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城区破题：从“资源孤
岛”到“科普网络”

作为广州核心老城区，越秀
区虽拥有 23 座公园形成的“500
米服务圈”，覆盖 27 所小学，却
长期面临校内外教育“孤岛效
应”。自然教育场地分散、专业
师资匮乏，“都市绿洲”“小鸟天

堂”等优质生态资源的科普价值
亟待挖掘。

“我们秉持‘捡金稻草’精
神，把散落的人才和资源捆扎成
束。”越秀区科协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区将公园生态科普融入

“百千万工程”，以“凝聚人、编码
物”为双引擎，推动越秀公园、黄
花岗公园等历史名园向“科普教
育基地”转型。通过GIS 技术数
字化普查，该区建立包含 127 个
科普资源点的数据库，让每棵古
树、每片湿地都成为科普“活教
材”。

创新实践：三链融合构
建科普生态

人才链：跨学科智库激活创
新动能。越秀区搭建“科协、科
技工作者、公园、社区”协同机

制，组建由生物学、环境科学等
8 个学科专家组成的智库，其中
高级职称占比85%。通过“导师
带教制”培养科普人才，开发《公
园里的四季》系列课程，配套AR
教具和实验器材，让科技工作者
的智慧转化为具象化科普资
源。2024 年，人民公园获评“广
东省科普教育基地”，标志着该
模式从资源整合迈向品牌化。

资源链：三阶方法论重构科
普场景。运用“现象解码、要素
重组、生态重构”方法论，该区对
公园资源进行系统性开发。例
如，广州人民公园运用空间识别
与定位技术打造 AR 场景，市民
扫码下载APP后，可沉浸式体验
历史地景复原动画；在三眼井社
区将“汲泉惠民”典故融入植物
认知课程，实现历史人文与自然

科学的双重解码。
教育链：阶梯课程培育科学

素养。基于认知发展理论，越秀
区构建“观察、探究、创造”三级
课程体系。低年级通过植物拓
印培养基础认知，中年级设计雨
水收集系统等“生态工程师”项
目，高年级开展栖息地修复等研
究性学习。例如，流花湖公园的

“城市鸟类保护”系列科普活动，
学生一起探访身边的“动植物邻
居”，成为 PBL 教学法的典型案
例。目前该体系已覆盖全区 32
所小学，惠及学生1.6万人次。

全民参与：从“单向传
播”到“生态网络”

越秀区通过多元化活动构
建全民科普生态，承办全国科普
日活动，2024年科普嘉年华吸引

3000余人参与；举办大湾区自然
科学笔记竞赛，设置专业组与亲
子组双赛道，以科学性、创新性、
艺术性为评审维度；在微信公众
号开设“公园里的四季”专栏，制
作科普短视频矩阵，形成“线
上+线下”传播闭环。

越秀区的实践证明，“人才、
资源”双螺旋结构是破解科普供
给不足的关键。通过动态人才
资源池与数字资源库的精准匹
配，该区公园平均承载科普活动
量提升 400%，科技工作者参与
度提高65%。“场景化学习+项目
化实践”的教育模式，配合“政府
主导+社会协同”的运营机制，
让科普从“一次性活动”变为“可
持续生态”。 如今，越秀区的城
市公园已成为“没有围墙的自然
课堂”，其创新经验正为广州“老
城市新活力”注入绿色动能。在

“双碳”战略背景下，这一将城市
更新与科普教育深度融合的“越
秀方案”，为科技强国建设筑牢
了生态根基。

本报记者 刘肖勇
通讯员 许哲瑶

广州越秀“双螺旋”创新范式破解科普难题

城市公园变身“自然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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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启深港·科创未来”
共促青少年科技教育融合

本报讯 （记者 刘肖勇）
6 月 21 日，由深圳市科技交
流服务中心主办、深圳市科
普教育基地联合会承办的

“科创汇智”湾区百场行动之
2025 年湾区青少年科技教
育交流活动——“智启深港·
科创未来”活动成功举办。
活动组织了深圳青少年参访
香港科学馆和香港科技大
学，旨在通过沉浸式科学实
践，感受科技魅力，增进对大
湾区一体化协同发展的认
同。

在香港科学馆能量穿梭
机展区，动态演示装置直观
呈现了重力势能与动能、声
能的转化过程，青少年们亲
手操作互动装置，在趣味体
验中理解物理定律；在古生
物展厅，白垩纪恐爪龙化石
与全息投影技术结合，复原
出震撼的史前生态场景；地
球科学厅的灾难模拟系统则
让师生们身临其境，感受地
震波传导与火山喷发，增强
了防灾减灾意识。

在香港科技大学（简称

“港科大”），深圳学子深度探
访了校园核心区域。他们漫
步于标志性的学术大楼，感
受融合现代设计与山海景观
的独特校园环境；走进设备
先进的图书馆和演讲厅等教
学空间，亲身体验顶尖学府
的学术氛围，对大学的科研
环境有了直观了解。

