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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精神进进校校园园

科普从一粒稻谷开始

从水稻生产的演变直
观科技兴农

“大家知道我们每天吃的
米饭是怎么来的吗？”讲座从一
粒稻谷引发的思考开始，围绕

“ 从 人 工 种 植 到 无 人 化 生 产
——水稻生产的昨天、今天和
明天”的主题，从“农业生产方
式与工具的变迁发展”谈起，给
同学们详细讲解了水稻生产从
1.0 阶段的原始农耕到 4.0 阶段
的智慧农业的发展历程，揭秘
了我国水稻从原始生产到传统
生产，再从机械化生产到智慧
化生产的演变。

课堂上，“无人农场”的出
现让在场师生大开眼界，一系
列 的 图 片 、数 据 引 发 阵 阵 惊
呼。有同学不免感叹道：“这样

的农场也太酷了吧！”罗锡文院
士通过由简入深的讲述，带领
同学们科学、全面、立体地了解
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发展的历
程，共同探究无人农业机械在
无人农场的示范应用和取得的
实效，从而更直观感受到科技
助农、科技兴农的力量。

扎根课堂培育崇尚劳
动的“幼苗”

“ 锄 禾 日 当 午 ，汗 滴 禾 下
土 。 谁 知 盘 中 餐 ，粒 粒 皆 辛
苦。”这首出自唐代诗人李绅的

《悯农》，可谓是中国人的“启蒙
诗”，人人都会背诵。珍惜粮
食、不浪费粮食是孩子们上的

“第一课”。庞大的人口基数、
广袤的土地面积、历史悠久的
种植传统无不述说着粮食对中
国人的重要意义，更奠定了中
国人崇尚劳动的精神内核。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也

有意在同学们心中种下崇尚劳
动的“幼苗”，增强同学们的动
手能力和热爱劳动的意识，特
别在校内建设了天光云影劳技
馆作为劳动基地，让同学们体
验种植农作物的过程和收成的
快乐。

临近“五一”劳动节，科技
兴农的案例引发了学生们对于
科技发展与劳动生产辩证关系
的思考。“罗院士，我们常说劳
动光荣，为什么还要发展科技、
解放劳动力呢？”“有了人工智
能、智慧农业的发展，是不是就
不需要人劳动了？”互动环节，
大家纷纷提问。对此，罗锡文
院士强调，“无人农场”并不是

“农场无人”，而是生产环节没
有人，“无人农场”是机械化、信
息化和智能化高度融合的作
品，所以更需要“有力量、有智
慧、懂技术”的创造性劳动人
才。“不下田，设计不出最好的

机器”，就无法实现农业机械
化。罗锡文院士向同学们耐心
阐述了科技发展与劳动生产的
关系：农业科技的发展离不开
土地，更离不开劳动。科技能

“解放”人类的双手，让劳动更
轻松、更美，也更有价值。但同
时科技的进步也离不开人，离
不开劳动，两者始终是相辅相
成的，这或许就是对劳动价值
的最好诠释。

在科普讲座之后，罗锡文
院士也跟随同学们的脚步，与
他们一起参观了由本校师生栽
种的农作物，只见华南师大附
小天光云影劳技馆里栽满了各
色蔬菜、植物，长势喜人。罗锡
文院士也给了现场师生一些种
植的好建议，如施肥的注意事
项等。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负
责人表示，“华师附小以美好教
育理念引领科学教育发展，积

极探索多学科融合教学，形成
科技创新教育特色、劳动教育
特色等办学特色。本次广州

“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引领
同学们在科技教育中开展劳动
实践，在劳动教育中注入科技
创新的思想，既让同学们了解
当前智慧农业发展现状，也让
同学们加深理解劳动的意义，
尊重劳动者和劳动成果。”

以点带面助力青少年
科学素质提升

广州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
创新提质，汇聚各方力量共同
奔赴，同频共振，搭建了院士专
家与青少年学生的交流平台，
将科普知识、人文素养、科学家
精神创新融入科学教育全链
条，为促进青少年科学素养的
全面提升提供了实践途径。近
年来，广州市科协作为枢纽型、
平台型、开放型组织，充分发挥
跨行业、跨领域的组织优势，积
极推动科研院所与学校的横向
合作，在优质科技资源、科普资
源释放与青少年科学素质提升
需要之间“牵线搭桥”。广州市
科协、市教育局和中国科学院
广州分院三方联手整合优质科
普资源进校园，自 2017 年 3 月
起至今，广州“院士专家校园
行”活动累计邀请了 17 名院士
120 多位不同领域的科技工作
者，为 26 万多中小学生开展科
普讲座720场。

文图来源：广州市科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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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院士专家校园行”走进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本报讯（记者 莫文艺）你乘摩托
车或电动自行车时所佩戴的头盔是
否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要求？你的
摩托车或轻便摩托车制动性能是否

