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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足科技 创新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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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由广州市科协、生物岛实验室、

荔湾区科协、荔湾区教育局、广东省呼吸与健

康学会联合打造的科普助力“百千万工

程”——“荔湾科学课”科学家进校园活动在

广州市真光中学初中部（本部校区）礼堂开

启。活动吸引了真光中学600余名师生的热

情参与，得到了学校师生们的一致好评和热

烈反响。

“荔湾科学课”走进真光中学

科学传承的“接力棒”

活动伊始，现场人员共同观
看了“荔湾科学课”第一季的精
彩活动集锦视频。

广州市真光中学教务处副
主任严美棠致辞。她强调教育
不仅要传授知识，更要点燃探索
的火种。她希望通过本次“荔湾
科学课”为同学们打开一扇窗，
看见科学的力量，感受创新的脉
动，让“敢想、敢试、敢创造”成为
真光学子的精神底色。

生物岛实验室党委副书记
马常钧表示，科学教育不仅是提
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培养创新人
才的关键基石，更是推动社会进
步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通
过本次活动，同学们不仅能够学
到丰富的科学知识，更能激发对
科学的兴趣与热情，为未来的科

学之路奠定坚实基础。

生命密码的“解密课”

广州实验室研究员吴光明
带来“我在实验室改写生命密
码”主题科普报告。他从生命密
码概述、密码改写“基因编辑技
术”、干细胞基因编辑到应用与
安全伦理等部分，向同学们深入
浅出地讲述了这一系列关键技
术的原理、由来和应用发展领
域。他期望同学们将来能在相
关领域有所贡献。

吴光明现场揭秘了基因编
辑技术——CRISPR 的原理：通
过“导航员”（向导RNA）精准定
位 DNA 链条上的错误位置；通
过“剪刀”（Cas9 蛋白）剪断错误
基因片段；之后再给细胞“喂”入
正确基因片段，细胞将自行补上

“漏洞”完成修改。

他还向现场学生们介绍了
基因编辑技术在遗传病根治、农
业育种、合成生物学等领域有重
要应用价值。他通过案例强调
了基因编辑的风险以及伦理讨
论。启蒙及警示让学生们印象
深刻，科学精神的种子在此种
下。

基因编辑对人类发展的好
处有哪些？人类未来是否不会
有疾病了？现场学生们意犹未
尽，纷纷举手提问。吴光明耐心
作答，并引导学生对相关领域进
行深入思考。

这些思考，恰是科学课埋下
的珍贵火种。科学家像程序员，

但生命的代码远比计算机复
杂。而下一代将有机会编写新
的“生命程序”。

分享硬核科学实验

6月28日，在预实验环节，12
名真光中学初二学生代表在吴
光明课题组蓝书炳、邓玮悦、郭
镇城、梁泽平、张义强、蒋琦等老
师的指导下完成一场硬核科学
实践。例如，细胞“唤醒术”：从
液氮中复苏冻存细胞；基因“剪
刀手”：细胞电转，运用 CRISPR
基因编辑技术；结果“显影仪”：
通过PCR扩增与凝胶电泳，亲眼
见证编辑后的基因条带，检测基

因编辑效果。这场深度实验，让
课本知识化作指尖跃动的科学
火花。

在实验分享环节，6 位学生
代表分两组展示了他们在实验
室亲手参与整个过程的实验成
果。他们还将自己在实验中学
到的知识通过自行设计制作成
形象贴纸，用便于同学们理解的
方 式 向 大 家 介 绍 了 CRISPR-
Cas9基因编辑等基本原理，引得
嘉宾和学生们掌声连连。

“这次活动让我增强了责任
意识，对科研怀揣敬畏之心，而
这份耐心可以运用到生活中，不
断探寻解决难题的办法。”“这次
活动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通往微
观世界的大门。身为新时代的
初中生，我们应努力学习科学知
识，培养创新思维，将来为科学
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同学们真挚地分享了各自的实
践心得。

