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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5月 23日，河南省延津县人武部组织“肖思远民兵连”民兵开展助农活动。

图为民兵与村民刘景荣一起修剪葡萄枝。 岳遂利摄

走进身边的国防科普课堂
—来自第25个全国科技活动周的一组新闻

今年5月 24日至 30日是第 25个全国科技活动周，主题为“矢志创

新发展 建设科技强国”。歼-10C模型亮相启动仪式现场，“英雄航天

员”登台演讲，中小学生走进国防科技展厅……活动期间，各地开展一

系列丰富多样的国防科普活动，通过展览展示、互动体验、专家讲座等

方式，在参观群众特别是青少年心中种下科技强国、科技强军的种子。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厚植青少年家国情怀、培

养国防科技后备人才，形式多样的国防科普，无疑是行之有效的途

径。让我们走进几个国防科普活动现场，感受一场场沉浸式的科学

“盛宴”。

——编 者

“你看，这就是歼-10C 模型！”5 月

25日，四川省科技活动周的主会场成都

自然博物馆（成都理工大学博物馆）广

场上，一架银灰色的 1∶1全尺寸歼-10C

战斗机模型亮相。不少市民慕名赶到

现场，与模型合影留念。

“歼-10C 是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成飞制造的，是我们成都人民的骄傲。”

抱着孩子，市民吴先生告诉记者，自己

是一名军事爱好者，这次专门带孩子

来近距离目睹国产战斗机的风采。“虽

然孩子现在还很小，我讲的内容他也记

不住多少，但还是希望能够在他心底埋

下一颗种子。”吴先生说。

这段时间，展陈歼-20、歼-10C 等

战斗机模型的成飞航空教育主题基地，

同样迎来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单日人流

量突破 1.2 万人次。在这里，群众不仅

可以近距离看到 1∶1 还原的战斗机模

型，还可以体验时长 20 分钟的战斗机

模拟飞行，如同置身真正驾驶舱一样，

兴奋又刺激。

5 月 24 日，造型状若星云的成都科

幻馆迎来闪耀的“星”。成都籍“英雄航

天员”叶光富来到现场，讲述自己从看飞

机的少年成长为航天员的奋斗人生。叶

光富告诉现场观众，在太空中自己最激

动的时刻，是看到中国空间站的那一刹

那。“特别是看到舱壁上一抹鲜艳的中国

红在太空高高飘扬的时候，我内心的激

动和震撼无与伦比。那一刻，我发自内

心地为我们伟大的祖国骄傲。”

台下，160 名来自四川大学附属中

学空军青少年航空实验班、棠湖中学海

军青少年航空实验班的学生十分激动，

他们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偶像。去年空、

海军招飞工作中，两所学校近 20 名学

生被录取为飞行学员。去年 12 月，叶

光富给四川大学附属中学空军青少年

航空实验班学生回信，写道：“追逐梦想

的道路上虽然不乏荆棘，但我相信只要

你们仰望星空、脚踏实地，心怀梦想、砥

砺前行，就一定能够找到自己前行的方

向，也一定能够飞得更高、更远。”

“今年科技活动周，我们特地邀请

叶光富这样的家乡英雄来到现场。”成

都市科学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龚明霞

告诉记者，“希望这些身边的榜样能够

激励更多人投身国防事业，激发全社会

爱国热情与国防意识。”