“达标”？这是关系千百万消费者人
身安全的重要之问。4月26日，广东
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江门市举办两
项强制性国家标准（GB 811—2022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和
GB 20073—2018《摩托车和轻便摩
托车制动性能及试验方法》）宣贯
会，帮助人们正确理解并回答这重
要之问。

该场宣贯会是《广东省推动大
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实
施方案》规定的宣贯国家标准的重点
具体内容之一。由广东省标准化协
会承办，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国
家摩托车及配件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广东）协办，来自全省各地市市场监
管局标准化，质量监管处（科、股）和
市场监管所相关监管人员，相关企业
主要负责人，生产企业、质量检测、行
业协会等相关人员共150多人在现场

参会，同时，有500多人参加了宣贯会
线上现场直播。由资深技术专家讲
解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并现场接受
听众提问给予解惑释疑。

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是人们重
要的代步工具，拥有惊人的数量。
2022年12月1日发布、2023年7月1
日开始实施的新版 GB 811—2022，
名称从原《摩托车乘员头盔》修改为

《摩托车 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电
动自行车乘员头盔列入强制性国家
标准，首次有了强制性标准作为技
术依据。该新版标准相较于旧版，
内容主要有几方面的重大变化和调
整，首先是对头盔产品进行分类，规
定头盔产品按适用对象分为A类和
B类。A类为摩托车乘员头盔，适用
于摩托车乘员和电动自行车乘员，B
类为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仅适用
于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按形状分
为1型、2型、3型，1型为全盔 ，2型为
3/4半型，3型为1/2半型。规格分为
特小、小、中、大、特大5个档次。对
各类型各规格相适应的指标数据都

分别作了规定。其次，技术要求方
面，对各类型规格的头盔的结构构
成、保护区及试验区、质量、性能等
都作了详细、具体的规定。例如，结
构构成方面，包括壳体、缓冲层、舒
适衬垫、佩戴装置、护目镜等所用材
料、形状、尺寸、效果等都作了规
定。性能包括视野、护目镜、表面凸
起剪切力、表面摩擦力、刚度、固定
装置稳定性、佩戴装置稳定性、吸收
碰撞能力、耐穿透等，都有相应指标
要求。这些规定明确具体，针对性
强，既有科学性先进性又有适用性，
对确保产品质量发挥着重要作用。

宣贯的另一标准 GB 20073—
2018，其意义和作用是引领摩托车和
轻便摩托车向安全和高质量发展。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的制动性能，
是制约产品安全系数的重要因素，
也是评价产品质量等级的重要方
面。GB 20073—2018把提高产品制
动性能的新技术纳入标准中，对促
进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性能和质量
水平提升有着重要作用。

广东宣贯两项强制性国标
落实摩托车电动自行车乘员头盔要求

本报讯（记者 莫文
艺 通讯员 蔡卓平）为进
一步把课堂教学与乡村
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走
进基层一线进行农业生
产指导和技术服务，广
州市生态学学会会长、
华南农业大学资源环境
学院冯远娇副研究员，
华南农业大学中山创新
中心副主任郭和蓉教授
等“学会+高校”生态科
技工作者近日多次来到
广东中山联动开展生态
科技志愿服务活动，以
生态知识服务“三农”，
助力生态农业转型。

生态科技工作者一
行走进中山市六沙村，
通过与当地村干部、居
民的访谈，掌握村史村
貌和农业现状，调研了
解到六沙村在国家政策
的支持下，改造低产出

的鱼塘，提高土地利用，
推动传统农业向现代化
生态农业转型。他们来
到花木场与鱼塘开展农
业实践，体验其生产过
程。期间针对当地农民
在选择肥料及有机肥使
用过程出现的问题开展
专业知识普及和技术指
导，现场答疑解惑。还
就施肥管理及病虫害防
治情况提出有机与无机
肥料配合施用方案，以
达到环境保护和资源利
用最大化的效果。广东
省生态学会副理事长、
广州市生态学学会秘书
长蔡卓平博士认为，此
次生态科技志愿服务有
利于增强农户的科学施
肥意识，对促进农作物
化肥减量增效、助力农
业绿色转型起到良好的
推动作用。

“普及生态知识，助力农业
发展”科技志愿服务开展

悠悠万事，吃饭为大。
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机
械化是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
标志，也是实现农业现代化
的重要举措。那么，该如何
用新质生产力，助推我国农
业机械化向全面高质量发展
迈进呢？4月26日，2024年
广州“院士专家校园行”活动
走进华南师范大学附属小学
的课堂，让师生进一步了解
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历程。本
次活动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协
会、广州市教育局、中国科学
院广州分院主办，中国工程
院院士、华南农业大学教授、
博士生导师罗锡文作为主讲
嘉宾。林芝市第一小学、华
南师范大学附属大学城小学
也同步收看了课堂直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