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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宁波鄞州科技信息孵化园里，一场《我的挑战深渊极限的故事》报告正在进行。演讲者是

“蛟龙”号总体与集成项目负责人、第一副总设计师，西湖大学讲席教授崔维成。

作为9次深入海底的“载人深潜英雄”，也是挑战马里亚纳海沟最深处的“万米海底追梦人”，崔

教授的讲述，受到了现场观众“追星”般的热捧。

这是鄞州扩大“朋友圈”打造“科普圈”的一个缩影。

作为第一批全国科普示范县（市、区），也是宁波市唯一，鄞州坚持大科普理念，全方位调动社会

资源力量，积极探索，涌现出一批科普典型亮点与“金招牌”。

扩大“朋友圈”，打造“科普圈”

鄞州亮出科普金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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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里有科技工作者，科协工作就做到哪里；

哪里科技工作者密集，科协组织就建到哪里；哪

里有科协组织，建家交友活动就开展到哪里。”

让科普近在身边，在鄞州并不只是一句口

号。

鄞州科协按“一社（村）一特，一街（镇）一

品”理念，形成大型场馆、专业场馆、村（社区）科

普馆、农业科普馆（基地）、学校科技馆、流动科

技馆、企业科技馆、“点”状微科普馆等八大类全

覆盖的特色实体科普文化场馆体系。

如今在鄞州，仅市级以上科普教育基地就

有 27 家。随着科普“朋友圈”不断扩大，2021

年鄞州区科协发布宁波首张集合辖区科普资源

的线上“科普地图”，囊括全区特色鲜明、不同主

题的科普文化场馆。

这些场馆都有哪些特色？中国科协公布

2021~2025 年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名单，

其中位于鄞州区的宁波科学探索中心、周尧昆虫

博物馆、宁波海洋世界等3家单位榜上有名。而

这3家单位，也是“科普地图”显示的场馆之一。

其中，宁波科学探索中心是全国首家以“探

索”为主题的大型互动式体验科普场馆，全馆展

品总数 425 件，均为互动体验和动态演示型展

品，还有浙江省最大球幕影院；宁波海洋世界是

宁波唯一的展示海洋生物、宣传海洋知识的专

业海洋馆，拥有 200 多种、2 万多条（只）海洋生

物；周尧昆虫博物馆是鄞州区特色鲜明的博物

馆，也是国内第一座昆虫博物馆，不久前刚刚入

选全国科学家精神教育基地，馆内各类标本、模

型、书画等藏品超一万件。

通过扫码进入线上鄞州科普地图，地理方

位、交通路线和场馆类别一目了然。点进场馆，

包括视频、音频、门票信息、开放时间、地址导航

等场馆的信息一一呈现。

同时，发布的科普活动信息，让科普爱好者

能及时掌握场馆动态与活动消息；开展的线上

线下打卡积分活动，满满仪式感增强了市民参

与科普活动的热情。

一张图串起特色鲜明、主题分明的科普文

化场馆，将鄞州“15分钟科普圈”落在实处。

一张手绘地图串起70家科普文化场馆一张手绘地图串起70家科普文化场馆

启动竞速车联赛等赛事，让爱好科技的学子参与到

联赛活动中来；组织航海、航天等系列竞赛，构建青少年

科技普及成长舞台⋯⋯在宁波鄞州，这些惠及青少年的

科普活动，都少不了一个人的身影。

他叫徐卫东，是鄞州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秘书

长。20 年间，他见证鄞州青少年科技教育从 23 名同学

参加区航空模型科技竞赛，发展到如今一年 3.7 万名同

学参加近百场各项区级科技活动，逐步实现鄞州青少年

科技教育从无到有、由弱到强、从单一项目活动到系列竞

赛推进、从基本普及到特色化、个性化的跨越发展。

2004 年 5 月，徐卫东担任鄞州区青少年科技辅导员

协会秘书长，全身心投入到全区青少年的科技成长工作

中来。

为增加师生参与科技活动的机会，让更多学生受益

于科技教育，徐卫东抓好科教发展软阵地建设。他在鄞

州教育网中设置科技教育板块子栏目，让各校科学教师

能借助平台学习与交流感悟。

为扶植青少年科教基地，他积极对接培训科技辅导

员，每年召开 7~9 场区青少年科技工作会议，落实青少

年科技工作各阶段事务。

自2004年暑假起，徐卫东牵头组织鄞州区一年一届

的青少年科技夏令营暨青少年航模、信息学、机器人、无

线电、科技创新、科普实践比赛活动，至今已是 18 个春

秋。

此外，鄞州区青少年科技节、鄞州区青少年风筝四艺

等联赛活动，让更多的孩子因科技而成长。

在徐卫东的统筹引领、组织参与下，鄞州区在科技教

育方面取得不错成绩，其中16所中小学的百余名同学先

后登上央视舞台；多所学校的头脑创意项目在国内、国际

大赛上屡获金奖；在机器人科技、风筝大赛和创新科技方

面，成绩卓越。

除了组织各大赛事，徐卫东深入基层学校，开展创新

发明讲座，带动各位创新教师共同努力。

从2008年起，通过开展鄞州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先进

集体、鄞州区优秀科技辅导员评选活动，更多优秀教师走

上了科技教育岗位；而专项课题立项和专项科研成果评奖

活动，使青少年科技辅导教师向学者型、研究型教师成长。

从23到37000
数字变化背后的科普人身影

“科普圈”已经形成，该如何深入基层？青

少年和老年人无疑是两大重点群体，由此也涌

现出不少亮点品牌。

2022 年，鄞州区科协启动科普资源助力

“双减”专项行动，打造“科学风车”品牌项目，联

合特色科普场馆，将精心设计的科学探究课程

送进校园，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持

续开展馆校双向双进活动。

截至 2022 年底，“科学风车”已顺利完成

“海底两万里”、“农场主的生活”等主题课

程，“空天探秘”天文活动、“气象万千的科

普”等主题讲座，“执着的屠呦呦”科普剧等

20 余种类型的活动，向辖区内 105 个社区输

送 近 200 场 次 活 动 ，累 计 参 与 活 动 人 数 达

24000 余人。

2023 年，“科学风车”总结经验再出发，将

向农村学校和外来务工子弟学校倾斜，并增加

科普迎亚运、海洋环境等热点知识，在节假日期

间为青少年送科普到“家门口”。

而鄞州区新推出的“科学蜂巢”社区科技星

火计划，以“科学蜂巢”科普志愿者联盟为品牌，

开展面向社区，以 6~12 岁青少年（或以一老一

小亲子方式）为对象、以科技制作和互动科技实

验为主的科普活动，播撒科技星火。

针对科普的另一重点群体，鄞州区精准设

计培训体系，推动老年人融入智能社会。

根据老人们的智能手机使用水平，鄞州开

设基础班和提高班，以满足不同群体对智能手

机操作的差异需求；考虑到老年人眼睛花、理解

慢，特意编印书面教材，用于课堂教学。

据统计，2017 年至今，鄞州区送教遍及

145个社区和132个村，已有超7万名银龄老人

接受智能手机培训。

在鄞州，科普工作也善于结合本土优势。

被称为“院士之乡”的鄞州，拥有鄞籍院士 45

位，数量居全省各县（市、区）之首。鄞州充分发

掘和利用本地科学家精神教育资源，讲好本土

科学家故事，让科学家精神被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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