会上得

到关注和讨论。

中国计算机大会至今已

成功举办15届。大会由中

国计算机学会主办，苏州工

业园区管委会承办。

（岳冉冉 董瑞丰）

天津出台科技创新券管理办法
更好推动优质科技资源开放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