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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 通讯
员 黄小川）4月6日，阳江市举行
张小曳院士工作站揭牌暨阳江
市“百千万工程”决策咨询专家
聘任仪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
国气象局温室气体及碳中和监
测评估中心主任张小曳，阳江市
委书记卢一先，市委副书记、市
长余金富，省气象局党组书记、
局长庄旭东，省科协党组成员华
旭初出席活动。阳江市委副书
记雷玉春主持会议。

张小曳在致辞中表示，院士
工作站的建立，旨在带动构建城
市级虚拟电厂和碳监测与服务平
台，打造阳江电碳协同的一体化
服务平台；开展碳中和进程中、高
分辨率小时级阳江海上风电能源
布局与新型电力系统优化预测研
究；开展阳江极端天气和可再生
能源要素精密观测及长时效精准

预报预测和近海经济产业风险防
御应用研究；开展阳江大气污染
机制成因、控制措施、预报预测全
链条研究，力争在四大主攻方向
上取得从科学研究—技术开发—
成果转化—社会服务的新突破，
科学支撑阳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可
持续发展。

余金富表示，张小曳院士工
作站落地阳江，是阳江贯彻落实

“双碳”目标、加快高质量发展的
实际行动。希望各方充分发挥各
自优势，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加快成果转化应用，以科技创新
助力阳江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同
时，深度参与阳江“百千万工程”，
深化拓展央地合作，更好发挥专
家“智库”作用，共同谱写合作共
赢新篇章。阳江将全力打造一流
营商环境、一流创新生态，为院士
专家开展工作创造优质条件。

庄旭东表示，省气象局将一
如既往与阳江市委、市政府紧密
合作，大力支持、积极配合院士工
作站建设。阳江市气象局要把握
好重大机遇，在院士工作站的重
大项目开发、高层次人才培育、科
技合作交流等方面积极作为，为
海上风电产业发展保驾护航、赋
能增效，助力阳江打造“绿能之
都”取得更大成就。

据了解，张小曳院士工作站
以三峡新能源阳江发电有限公司
为主体，聘请张小曳及其科研团
队进站工作,是阳江市首个经省
科协批准成立的广东省院士工作
站，建站期3年。活动现场，卢一
先为张小曳颁发阳江市“百千万
工程”决策咨询专家聘书。

阳江市科协表示，接下来将
持续汇聚高层次人才，推动产学
研协同创新，深度参与“百千万

工程”建设，加速科技成果转化
落地。利用科协组织人才优势，
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推动广东省
院士工作站、省科技专家工作站
建设，柔性引进院士、专家，为积

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加快
形成新质生产力、打造中国绿能
之都注入人才动力，为阳江综合
实力实现新跃升贡献市科协力
量。

粤藏科协开展工作交流
本报讯（记者 李婉欣）4月7

日，西藏自治区科协党组成员、
一级巡视员张金文一行到广东
省科协调研，并进行交流座谈。
广东省科协党组成员、专职副主
席周佑英，二级巡视员吴中华及
机关部室、直属单位相关同志参
加座谈会。

会上，张金文介绍了西藏自
治区科协的工作情况。他表示，
此次来粤交流科协工作，是为加
强两地科协的沟通联系，同时希
望在科技场馆（科普展品）受援、
人才资源共享、科普人员培训等
方面得到广东省科协的支持。

周佑英介绍了广东省科协

工作情况。她结合贯彻落实全
省高质量发展大会精神，介绍了
广东省科协系统在建立交流合
作机制与支持人才交流培养、科
普教育活动、特色品牌工作等方
面的经验做法。

双方围绕 2023 年以来对口
援藏相关工作情况进行了交流
探讨，并表示下一步将认真贯彻
落实中国科协关于对口援藏工
作部署，围绕所需所能，量力而
行、尽力而为，在科普能力建设、
科普赛事活动、人才教育培训、
特色产业技术指导等方面探索
加强援助合作，探索建立长效化
联系合作机制。

张小曳院士工作站在阳江揭牌张小曳院士工作站在阳江揭牌

省科协赴陕西交流调研
本报讯 4月1-3日，省科协

党组成员华旭初受邀出席 2024
年陕西省科协所属学会负责人
工作会议并调研。

会上，华旭初作了题为《广
东省科技社团发展的思考》的专
题报告，围绕“提升学会治理能力,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主题从学术
品牌、会员服务、平台赋能、组织
培育、自身建设以及学会党建等
几个方面与参会人员进行交流。

随后，华旭初一行来到西安
交通大学与陕西省科协及所属
陕西省核学会、陕西省机械工程

学会等座谈交流，双方就如何加
强学会党的建设、品牌建设、智
库建设、期刊建设、服务产业科
技创新和人才服务等方面展开
了深入探讨。

此次交流调研对双方科技
社团各项事业高质量发展，加强
科技社团党建工作，提升科技社
团公共服务能力和服务产业科
技创新能力，汇聚科技社团专家
资源建设专业科技创新智库，打
造科技社团品牌，推动学术繁荣
等具有积极作用。

