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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哇！好神奇呀！”“太不可思议了，这是魔法吗？”

伴随着孩子们一阵又一阵的惊呼，孔小利带着他的“科

学真探社”，正在进行一场科学实验秀。

活动现场，通过趣味情景演绎，塑料袋火箭、乒乓

球机关炮、空气大炮、液氮蘑菇云四个科学实验，直观

生动呈现了伯努利定理、涡环现象、液氮汽化。

孔小利是宁海县实验小学教育集团金桥校区的一

名科学老师，也是学校里最受欢迎的孩子王。自2014

年跨科担任科学教师以来，他痴迷于科普教学，经常将

自己的奇思妙想付诸于实践，将身边奇妙的科学现象

用实验方式展示给孩子，因此同学们都亲切地称呼他

为魔法师“孔布利多”，取自《哈利波特》霍格沃茨魔法

学院的邓布利多校长。

“科学真探社”是孔老师带领学校科学团队开设的

拓展课。课上，孩子们穿好白色实验服，当起科学小侦

探，亲手制作并品尝无色透明奶茶、探究无字天书背后

的秘密等。孔老师还打通生活与课堂的边界，把好吃

的爆米花与大气压强的知识联系在一起，让孩子在吃

和玩中领会蕴含的科学原理。

为了能让更多孩子爱上科学，2022 年下半年，宁

海县科协联合县教育局、县科技局、宁海传媒集团成立

宁海少年科学院，并推出《科普向未来》专题栏目，孔老

师和其他科普达人一起，把公益科学实验秀带给全县

中小学生。2023年，宁海少年科学院还将科普教育带

进十几所学校，惠及师生3万多人。

此外，宁海县科协还开通了宁海科普微信视频号，

定期推送宁海科普达人的科普实验。2022 年，“孔布

利多科学真探社”运用纸杯、矿泉水瓶、回形针等日常

生活物品进行科普小实验，目前已拍摄三十多期，用最

接地气的方式达到科普目的。

孔小利始终认为，科学教育应该是贴近生活、亲近

孩童，鼓励孩子们去动手制作、去优化创造，才能真正

埋下科学的种子，等待日后长成参天大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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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根筷子、几根皮筋和两个灌满水的玻璃

瓶组合起来，一个三角装置就稳稳地“站”立在

指尖上⋯⋯近日，在宁海长街镇岳井小学的教

室里，学生们跟着老师制作“指尖不倒翁”。

妙趣横生的科学实验，是宁海县科协送去

的一堂科普支教课。2021年，以“双减”政策为

契机，宁海县科协组织推出义务支教公益行动，

以偏远乡镇学校的学生为对象，将优质的科普

教育送进课堂。

“针对乡村学校缺少专职学科教师、科技教

育资源短缺等问题，宁海县实施‘教育共富’加

强科技赋能，助力薄弱区域科技教育优质均衡

发展，促进科技‘脑袋’共富。县科协组织广大

科技工作者、科普专家、科普信息员与科技志愿

者共同参与其中。”宁海县科协副主席胡春霞表

示，这么做，只为了把科技教育送到更多有需要

的学生中去。

在留守学生较多的乡镇，组织教师送课到

校，形成“一校一案”的课程体系，常态化开展留

守儿童的科普教育。“科普大风车”下乡活动也

受到欢迎，优质科学体验课、科学小实验、科普

表演秀等都被送进学生课堂。

“空中飞课”远程支教，则是让城市学校优

秀教师通过视频、语音、课件、动手制作等进行

“城村”联动，给山区学校提供演示、指导。

精准实施“教育共富”，把科技送到乡村学生中去

胡陈“桃花节”、深甽“十月

半”、前童“豆腐节”、桑洲“麦饼

节”⋯⋯近年来，随着乡村旅游节

庆品牌的打响，宁波宁海县吸引

了无数游客。

成功打造地域名片的背后，

其实有着一股科技力量。宁海县

科协不断挖掘激活“民间人才”资

源，为乡村振兴提供不竭的科普

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撑。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我们

将持续不断优化科普阵地、科普

队伍、科普内容、科普路径，加速

提升我县全民科学素质。”宁海县

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宁波市宁海县加速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盘活民间人才资源
带动乡村教育共富

“我们这套模具很重要，成本上百万元，现

在就卡在最后一道抛光工序上，能不能帮忙想

想办法⋯⋯”自从获评五星级模具抛光师，模具

师傅鲍斯友常常接到这样的求助信息。

鲍斯友从事模具抛光20多年，手握相关发

明专利。可是，在宁海这个国内首个“中国模具

产业基地”，这项关乎模具整体质量的重要工

序，却一直未开展执业资格（星级）评定，像鲍斯

友这样的“土专家”，始终没能“破土冒尖”。

得知这个情况后，根据宁海县“民间人才千

人计划实施意见”，该县科协指导模具协会进行

项目申报，前年首次引入模具抛光师评级，对首

批 16 家企业近百名模具抛光工开展执业资格

星级现场测评，五星级是最高评定级别。

据悉，宁海在全省率先推出民间人才“千人

计划”，评选出工业生产、文艺、农艺、非遗等各方

面的三星级以上民间人才370余人，建立“民间

工匠室”20余个，其中宁海平调耍牙绝技、泥金

彩漆“十里红妆系列”荣获中国民间文艺最高奖

——山花奖。这样，民间人才“聚”起来了。

然后，宁海又让民间人才“跑”起来，东方艺

术博物馆等 14 个非遗传承基地均入驻星级民

间人才；选派民间人才担任农村文化礼堂“坐

堂”艺人，定期开展文艺和非遗展演，专题讲授

农业技术、非遗技艺；同时鼓励引导民间人才赴

外开店、入驻酒店、外派展演等，比如10名星级

“麦饼师”已被高档酒店聘任。

最后，宁海请民间人才“带”起来。民间人

才带富、带艺，带动了文创、农旅、农业科研等项

目30余个，撬动产值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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