四川省科技活动周——

对话太空归来的家乡英雄
■本报记者 杨明月

“我们的生活中除了阳光、空气，还

存在着一种无处不在，但又常常容易被

我们忽视的物质——电磁波。它看不

见、摸不着，这个安静的黑屋子就是我

们为电磁波打造的特殊空间。”近日，在

国防科技大学“科普中国”共建基地，科

大附中和雅礼中学学生走进“神奇的电

磁波”展厅，听教员介绍电磁波在日常

生活和武器装备等领域的应用。

作为军队首个“科普中国”共建基

地单位，国防科技大学的北斗楼、微波

暗室、雷达馆等科技展厅内，摆满了各

式各样的天线、无人机、雷达、导弹、卫

星等模型。每逢周末或寒暑假，前来参

观的中小学生络绎不绝。

“哇，这外边太漂亮了！”天线展厅

内，突然响起的一句话吸引了学生们的

注意。“刚才同学们听到的这句话，是神

舟十二号乘组航天员刘伯明出舱后发

出的感叹。”在舱外航天服展品旁，天线

研制团队成员丁亮介绍道，这句话一字

不落传回地面，声音清晰流畅，航天员

自 带 摄 像 机 还 记 录 下 第 一 视 角 的 图

像。“清晰的声音信号和高清的出舱画

面能传回地球，都离不开舱外航天服上

的遥测通信天线和图像传输天线，刚刚

我们在暗室里学习的电磁波就是利用

天线来发射和接收的。简单来讲，这两

处天线就是出舱航天员的‘耳朵’和‘眼

睛’。”丁亮说。

“我们利用学校专家资源优势，将

科研内容融入科普教育，用浅显易懂的

语言讲解复杂的技术难题，激发中小学

生对国防科技的兴趣，希望为未来的科

研队伍埋下希望的种子。”共建基地首

席科学传播专家付强介绍，学校每年都

会面向部队官兵、中小学生和社会群众

开展各类培训和讲座，赠送原创系列科

普丛书，在新媒体平台发布短视频、动

画等科普作品，为提升群众科技素养和

国防观念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次活动就像一把钥匙，为我打

开了一扇通往科学世界的大门。”雅礼

中学高一学生董轩成说，“希望有一天

我也能坐着火箭进太空、穿上航天服漫

步，探索宇宙的奥秘。”

国防科技大学“科普中国”共建基地——

揭秘“飞天战袍”的科技密码
■杨 柳 王 曼

“同学们来看，这是一部老式无线

电台的复制品。你们知道吗？这部只

能收报、不能发报的无线电台，是人民

军队无线电通信事业的起点。”在西安

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展柜前围满了前

来研学的学生。博物馆讲解团学生讲

解员闫俊晓，向他们讲述“半部电台”背

后的故事。

5 月下旬，西安市南湖小学组织学

生走进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开展

“科技之光 照见未来”主题研学活动。

学生们近距离接触我国电子科技发展

历程中的一件件标志性展品，在互动体

验中感悟科技强国、科技强军。

“红军时期成立的无线电训练班，

培养了我军最初的无线电技术人员，

并发展壮大为无线电学校，也是西安

电 子 科 技 大 学 的 前 身 。”闫 俊 晓 讲 述

道，“我们正是从这里出发，一步步突

破 技 术 封 锁 ，为 国 防 事 业 铸 就‘ 千 里

眼’‘顺风耳’。”

闫俊晓是外国语学院大三学生，两

年前他加入学校博物馆讲解团，成为一

名学生讲解员。近年来，西安电子科技

大学依托高校专业资源建立科普大学

生志愿者队伍，目前共有学生讲解员

48 人，为前来参观研学的青少年提供

科普讲解。

“原来没有卫星也能远距离通信！”

“流星无时无刻不在天空中！”在博物馆

通信厅，一个外形毫不起眼的展品引发

学生热烈讨论。闫俊晓告诉他们，这是

我国独立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流星余迹

通信系统。在闫俊晓的指导下，学生们

操作模拟设备，直观体验信号在流星轨

迹中跳跃传输的全过程。

从“半部电台”到北斗组网，从“黑

障”破壁到深空探测，西安电子科技大

学博物馆不断深化“馆校融合”教育模

式，联合当地中小学推出科技强国系列

研学课程。他们还在网络平台上线数

字展厅、科普直播、“西电记忆”专栏推

文等科普活动，让青少年理解电子信息

技术在国防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

追寻永不消逝的“红色电波”
■李 刚 张 朝

“红土地上收南瓜”“飞夺泸定桥”

“挑粮上井冈”……5 月 17 日，在江西

瑞金中华苏维埃纪念园，一场红色运

动会火热开赛。作为 2025 红色体育

大会的一项重要内容，运动会设置多

个充满革命元素的比赛项目，吸引许

多群众驻足围观。

9 时，“抢救伤员”项目首先鸣笛

开赛。比赛设置 4 人抬担架，模拟“红

军战士”运送“伤员”到对面 50 米处，

交给另外 4 名队员进行接力。河南省

代表队的队员们合力抬着担架在赛道

上飞奔，在一众代表队中拔得头筹。

走下赛场，河南省代表队队员黄

璜擦拭着脸上的汗水，感慨道：“我们

仿佛置身于战火纷飞的战场，脚步不

自觉越来越快，心也扑通扑通跳。”

