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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的这十年，是中国科技进

步最快，科研实力飞速提升的十

年，在基础研究和战略高技术领域

取得的重大科技进展令世界瞩目。

当前，新能源材料、量子科技、人

工智能、空间探测等前沿科技创新

成就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越来越密切

相关，科技已经进入寻常百姓家

中。“科技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

力”，在科技的驱动下，中国将抵达

更广阔的远方；在好奇心的驱使

下，人类将塑造更美好的未来。

2022年 8月 31日晚，由科技部

人才与科普司、中国科学院科学传

播局、北京科学技术委员会支持，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承办的第 57

期科学咖啡馆活动成功举行。本次

活动主持人为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

研究中心副主任邱成利，主讲嘉宾

为东方卫视主持人陈辰。在这期沙

龙活动中，陈辰以“未来中国，让

科学偶像成为时代之光”为主题，

讲述了《未来中国》这档前沿科学

思想秀节目背后的故事。

弘扬科学家精神

从清末科学作为富国强兵的利

器引入中国开始，近代科学的中国

化进程之路就充满了曲折。1919年

“五四运动”时期，先贤们提出“只

有德先生和赛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

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的一切黑

暗”，科学不仅是自立自强的基础，

更是反封建反愚昧的武器，是唤醒

人民的号角。中国科学社的创始人

之一任鸿隽是中国最早提出“科学

精神”的人，他认为科学精神是

“科学发展之源泉”，求科学就是求

真理，求真理就

是对中国民众进

行思想启蒙，从

根本上挽救内忧

外患的中国，因

此爱国是科学精

神之魂。在那个

年代，科学家精

神与“科学救

国”的理想高度

一致，一大批胸

怀祖国，以救国

救民为己任的科学家突破重重困难，

义无反顾地投身到神圣而伟大的科

学事业中。钱学森、钱三强、邓稼

先等一大批老一辈科学家响应国家

战略决策号召，主动放弃国外优越

的科研条件、教职和待遇，毅然登

上了归国的航船。回到祖国后他们

不畏科研环境的艰苦、科研设备的

简陋，不断创新、敢为人先，从根

本上改变了我国部分核心技术受制

于人的局面。

从最初的“科学救国”到后来

的“向科学进军”，再到如今的“科

学春天”，中国的科技创新事业取得

历史性成就，科技实力逐渐从量的

积累迈向质的飞跃。天宫空间站、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中国天眼”、

“人造太阳”、蛟龙号载人潜水器等

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高铁、移

动支付、第五代移动通信网络等先

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些伟

大的成就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矢志报

国的科学家们的努力，他们充分发

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

和育人的科学家精神，追求真理、

勇攀高峰、严谨治学、潜心研究，

为科学技术的进步、人民生活水平

的提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

了重大的贡献。这种科学家精神，

不仅值得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和弘

扬，也值得被全社会了解和铭记。

燃科学之光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未来中国，让科学偶像

成为时代之光”主题讨论侧记

2022－09－07收到

† email：mcheng@iphy.ac.cn
DOI：10.7693/wl20220910

图1 陈辰主题报告现场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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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科学榜样成为时代偶像

为响应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战

略，启蒙青少年的科学思想，激发

青少年的创新潜能，弘扬科学家精

神，《未来中国》节目应运而生。

《未来中国》兼顾专业性与娱乐性，

寓教于乐，以十个科学前沿领域为

主题，让一群国内顶尖科学家从幕

后走向台前，揭秘前沿科学领域、

分享“国之重器”背后的探索历

程，分享他们对科技未来的思考以

及自身作为科研人的磨砺与闪耀时

刻。树立一群既有创新精神，又对

自己探索的领域有着无穷热爱的

“科学偶像”，让观众切实感受到科

学的魅力。

在这些科学榜样中，既有国家

的两院院士，也有引领国家发展的

领军人才，如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地学部副主任汪品先，北

斗三号卫星系统总设计师林宝军，

中国科学院院士、量子物理专家潘建

伟，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获得者、

材料化学家赵东元等。节目内容涵

盖了物理、生物、计算机、航天等

多个领域，着力于展示前沿科技成

果如何应用于生活，这些由人类发

明的成果最终又如何造福人类，让观

众真正领悟“科技如何改变未来”。

为了拉近科学家与观众的距

离，打破普通观众和尖端科学之间

的壁垒，《未来中国》还设置了“科

学青年团”，成员们是一群在各自领

域有所建树的高材生，以他们年轻

化的视角为科普提供更多层面的解

读。他们借用脱口秀的模式，用人

文视角解读前沿科技，进行科普知

识的传播，消减观众对复杂科学原

理的迷惑和疏离。除此之外，《未来

中国》主创团队还走进实验室和科

学现场，或将科技相关产品带到演

播室由科学家直

接讲解，让观众

更直观地感受到

科技的魅力，更

真切地了解充满

坚守与热爱的科

学家精神。一言

蔽之，《未来中

国》为高精尖的

科学技术充当了

“翻译者”，旨在

用榜样们的科学

精神去感染更多的年轻人，让“科

学家”重回孩子们的人生理想选项。

科普之路道阻且长

陈辰的报告从《未来中国》节

目的制作过程出发，声情并茂地讲

解了节目背后有趣的故事，她风趣

幽默的表达使得现场的气氛轻松愉

悦，在场观众纷纷主动发表自己的

看法。

在嘉宾讨论环节中，来自国研

智库的首席专家李溦提出疑问：“国

家十四五的科技创新规划强调国家

科技创新的未来主要聚焦到自立自

强上，请问《未来中国》节目如何

体现科技的自立自强？”陈辰解释

道：“这个节目更多的是展现一种启

迪和启蒙，每个来到我们节目的科

学家都会说科普十分重要，蒲慕明

院士提到‘科学的发展取决于科学

公民的素养’。潘建伟院士曾说他去

过奥地利的一个小村庄，一个老奶

奶坐着轮椅来听他的讲座，并和他

说‘我看过您写的文章’。如果我们

整个社会也能形成这样一种氛围，

那么我们迟早会成为一个科技强

国。所以我们的节目可能并不能站

在科研的第一线，但是希望能在培

育公民科学素养上贡献一份力量。”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原司长庞松

就节目的未来发展给出了重要建议：

可以将节目内容进行分类，比如与

基础理论相关的分为一类，与工程

相关的分为一类，与社会心理学相

关的分为一类等，便于后期内容的

整理、储存和节目推广。来自航天

五院遥感卫星总体部的高级工程师

张兰兰就节目的受众群体提出自己

的看法：科普类节目应该重视“希

望工程”的孩子，因为这些孩子们

除了需要物质上的帮助外，更需要

精神上的引导，需要科普工作者借

助科学家精神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

价值观，树立远大的理想。来自曙

光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的总裁助

理于新俊建议可以增加传播方式，如

引入广播、音频、科普书籍或者新

媒体，打破单独电视传播的局限性。

科学咖啡馆活动在大家的热烈

讨论中渐入尾声，国际欧亚科学院

中国科学中心的常务副主席张景安

在最后的总结中提到，科学决定未

来，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大力弘扬科

学家精神，肩负起历史赋予的科技

创新重任。但科学研究和科普教育

是一体化的，科普也是非常重要

的，它能够在全社会营造爱科学、

学科学的氛围，让科学的种子播撒

在每个人的心间。

（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

李束炜 秦晓宇 成 蒙 供稿）

图2 科普活动与会嘉宾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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