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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青少年群体的科学素质任重道远
刘诗瑶

书籍的海洋，阅读的盛宴
——第30届全国书博会亮点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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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 1600
多家出版发行单位，展览面积达
10万平方米，展出优秀出版物和
文创产品71万余种，举办各类阅
读活动600余场，参观人次逾60
万 ，现 场 零 售 图 书 46.5 万 册
（套），实现馆配和民营订货约
5.16亿元……

这个夏日，泉城济南格外“火
热”。第30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
会7月19日在此落幕，参展数量
和规模创历届之最，“线上书博”

“云逛展”“直播带货”新颖亮相。
为期5天的书博会成为图书的海
洋、阅读的盛宴。

◎ 主题出版展现丰
硕成果

《中国共产党历史通览》《常
青之道：中国共产党自我革命的
故事》《百年大党：走向最强大政
党》《新征程面对面》《写给青少年
的党史》《革命者》……一大批重
点主题出版物成为本届书博会一
大亮点，深受读者和市场认可。

聚焦“致敬建党百年，阅享盛
世书香”主题，本届书博会全方位
展示了新时代出版业丰硕成果。
位于展区核心位置的庆祝建党

100周年主题展暨全国出版物精
品展，成为参观者的“打卡地”，
1000多种精品图书为展会铺就
耀眼的鲜红基色。

中宣部印刷发行局局长刘晓
凯表示，本届书博会展出了近年
来一大批高质量主题出版成果，
用图书生动讲好中国共产党故
事，弘扬光荣传统、赓续红色血
脉，以精品奉献人民。

◎ 少儿出版成为最
热板块

本届书博会上，少儿出版最
受瞩目、最为火热，各大出版机构
带来新近出版的童书佳作，吸引
众多小读者和家长的目光。

儿童文学作家杨红樱推出新
作《笑猫和马小跳（拼音版）》，儿
童喜爱的两大IP首次结合。明天
出版社负责人表示，《笑猫日记》
15年来累计发行量超过8000万
册，新系列丛书将继续深耕细作，
用更温暖、更积极的故事陪伴孩
子们快乐成长。

大象出版社带来原创新书
“中外科学家传记丛书”，丛书主
编、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王大明
和清华大学教授刘兵围绕“弘扬

科学家精神 领航青少年成长”主
题，与读者畅谈如何提升青少年
科学素质。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推出
《中国儿童军事百科全书》，邀请
军事专家举办科普讲座，为小读
者深入浅出讲解军事知识，将纸
面上的“军事博物馆”搬到书博会
现场。

“少年儿童需要人生榜样。我
们要努力打造精品，为孩子们提
供成长的正能量。”在“中华先锋
人物故事汇”系列丛书作家读者
见面会上，接力出版社社长黄俭
表示，该系列丛书上市以来，受到
社会各界好评，已有39种图书版
权输出到印度、土耳其、韩国、尼
泊尔等国家和地区。

◎ 名家云集与读者
面对面

书博会开幕当日，茅盾文学
奖得主、著名作家梁晓声带着最
新创作的自传体成长小说《我那
些成长的烦恼》，与读者分享人世
间亲情友情的温暖。

作家出版社邀请三位知名作
家与读者见面交流。茅盾文学奖
得主、湖北省文联主席刘醒龙，用

亲身经历写出20万字长篇纪实
散文《如果来日方长》，再现“英雄
的城市”“英雄的人民”惊心动魄、
可歌可泣的抗疫斗争；华裔女作
家虹影带来随笔集《女性的河
流》、长篇小说《月光武士》两部新
作，细腻抒写生命体验；著名作家
杨志军关注作为城市建设主力军
的农民工群体，以现实主义长篇
小说《最后的农民工》，倾情讲述
这个庞大群体的理想与奋斗。

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出版的《了不起的游戏：京剧究竟
好在哪儿》《都是大角色》在书博
会上被一抢而光。两部书的作者、
《大宅门》导演郭宝昌与观众畅聊
京剧艺术，继续讲述《大宅门》里
意犹未尽的故事。丰富动人的梨
园往事、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引
发共鸣。

在书博会重点活动全民阅读
“红沙发”系列访谈中，著名作家
张炜、何建明、高建群、刘海栖等，
与现场观众分享自己的阅读体
会、人生感悟。

“本届书博会组委会策划了
读者大会、红沙发系列访谈、少儿
阅读节、院士书房讲座等一系列
阅读推广活动，希望通过活动引
领带动更多人加入读书行列，享

受阅读乐趣，丰富精神滋养。”山
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钟华说。

◎“线上书博”营造
浓厚阅读氛围

“想读古典名著，我该怎么
选？”“历史类好书，这些都榜上有
名！”本届书博会上，“线上书博”
首次亮相，实现VR观展、线上直
播等功能，打造了一届“永不落
幕”的书博会。

活动期间，中国出版协会成
立少儿阅读讲师团，联合快手独
家上线直播专题，邀请儿童文学
作家曹文轩、许诺晨、沈石溪、殷
健灵进行直播，线上线下相结合，
营造出浓厚的阅读氛围。