为传承红色体育文化、弘扬中华

体育精神，2024 年起国家体育总局体

育文化发展中心、江西省体育局等联

合主办红色体育大会。今年的大会

包 括 红 色 体 育 文 化 展 览 、冠 军 进 校

园、红色体育文化座谈会、红色运动

会等内容。

“本届红色运动会，共有来自长征

路沿线部分省市特邀代表队以及江西

11 个设区市的代表队参与。”江西省

体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红色运动会

将全民健身、体育竞技与革命历史相

融合，让运动员们在沉浸式体育竞技

中学习红色体育文化知识，感悟峥嵘

岁月，赓续红色血脉。

“保持住平衡，别摔倒了！”在“挑

粮上井冈”6×60 米接力赛现场，竹制

扁担与麻布粮袋将大家拉回井冈山斗

争的峥嵘岁月。江西省宜春市代表队

队员廖辉辉肩扛扁担，挑着两端箩筐

里的“粮袋”健步如飞。即将交接时，

廖辉辉迅速调整身体平衡，将扁担稳

稳传给队友。

“当年十几岁的红军战士都能挑

着扁担翻雪山、过草地，现在虽然只是

比赛，我们也绝对不能掉链子。”正如

廖辉辉说的那样，轻松有趣的比赛项

目背后是一段段厚重的革命历史，是

红军战士以苦为乐的豪迈。

瑞金与红色体育有着不解之缘。

1933 年，全苏区第一次规模较大、有

组织、有计划的体育盛会——“五卅”

赤色体育运动会在瑞金叶坪举行。红

色体育实践像是在赤色苏区燃起的一

把火炬，点燃了军民的运动热情，激发

了红军官兵的斗志，锤炼了苏区军民

的钢铁意志。

90 余年后，“红色故都”重现红色

体育盛景。大会开幕式上，北京奥运

会赛艇冠军奚爱华、伦敦奥运会举重

冠军林清峰共读“冠军倡议”：“铭记历

史、不忘初心，涵养爱国情怀，勇担时

代使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注入更强健的体育力量！”

右上图：红色运动会现场，参赛队

员展开激烈比拼。

赛事组委会供图

左上图：“五卅”赤色体育运动会

资料图片。

瑞金市融媒体中心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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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四川省科技活动周现场，一对父子参观歼-10C战斗机模型。

李胜子摄

图②：在国防科技大学科普展厅，科研人员为学生讲解科学知识。

马嘉海摄

图③：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博物馆，讲解员向学生讲解流星余迹通信系统。

郭 成摄

图④：在四川省科技活动周现场，群众参观弘扬“两弹一星”科学家精神主题展。

李胜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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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双手托举起红苹果，有一块苹果

皮破了露出果肉，一只小蚂蚁趴在一旁

正准备钻进去——这是中国科学院老

科学家科普演讲团的团标。又大又红

的苹果就好比科学知识的宝库，科普就

像掀开一点苹果皮，为青少年打开进入

知识宝库的大门。

科普是科学技术与社会生活之间

的一座桥梁。对于青少年来说，一次与

大科学装置的近距离接触，一场深入浅

出的科普讲座，或许就能在他们心中种

下科学的种子，点燃科技报国的梦想。

在科普工作者的引导下，孩子们可

以将一个随手丢弃的饮料瓶，变成腾空

而起的“水火箭”；将废旧的易拉罐和纸

杯，改造成小有威力的“空气炮”……这

就是科学的神奇力量。若干年后，这群

孩子中也许就会有人目送自己参与研

制的火箭飞向太空。当科普的阳光照

进孩子们的心田，科学的种子就会悄然

发芽。

科普，“普”的不仅是科学知识，更

是科学精神。今年初，国家国防科技工

业 局 新 闻 宣 传 办 公 室 正 式 对 外 发 布

2024 年度国防科技工业十大新闻：嫦娥

六号任务实现人类首次月球背面采样

返回、我国自主研制建造的 076 两栖攻

击舰首舰下水命名、载人航天工程年度

任务圆满完成……一名科普工作者感

慨，自己这些年最突出的感受，就是在

给学生们讲科学知识的时候，举的最前

沿、最先进的事例，我国独立自主研发

的创新成果越来越多。在科普活动中，

人们亲身感受到我国国防科技实力的

快速提升。这种科技自立自强的信心

与决心，将转化为推动科技创新的强大

精神动力，激励更多人投身科研、勇攀

高峰。

从科技大国迈向科技强国的征程

中，“科普中国”创新不止步。全国科技

活动周虽然只有 7 天时间，但科普事业

是一项长期性、系统性工程。十四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4 年

12 月 25 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科学技术

普及法，为科普工作提供了更为坚实的

保障。

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群众

对优质科普资源的巨大需求，呼唤更多

高质量的科普。未来，还需创新探索科

普新形式，丰富科普产品及服务供给。

通过普及国防科技知识，提升全民特别

是青少年国防科学技术素养，为国防科

技的发展培养、吸纳和储备优秀人才。

更 精 彩 的 科 普 内 容 、更 多 元 的 科 普 形

式，必将让“科普之翼”更有力，撑起科

技强国、科技强军的未来。

当科普阳光照进幼小心田
■佟欣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