当培养皿中的细胞持续分
裂，当电泳图谱照亮少年眼眸，
我们终将看见：今日埋下的科学
火种，必将在未来中国绽放星
河。

“ 荔 湾 科 学 课 ”已 惠 及 超
2200 余名广州荔湾学子。当更
多少年走进实验室，当微观世界
的奥秘向课堂敞开，我们终将看
见：那些被科学照亮的年轻脸
庞，正是未来中国的模样。
本报记者 刘肖勇通讯员 陈建如

学生参与科学实验 通讯员供图

“公园里的四季·小手种希望”活动举行

近日，由广州市科学技术协
会主办，广州市越秀区科学技术
协会协办，广州市女科技工作者
协会、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
所承办，广州市越秀区人民政府
珠光街道办事处、广州市巾帼科
技志愿服务队、广州市普爱社会
工作服务社及珠光街“双百工
程”社工服务站共同支持的“公
园里的四季·小手种希望”园艺
疗愈课程温暖开展。20 组亲子
家庭在广州市越秀区新业态职
工之家开启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自然探索之旅。

这场活动作为“公园里的四
季”项目与珠光街“五彩珠光，童

行护航”关爱服务项目的联动举
措，获得中央集中彩票公益金的
支持助力，为社区困境儿童搭建
了亲近自然、探索科学的平台，
用知识与陪伴播撒希望的种子。

多方联动聚合力
精准关爱暖童心

作为越秀区“护苗成长”困
境儿童关爱服务试点街道，珠光
街目前共有 104 名困境儿童，其
中 6 岁至 18 岁学龄期儿童占比
超80%，困难家庭儿童约占65%，
自身残疾儿童约占35%。这些孩
子在价值观塑造、家庭互动、资
源获取及心理健康等方面存在

迫切需求。
为此，“公园里的四季·小手

种希望”园艺疗愈课程联动三级
科协组织、公园、社会组织及社
区志愿者等多方力量，精准对接
困境儿童成长需求。通过定制
化的园艺疗愈课程，为孩子们打
开探索自然科学的窗口，助力困
境儿童提升社会适应能力与自
我价值感，让“护苗成长”的关爱
网络更加紧密。

沉浸式探索番茄世界
科学种子悄悄发芽

“原来我们爱吃的番茄，是
从南美丛林‘旅行’到餐桌的

呀！”在活动现场，孩子们的惊叹
声此起彼伏。在科普课程环节
中，华南农业大学副研究员郝彦
伟博士通过生动形象的PPT，为
孩子们展开了一幅关于番茄的
科学画卷。

从植物学与园艺学的双重
分类角度，孩子们认识了樱桃番
茄、牛排番茄等不同品种的独特
之处；跟随番茄穿越千年的传奇
故事，了解到这种曾被视为“有
毒植物”的果实如何一步步成为
餐桌上的常客；通过细致讲解番
茄的根、茎、叶、花、果构造，孩子
们直观理解了植物生长的奥秘，
科学的种子在心中悄然萌芽。

在实践环节中，孩子们化身
“小园丁”，在志愿者的指导下体
验番茄种植的乐趣。活动特别
设计了“直播”与“移栽”两种方
式：移栽幼苗时，孩子们轻轻梳
理番茄的根系，在呵护中理解植
物根系的再生特性；播种种子

时，他们小心翼翼地将希望的种
子埋入土壤，期待生命萌芽的惊
喜。

“看，这是我种的番茄！”一
位孩子举着自己的花盆，脸上洋
溢着自豪的笑容。在亲手种植
的过程中，孩子们不仅体验了生
命成长的奇妙，更在自然疗愈中
获得了成就感与情绪安抚。家
长们也表示，这样的亲子互动让
家庭氛围更加融洽，“平时很少
有机会和孩子一起做这样的事，
看着他专注的样子，特别欣慰。”

此次“公园里的四季·小手
种希望”活动，以科普为桥，以自
然为媒，搭建了成长赋能的平
台。未来，主办方将持续联动多
方资源，推出更多贴合儿童需
求的科普关爱活动，让科学的
光芒照亮每个孩子的成长之路，
让希望的种子在更多心灵中生
根发芽。

本报记者刘肖勇

搭建亲近自然、探索科学的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