不少出版发行单位也通过
“直播带货”“直播分享”等形式，
向全球各地网友分享最新的图书
信息。一系列精彩有趣的直播活
动，让书博会线上线下人气火爆。

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技术
的进步以及直播行业的兴起，让
线下书展多了线上窗口，让更多
不能亲临现场的观众可以“云逛
展”。直播为书博会带来了更广阔
的市场。

（新华社史竞男萧海川）

又到暑假，全国各地的科技
馆、博物馆迎来参观高峰。越来
越多的青少年利用假期徜徉科
学的海洋，体验技术的魅力。

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
谈会上强调，好奇心是人的天
性，对科学兴趣的引导和培养
要从娃娃抓起，使他们更多了
解科学知识，掌握科学方法，形
成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
少年群体。

近年来，围绕青少年开展的
科学教育、科学传播呈现出许
多新特点。科普不再局限于课
堂以内，还拓展到课堂之外。除
了父母、老师，科学家、科技馆、
科创平台也纷纷加入，过去纯
知识导向的科学传播正在不断
创新。有学者指出，高质量的科
普正在朝着思维导向或者科学
方法导向、科学精神导向的模
式转变。在获取知识无比便捷
的数字时代，青少年不再只满

足于“是什么”，而是将目光和
注意力转移到了“为什么”，这
种注重成因和经过的思维导向
类科普，更容易激发他们内在
的 求 知 欲 ，养 成 创 新 的 思 维
模式。

参天大树始于稚嫩的幼苗。
培养创新人才，要将科学教育
贯穿于青少年成长的整个周
期，孩提时代是最好的起点。不
过，调查显示，2020 年，我国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56%，比 2015 年提高了 4.36
个百分点，但总体水平依然偏
低，提升青少年群体的科学素
质任重道远。针对科普需求和
科普方式产生的新特点、新变
化，更需要有创新的思路和方
法。前不久发布的《全民科学素
质 行 动 规 划 纲 要（2021- 2035
年）》提出实施“青少年科学素
质提升行动”，旨在激发青少年
好奇心和想象力，增强科学兴

趣、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培育
一大批具备科学家潜质的青少
年群体，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
夯实人才基础。

科学教育中，家庭作为“第
一课堂”的地位永远不能忽视。
许多科学家回忆起童年时光，
经常提到的是父母在科学书籍
阅读方面的引导，滋养了他们
的好奇心。还有人说小时候在
家里摆弄音箱、遥控飞机，锻炼
了动脑动手能力，从而为后来
从事科研工作埋下伏笔。学校
也是青少年科学教育的重要一
环。孩子光有好奇心还不够，往
往需要借助老师的引导和鼓
励，把乍现的创意、灵光留存下
来，帮助他们成长为具有创新
潜质的人才。

从社会的角度，一场生动的
科技创新比赛、一次充满趣味
的科学创作活动，都有可能在
青少年成长中发挥作用。青少

年只有亲手做了、亲自写了，才
能更有参与感，科学知识才更
有“黏性”。博物馆、科技馆作为
天然的科学传播阵地，要想方
设法地利用人工智能、虚拟现
实等新技术，提升参观体验；科
幻科普作品也要进一步提升质
量，帮助青少年增强知识储备，
激发好奇心。

面向未来，应尽快在全社会
构建起科学教育、科学传播的
有效体系，让青少年在科学的
花园中尽享科学之美，体会创
新之乐，呵护珍贵的好奇心和
想象力，成为具有较高科学素
养的一代新人。

有一种廉价的小
海鲜，外壳呈楔形，青
黑色，表面纹路细密，
长六七公分。其学名贻
贝，有个很有诗意的别
名——海虹，江浙沪闽
等地民间唤作“东海夫
人”。海虹经过加工后，
便成了淡菜。

新鲜海虹肉质鲜
嫩，口味清淡，而我总

觉得干货更好吃。海虹出水后不易
贮存，下锅煮熟，去壳晒干了，就做
成了淡菜。之所以叫做淡菜，是因
为在之前烧煮的过程中未曾放盐，
因此不咸。在风和阳光的作用下，
淡菜渐渐紧缩，味道和营养聚合成
为精华。

干货做菜时通常需要发制。淡
菜的发制过程稍嫌繁琐，须用温水
浸泡两三个小时，而后小心去除泥
沙、细毛及其腮和内脏。淡菜若处理
不净，入口碜牙，难以下咽。

萝卜烧淡菜是一道淮扬名菜，
其烧法颇有讲究：先将泡发并清洗
好的淡菜放入大碗中，加姜片、葱
结，倒入大半碗猪骨汤及适量绍酒，
上笼蒸一小时左右。出笼拣出淡菜，
弃去姜葱，汤汁留用。萝卜切条或切
片，入沸水汆熟，漏勺兜出，沥干水
分。猪肉煮熟后切成所需形状和大
小，备用。铁锅上火，倒入豆油，刚冒
青烟时，加入葱末、姜末爆香，随即
下淡菜、萝卜、猪肉略煸炒后，入汤
水适量，炖三五分钟后，加盐调味，
出锅装碗。最后淋入麻油，撒上白胡
椒、青蒜花即成。

