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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一辆满载科普展品的科普大篷车驶进

了台州市路桥区金清镇下梁小学，宽阔的球场立

刻成了校园里人气最高的地方。在科技馆老师的

指挥下，小型仿人机器人、遥控飞机、机器狗机器

人一一亮相，为同学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球场

上时不时发出一阵惊呼声和掌声，同学们对科学

的热情和好奇被点燃了。

这样的场景经常发生在路桥区的校园里。本

学期开学时，台州市路桥区南官小学的同学们就

看到了满载科学知识的科普大篷车。大篷车在校

园停留了一天，同学们对科学探究热情高涨，纷纷

投入到喜欢的项目中，感受科技的神奇与魅力。

神奇泡泡、液氮礼花、声音实验室，奇妙的实验现

象令孩子们发出阵阵惊叹，争先恐后地举手与老

师互动，不仅学习了科学知识，还好好体验了一把

科技带来的乐趣。

路桥区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王剑表示：

“青少年是科普教育的主要对象，每次大篷车开进

学校，学生们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神，充满了对科学

知识的渴望，这就是活动的最大意义。”

作为“1+10+N”基层科普阵地建设计划重要

的组成部分，路桥区每年科普大篷车进村社、校、

企 40 余次，提供科普服务 20.5 万人次，成为全市

唯一受中国科协奖励价值 10 万元大篷车展品的

县（市、区）。

王剑告诉记者，2019年以来，路桥区不断完善

科普基础设施体系，逐步发展成为拥有实体科技馆、

科普大篷车、流动科技馆等的科普基础设施体系。

在此基础上，建设一个区域内综合性的科技

馆成为路桥区当前的工作重点，今年刚刚竣工的

区科技馆建筑面积2500多平方米，规划设计和立

项、招投标等前期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主要立足科

技实践教育，面向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重点突

出科普教育、科技交流、休闲娱乐等功能。其中创

客空间 700 多平方米，互动展厅 1200 多平方米，

同时还设置了 10 个科普教室，为前来参观的民

众、学生提供了充足的体验空间，预计不久之后完

成科技馆布展并免费对外开放。

科普大篷车走进校园，激发了孩子们的好奇心

在台州路桥区金清镇疏港大道路桥段，有一间特别的草席体验馆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它原来只是

当地兴欣席业公司内部堆放杂物的地方，如今“摇身一变”成为路桥区第一家草席博物馆。麻雀虽小，五

脏俱全，小小的场馆内，详细地展现了从草席文化的原料发展、制造工艺进步到文化溯源。

拥有“中国编织凉席之都”美称的金清镇，早在南宋时期就凭借皇家贡品——金清镇草席享誉大江

南北，如今作为浙江省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金清镇每年生产的凉席占了全国总量的80%以上，

畅销国内外。

这得益于近年来台州市路桥区大力推进的“1+10+N”基层科普阵地建设计划——“1”即建设区综

合性的科技馆，“10”即各镇（街道）科普教育基地，“N”即村居社区、学校、企业科普馆、科普长廊等阵

地。金清镇的草席博物馆就是非常成功的例子，将非遗文化与科普教育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场馆建设的

作用，定期组织科普教育活动，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青少年群体的科学文化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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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见杨礼池时，记者就注意到了他那双粗糙而有

力的手，上面还有一些陈年的疤痕和茧子，这是他多年

务农留下的印记，见证着他多年的奋斗经历和对家乡

农业科普的执着追求。

上世纪80年代，杨礼池萌生了种植蔬菜的想法。“相

比于养殖蜜蜂，种植蔬菜能赚更多的钱。”杨礼池解释道，

“当时沿海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老百姓生活好了，吃就讲

究了起来，对蔬菜的需求很高，所以价格也高。”他初次种

植实践取得了良好的成果，从露天种植蔬菜发展到小弓

棚再到大跨度毛竹大棚，勤奋好学的杨礼池白天在地里

干活，晚上回到家还会捧着农技方面的书籍阅读，利用

闲暇时间学习农技新知识。

1988 年，杨礼池在路桥当地开始搞蔬菜大棚种

植。在他的带动下，路桥区东部及温岭的几个乡镇的

农田都建起了大棚，种植的蔬菜也多种多样，目前路桥

区已发展大棚瓜果蔬菜2万多亩。

2002年，杨礼池投资成立了家庭农场。农场里有

一栋楼专为农民上培训课。农场设有试验田，农民在

课堂上学习完理论知识后，就可以到田间实践。农场

还不定期邀请科学协会和大专院校的老师来授课，这

个家庭农场被当地老百姓称为“农业学校”。

在这条路上，杨礼池遇到过很多困难，有一年，病虫

害特别厉害。种植的蔬菜几乎全军覆没，损失惨重。协

会及时邀请到了浙江农林大学的专家来做诊断。在专

家的指导下，农民们学会了如何依据农作物的特征来预

防病虫害，杨礼池和农民们经过不懈努力，逐渐摸索出

了一套适合当地环境的防治体系，为今后的大棚蔬菜种

植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杨礼池的成功，离不开台州市农民高级技师协会

的帮助。这个协会的成员主要以省科协评定的浙江省

农民高级技师组成，大部分是农村基层的新型实用性

人才。协会会长周斌告诉记者：“我们这个协会成立十

多年了，一直坚持不懈地为当地的农民开展各种各样

的农技科普工作。推动农业现代化的进程，让农业生

产更加科学高效，为路桥区农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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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包括草席体验馆在内，台州市路桥区共

有各类科普场馆71个，按主题归为科技、健康、应

急教育、自然科学、人文科学 5 类，涉及天文、地

理、航模等 12 大类子学科，基本形成各级科普教

育和示范基地为基础，以各类小型专题科普场馆

为支撑的现代科普设施体系。

记者走进路桥区级科普教育基地最新的成员

——螺洋小学智航中心内，小讲解员正在为前来

参观体验的同学们演示动感模拟飞行器的操作和

使用，讲的同学激情飞扬，听的同学聚精会神。“这

里有很多好玩的小实验和小游戏，还能沉浸式体

验飞行、玩航模组装互动游戏，真的非常有意思。”

一位学生兴奋地说。

螺洋小学智航中心去年投入使用，并于近期

全面开放。该场馆共有两层，占地面积约 400 平

方米，分飞天探秘区、飞天寻梦区、模拟飞行区、船

模科普区。整个场馆的主题定位于航空航海，这

得益于螺洋小学在科技嘉年华活动中优秀的科普

成绩和充足的国防教育资源。

螺洋小学梁定军校长告诉记者：“青少年作为

科技创新的后备人才，也是科普教育的主要群体，

我们学校智航中心的成立既是全区建设科普示范

区的成果之一，同时也是为了让青少年群体在实

践中提升科学文化素质，寓教于乐、寓学于趣、寓

教于心才能更好地开展素质教育。”

如今，智航中心成为了螺洋小学的“新教室”，在

这里，学校积极开展科技节、课后托管科技社团活动

等微课程，定期组织班级进行科普活动，让所有学生

都有参观学习的机会，激发学生科技创新能力。

“我们路桥区已基本形成各级科普教育和示

范基地为基础，以各类小型专题科普场馆为支撑

的现代科普设施体系。”路桥区科协党组书记、主

席罗萍说，“接下来，路桥区科协将继续建设具有

地域、产业、学科等特色的科普教育基地，探索和

创新如何进一步提高开放服务能力和资源共享水

平，形成社会多元主体广泛参与的良好态势。”

涉及天文地理各学科，打造71个科普教育基地涉及天文地理各学科，打造71个科普教育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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