活动中最生动的环节是
深圳中小学生们与港科大学
生的随机采访式交流。他们
主动与遇到的港科大本地及
国际学生攀谈，围绕课程学
习体验、学校优势、校园生活
特色、升学规划等话题展开
了积极主动的对话。港科大
的学长学姐们热情分享了求
学 心 得 、介 绍 了 学 校 环 境
等。通过沉浸式的校园探访
和零距离的随机交流，深圳
学生们不仅深入了解了港科
大的硬件设施与学术环境，
更从在校生的视角获得了宝
贵的一手信息，对未来的学
业规划和科创之路有了更清
晰的憧憬和思考。许多同学
表示，这种“接地气”的交流

方式让他们收获颇丰。
在总结分享环节，学生

们踊跃发言，分享当天的见
闻与收获。学生们纷纷表
示，这次活动收获满满，不仅
开阔了科技视野，更激发了
探索未知的热情。

本次活动不仅是一次
知识的汲取，更是一次梦想
的启迪，让青少年们在感受
深港科技创新脉动的同时，
进一步认识到自身作为湾
区未来建设者的责任，激励
他们未来为粤港澳大湾区
的繁荣发展贡献青春智慧
与力量。

“科创汇智”湾区百场行
动之2025年湾区青少年科技
教育交流活动是深圳市科技
交流服务中心着力打造的服
务品牌，围绕科技教育资源
共享互补、青少年创新能力
培养、科学素养提升、深港澳
教育合作等内容，组织开展
系列科技教育交流活动，打
造深港澳青少年科技教育交
流平台，促进科技教育融合
发展。

本报讯 6 月 21 日，云浮市第
四届青少年机器人竞赛在云浮中
学举办。本次市赛设6个赛项3个
组别，经过各县（市、区）竞赛决出
的109支队伍共217名选手报名参
赛。大赛分小学组、初中组和高中
组，涵盖“楚汉争霸”“道路工程”

“机器人绘画”“天宫建设”“智慧城
市”“重装机兵”六大赛项。

在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凭借扎
实的知识储备、精巧的创意构思以
及娴熟的操作技能，操控着自己精
心设计与制作的机器人，按照赛项
要求，准确高效地完成各项复杂任
务。在这个过程中，选手们经历着

“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完整思维训练。比赛现场气氛
热烈，充分体现了云浮市青少年对
科技创新的激情与热爱。

为保障赛事的公平、公正、公
开，大赛特邀省赛资深专家组成
专业裁判团队，严格依据省赛标
准对各个赛项进行全程监督与评
判，确保了每一个比赛结果都真
实反映选手们的实力。经过激烈
角逐，大赛共评出一等奖20项，二

等奖 34 项，三等奖 53 项。颁奖仪
式在云浮中学学术报告厅举行。
优胜队伍将代表云浮市赴梅州市
参加第二十五届广东省青少年机
器人竞赛。

本次竞赛由云浮市科协、市教
育局主办，云城区科协、区教育局
协办，云浮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
会、云浮中学承办，广东粤电云河
发电有限公司、云浮市云电能源有
限公司等单位支持。比赛旨在培
养青少年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推动云浮市青少年科技教育事业
高质量发展。

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竞
赛不仅为青少年提供了展示科技
创新才能的平台，也是一次科技与
智慧的碰撞，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
要载体，激发了他们的科技兴趣，
培养了团队协作精神和创新思维
能力。未来，云浮市科协将继续以
科技教育为引领，不断激发青少年
的创新潜能，点燃他们对科学的兴
趣与热情。

（云浮市科协）

本报讯 日前，韶关市仁化县
科协在蚂蚁公社科普教育基地开
展以“农耕探秘亲子行 趣玩自然
乐成长”为主题的科普研学活动。

大家走进农耕文化馆，听科普
导师讲解中国农耕发展历程、传统
农具及水稻种植技术，通过触摸体
验感悟先辈智慧。夏日小火车载
着亲子家庭穿梭园区，激发孩子探
索自然的兴趣。在插秧体验环节，
家长与孩子协作插秧，感受劳动艰

辛与收获喜悦。浑水摸鱼环节更
是将活动推向高潮，亲子携手捕
鱼，增进了彼此感情。

此次活动将知识学习与实践
体验结合，既助力青少年学习农耕
知识，又为亲子互动创造机会，受
到广泛好评。下一步，仁化县科协
将持续开展此类活动，助力青少年
科学素质提升，推动科普事业高质
量发展。

（韶关市仁化县科协）

云浮市第四届
青少年机器人竞赛举办

韶关市仁化县
开展科普研学活动

在广州越秀区的 23 座
城市公园里，可通过 AR 技
术诉说场景故事，小学生们
可在公园搭建人工鸟巢监
测鸟类活动，市民扫码即可
获 取 古 树 的“ 数 字 档
案”……这幅“科技+生态+
教育”的生动图景，正是越
秀区将城市公园转化为生
态科普教育基地的创新实
践。该区以“组织凝聚”为
核心，构建“人才、资源”双
螺旋互动结构，为超大城市
老城区的生态科普教育提
供了可复制的“越秀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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