好菜须好汤，对于以汤汤水水为
主的淮扬菜来说，底汤尤为重要。萝
卜烧淡菜宜用猪骨汤，与泡淡菜的
水、蒸淡菜的汁相混合交融。猪骨汤
是以猪大骨、筒骨、扇子骨等慢炖熬
成。在猪骨汤的浸润下，淡菜的鲜味
得以充分苏醒和焕发。

淡菜与肉搭配，相得益彰。淡菜
由于自身相对清淡，尤其是干货，虽
经泡发，但其口感偏于粗而干，最需
要肉类的加持。淮扬大厨烹制萝卜淡
菜这道菜肴，大多将瘦猪肉白水煮
熟，改刀切条或切片，配在菜中。

萝卜与海鲜的结合，丝毫不会影
响海鲜的本味，反而会对它形成恰到
好处的衬托，将其鲜味推向更深的层
次。而在我的记忆中，苏北老家的厨
子做这道菜，偏向于用青萝卜。我至
今一直固执地认为，青萝卜烧淡菜颜
色更丰富，味道更香醇，而且无需放
糖，也能吃出一点甜津津的味道。青
萝卜烧淡菜，既好吃又好看，萝卜的
青翠和淡菜的橙黄，十分协调。这道
菜里的汤汁汇集了淡菜、猪骨、萝卜
的鲜香，似浓而不腻，似淡而不寡。
这个味道是无法用文字描摹的，也
难以用其它菜肴的味道来比拟，唯
有味蕾可以感知它独特的美妙。

北京：社会力量兴办
博物馆将获
专项经费扶持

新华社北京7月 19日电（记
者 罗鑫）为加快“博物馆之城”建
设，打造高质量博物馆集群，北京
市文物局日前公布的《北京市鼓励
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的若干意见
（征求意见稿）》提出，北京市将设
立专项经费对社会力量兴办博物
馆予以扶持。

根据《意见（征求意见稿）》，北
京市将坚持政府引导，鼓励社会力
量共建、共管博物馆；对社会力量
兴办博物馆以运行评估补助、定级
奖励、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进行资
金扶持；鼓励有条件的社会力量兴
办博物馆依法设立基金会，多渠道
筹措发展经费；支持社会力量兴办
博物馆从事文化创意产品开发并
享受税收、投融资服务等相关扶持
政策。

与此同时，北京市将探索建立
帮扶制度，组织国有博物馆、专业
人员到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就藏
品征集管理、陈列展览、讲解服务、
科学研究及文创产品开发等方面
给予帮扶。鼓励社会力量兴办博物
馆与国有博物馆、社会力量兴办博
物馆之间联合举办专题展览，策划
社会教育活动。

此外，北京市还鼓励驻京高
校、科研院所和社会公益组织参与
社会力量兴办博物馆的课题研究、
讲解服务、策展创意等工作。

国家公园群建设
让西藏更好保护
地球“第三极”

新华社拉萨7月 19日电（记
者 田金文）作为国家重要的生态
安全屏障，西藏正持续推动以国家
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
设。目前，西藏各类自然保护区面
积达41.22万平方公里，占西藏国
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以上。

据了解，国家公园模式以生态
环境、自然资源保护和适度旅游开
发为基本策略，通过较小范围的开
发实现大范围的有效保护，是一种
能够合理处理生态环境保护与资
源开发利用关系的管理模式。

“建设‘第三极’国家公园群，
是青藏高原在大尺度空间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最佳路径，是实现‘第
三极’地区重要自然资源国家所
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的根本途
径。”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
究院研究员樊杰说。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
水塔”。国家高度重视西藏生态保
护，在西藏建立了羌塘、雅鲁藏布大
峡谷、珠峰等11个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4个国家级风景名胜区、3个国
家地质公园、9个国家森林公园、22
个国家湿地公园等。各类珍稀野生
动植物得到有效保护，部分珍稀野
生动物种群呈现恢复性增长。

西藏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
罗杰介绍，和平解放70年来，西藏
累计投入生态环境领域资金达814
亿元，实施了一系列生态保护与建
设工程，着力构筑国家生态安全屏
障。《西藏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
设规划（2008—2030年）》实施以
来，截至2020年底，已累计投入资
金121.5亿元。

“十三五”以来，西藏生态空间
不断优化，全面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生态
红线面积53.9万平方公里，占全区
国土面积的45%。推进国土空间规
划，实施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各
类生态功能保护区22个，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的格局全面形成。

2021年1月通过的《西藏自治
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条例》提
出，自治区人民政府及其相关部门
应当推进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
自然保护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
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推动珠
穆朗玛峰、羌塘、唐古拉山北部西
藏片区等区域纳入国家公园空间
布局，推进青藏高原世界自然与文
化遗产申遗项目，推动地球“第三
极”国家公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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