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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签约仪式

相声科普痛风知识、原创歌
曲“唱”好中药文化、情景剧演绎
麻精药品的“是与非”……在不
久前落幕的2024广东药品科普
创作大赛中，涌现出诸多备受瞩
目的“出圈”佳作，作品内容接地
气、有生气。“跨界”与“创新”成
为此次大赛的核心词汇，这些作
品打破专业壁垒，创新表现形
式，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体
验。

承办单位广东省药品监督

管理局事务中心表示，本届大赛
已经是广东药品科普创作大赛
走过的第二个年头，大赛由“药
品安全公益短视频大赛”“安安
网校园行——科普之星创造营”
活动结合而来，以推动我省药品
科普普法工作，提高公众对药品
安全的认识为目标，期望面向社
会搭建一个科普创作平台，宣传
药品相关法律法规，科普用药知
识，传播药品安全理念，用科普
提素养、保安全、促发展。

广东省科协科普部在比赛
中开放“广东科普”公众平台作
为官宣平台之一，联动宣传、联
合展播，对大赛给予有力支持，
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大赛以大
量优秀作品向百姓展示用药、用
械、用妆的相关知识，利国利
民。同时，大赛作为政府部门联
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将
发动更多相关专业的科技工作
者参与其中。

以赛为媒激发用药安全科普新活力
科普新视角：

大赛为媒，推动跨界合作齐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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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得都差不多，金银花和断肠草怎么区分”“感冒药不能叠加服用，但我怎么知道哪
些成分是重复的”……药品是健康的守护者，然而用药不当，救人的“药”也会成为害人的

“毒”，威胁人们健康。为鼓励热爱生活、热心科普、热衷公益的高校师生、药品行业从业
人员、医院、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和社会公众等参与药品科普普法创作，近年来，广东省药
品监督管理局连续组织开展药品科普创作大赛，赛事规模逐年扩大，作品质量不断提升，
以赛促科普成效显著，引领药品安全科普新风尚。

“这是一个将专业知识学以
致用的好平台！”本次大赛吸引
了众多药学专业的师生参与，他
们深耕药学领域，是学生代表，
也是科普安全用药知识的主力
军，大赛于他们，既是难得的展
示机会，也是“温故知新”的过

程。正如大赛优秀指导老师代
表、广州中医药大学田艺峰老师
接受采访时所说，大赛加深了学
生们对专业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真正做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学生在科普文章撰写、视频制作
和漫画设计的创作过程中，积极

探索药品知识的独特呈现方式，
思考团队如何分工和高效协作，
这些宝贵的经验对于他们今后
的职业发展和个人成长都非常
重要。

以赛促练，激发专业学习内驱力

关于大赛的未来展望，汇聚
各方力量、创新传播渠道，与省科
协等相关部门加强联动扩充创作
队伍，已成为大赛组织单位、专家
学者及参与学校的共同期望和共

识。大赛组委会专家、华南师范
大学教育信息学院彭柳教授表
示，可以通过多元化渠道和多种
手段展示大赛优秀作品，提升公
众安全用药理念；大赛组委会专

家、广东药科大学邹宇华教授建
议，可以邀请相关科普基地和科
普志愿者团队参与，进一步扩大
创作团队的规模。

赛事前瞻，凝聚力量注入新动能

创作初心：为妇女儿童打造
有趣的“用药指南”

妇女儿童的健康直接关系
到家庭幸福和社会未来。然而，
他们对药品的使用存在诸多误
区。希望通过参加本次大赛，创
作出既科学又通俗易懂、形式多
样的科普作品，让妇女儿童及其
家人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
减少因用药不当带来的风险。

——《漫话HPV疫苗》创作
团队·东莞市妇幼保健院代表

“三微”作品比赛

2018年开展药品安全公益微电影大赛
110个单位参赛，征集作品223个。

2020年开展第一届药品安全公益短视频大赛
69个单位参赛，征集作品279个，创建微博话

题阅读量达320万人次。
2022年开展第二届药品安全公益短视频大赛

征集作品341个，创建微博话题阅读量达335
万人次。

安安网校园行——科普之星创造营

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连续四年举行
“安安网校园行——科普之星创造营”活动

累计征集文字、漫画、视频及创意类科普作品
6400余个。

广东药品科普创作大赛

总结、借鉴“三微”作品比赛和“安安网校园行”
两大科普品牌活动经验，汇集各方资源、提升大赛
规格。

2023（首届）广东药品科普创作大赛
17个省市区、270余家单位及个人投稿参赛，

征集有效作品1233个。

2024（第二届）广东药品科普创作大赛
11个省市区、160余家单位和个人投稿参赛，

征集有效作品1345个。

科普节目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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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事不断迭代 关注度持续飙升

大赛拓展了药品知识的认
知深度

参加药品科普创作大赛收
获满满，我们专业知识的深度和
广度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在
创作过程中，为确保科普内容的
准确性，我们研究了很多药品的
作用机制、适用范围等，对于药
品知识有了更全面细致的了解。

——《安全用药勿儿戏》创
作团队·肇庆市高要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代表

创作灵感来源于大众需求

创作的灵感主要来源于对
大众需求的深入思考。我们通
过查阅资料，发现科普创作在

“文学体裁”上可有所突破，我们
团队进行了大胆尝试，选择“相
声”这种形式来增强知识传播的
通俗性和趣味性。

——《相声科普：痛风用药
需谨慎，健康不是儿戏！》创作团
队·广东药科大学代表

据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
法规和科技处副处长黄莹介绍，
举办药品科普创作大赛不仅能
提升药品监管人员素质，还促
进药品监管工作创新。药品监
管人员和药学工作者在创作科
普作品的过程中，巧妙地将复
杂的药品法律法规和药学知识
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和形
式，用生动活泼的情景剧及趣

味盎然的歌舞表演等形式展现
科普内容，这不仅锻炼了他们
的专业知识技能，还提高了他
们的科学传播能力和创新思
维。黄莹表示，大赛组委会通
过新媒体平台进行优秀作品展
播，为宣传药品监管工作提供了
新的思路和方法，提升了监管工
作的效率和效果。

大赛参赛人员类别丰富，不

仅有药品监管部门、行业协会，
还有高校、企业、医院和公众，大
家共同参与、探讨药品科普创作
的新思路和新方法，分享药品科
普知识和药品监管经验，多方参
与、多方协作的模式有助于形成
全社会共同关注、参与药品安全
工作的局面和药品安全社会共
治的格局，对药品监管工作高质
量发展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借赛提速，推动药监工作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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