（省科协学会学术部）

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省巡展汕头龙湖站启动
本报讯 4 月 2 日，由省科

协主办，汕头市科协、汕头科技
馆承办的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
省巡展汕头龙湖站活动在汕头
市龙湖区金碧学校举行启动仪
式。汕头市科协党组成员、副
主席曹世宝出席活动并致辞。

曹世宝在致辞中指出，流
动科技馆巡展活动是中国科
协、中国科技馆与地方科协、地
方科技馆共同协作，推动科普
公共服务的一次联合行动，也
是广大群众共享科普成果、提
升公民科学素质的一次大好机
会，意义重大，机会难得。各相
关单位要精心组织广大公众尤
其是青少年学生到场参观，体
验和共享科普成果，掀起讲科
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
良好氛围；尽职尽责为本次巡
展提供良好的保障和服务，确
保巡展活动顺利进行，助力汕

头市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
启动仪式结束后，出席本

次活动的领导和来宾在工作人
员的引导下参观了展览。展览
涵盖《科学“救”有力量》《炫酷
科技·玩美视界》《微世界·大战
疫》《体验科学·提升素质》等4个
主题的内容，参与活动的领导和
来宾对展览内容给予高度评价，
同学们也在体验展品的过程中
感受到了学习科学的乐趣。

在本次启动仪式活动中，
科技馆科普辅导员还为同学们
带来了《奇妙的声音》《调皮的
泡泡》《水和油之歌》《空气炮》
等丰富有趣的科学实验，每一
个实验展台前都围满了学生。
在科普辅导员的指导下，孩子
们纷纷亲手实践，让孩子们在
体验中了解科学原理、感受科
学魅力、激发科学兴趣，科普辅
导员们耐心地为在场的同学们

答疑解惑。
此外，活动还分别展出了

“潮籍院士风采展示”和“食品
安全科普知识”系列科普图片
展，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向同
学们介绍潮籍院士的风采，弘
扬科学家精神；让同学们了解
健康饮食等科普知识，提高了
同学们的食品安全意识。

中国流动科技馆巡展活动
是一项意义深远的工程，汕头
科技馆承办此项活动，为基层
地区提供优质科普教育资源。
本次中国流动科技馆广东省巡
展汕头龙湖站活动为期两个
月，将激发公众尤其是青少年
对科学的热情，增强青少年的
动手操作能力和思维创新能
力，形成热爱科学、崇尚创新的
良好风尚，进一步拓展了科技
馆科普服务的深度和力度。

（汕头市科协）

广州市南沙区科协建立大肉丝瓜科技小院
本报讯 为推动南沙蔬菜

产业高效发展，保障南沙作为
国家自贸区高品质农产品的有
效供应，广州市南沙区科协（以
下简称“南沙区科协”）联合广
州市农业农村科学院（以下简
称“市农科院”），在万顷沙镇三
民岛建立了大肉丝瓜科技小
院。市农科院项目核心团队成
员通过实践探索，成功地让一
套早春肉丝瓜高效栽培技术在
科技小院落地开花，初步实现
了当地大肉丝瓜早结丰产增效
益的喜人局面。

4月3日，南沙区科学技术
协会大肉丝瓜科技小院现场交
流会在万顷沙镇三民岛顺利举
行。广州市南沙区科学技术协
会、广州市农业农村科学院、万顷
沙镇农业服务中心、种植户、种子
商、收购商等参加现场交流会。

广州市农业农村科学院戴修纯
副院长介绍了大肉丝瓜科技小
院的种植情况，项目负责人从品
种选择、栽培管理技术、防寒保
暖、病虫害防治等多方面介绍了
大肉丝瓜的管理技术要点。

万顷沙镇三民岛位于南沙
滨海地区，春季少雨时节常常
面临咸潮灌溉水的威胁，严重
影响了作物生长。在今年广州
早春创下 20 年来阶段低温纪
录的不利条件下，项目团队通
过综合技术的运用，突破系列
难题，不仅使科技小院所有的
丝瓜苗安全越冬，还使大肉丝
瓜的生长势和丰产潜能得到明
显提升。

科技小院的大肉丝瓜在 4
月初已经开始大量上市，同期
产量较传统种植普遍增产 15%
以上，田头丝瓜批发价格6元/公

斤以上，项目种植户初步尝到了
增产增收的甜头，并对科技小院
大肉丝瓜的经济效益充满乐
观。着眼于科技小院的长期可
持续发展，项目团队还引进了4
个不同品种的大肉丝瓜进行示
范应用，从中初步筛选出的两个
优良大肉丝瓜品种，将在来年的
生产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科技小院模式支持高校、
科研单位长期派驻科技人员进
驻企业、合作社、农户等农业生
产一线，为他们解决生产实际
问题，大肉丝瓜科技小院就是
南沙区科协与市农科院合作的
一次积极探索，南沙区科协将
积极发挥科协资源整合优势，
在积累经验的基础上，致力于
把科技小院真正做成助农、帮
农、富农的典范。

（广州市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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