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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发展战略背景下廊坊科普
能力高质量发展对策研究

闫利蒙

（廊坊燕京职业技术学院，河北 廊坊 065200）

摘　要　本文着力于创新发展战略背景下廊坊科普能力高质量发展研究，其中以高职院校为例探讨了优质资源整

合与供给，旨在对提高我市民众的科学与文化素养有所助益，促进廊坊科普能力高质量提升，助推廊坊的创新发

展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

关键词　廊坊；科普能力；科学素质；高职院校

中图分类号：G6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0745（2023）09-0106-03

河北廊坊地处京津冀重地，经济发展迅速，但因

城市与乡村经济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差异，城乡科普

能力差距较明显。城市的科普能力意义重大，其健康

发展不仅能促进科技水平和文化均衡发展，同时也能

满足公众对科学知识与文化的需求，对建设创新型城

市、实现智慧城市目标有重要的支撑意义。

1 创新发展形势下科普能力高素质发展的根

本遵循

2021年 6月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2021-2035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

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要把科

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位置。没有全民科

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

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这一重要指示精

神是新发展阶段科普和科学素质建设高质量发展的根

本遵循。[1]

科学普及的内容不仅包括普及自然科学，也包括

普及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2]科学普及是实现民众乃

至个人全方位发展的基础，既体现物质文明建设也体

现精神文明建设的发达程度。发展科普事业是实现创

新战略、科教兴国的必然要求，科普能力的高质量发

展为进入创新型时代提供有力的公民素质支撑。

2 当前廊坊科普能力发展与公众科学素质现状

2007年廊坊市科技局、统计局联合开展首次公众

科学素养调查——廊坊市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水平
的比例为 2.91%，明显高于当时全河北省 2.02%及全国

1.98%的平均水平；[3]其中，廊坊市成年人的科学素养

发展差异较明显——基本科学素养高低程度与年龄增
长呈反比，与受教育程度呈正比，此外，职业也是影

响基本科学素养水平差异的重要因素之一。中国科协

发布的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

2022年廊坊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2.4%，较

2020年增长 2%，位居河北省第三；[4]然而， 2022年我

国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平均比例是 12.93%。[5]

3 影响廊坊科普能力高质量发展因素分析

根据上述数据可见，廊坊科普能力及科学素质建

设已经取得显著成绩，但是我市民众科学素质距离发

达地区仍有差距；我国科普事业仍然面临不少困难挑

战，在科普这条路上，廊坊仍需不懈努力，砥砺前行。

3.1 城乡发展差异问题

区域科普工作面临城乡区域科学素质水平发展不

平衡的考验。根据 2021年中国科协发布的第十一次中

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河北省公民科学素质

水平（10.05%）超过了 10%，[6]但公民科学素质整体快

速提升的同时，城乡差距明显，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凸显。

3.2 科普资源优化配置问题

科普资源整合与合作度不够，区域内机构、企事

业单位等的优质科普资源不能完全向社会开放，尤其

是高职院校、中小学等拥有较好科普资源却对环境秩

序有要求的场所。着力于优化科普资源配置才能让更

多的民众受益于科普事业成果；努力进一步优化区域

科普优秀资源配置才能扩大科普资源和服务的覆盖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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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专业能力强的科学普及人才匮乏

随着公众科普需求日益增长，人才不足的短板显

露出来；专业科普人才数量不足，基层人才水平不高；

兼职人员不稳定、流动性大；科普创作、策划、营销

等人才匮乏；科普人才选拔培养机制遇到瓶颈、有待

完善；科普离不开能人，人才是第一资源，科普人才

培养是民众科学素养提升的基础，必须要顺应时代趋

势，满足科普事业和时代创新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3.4 科技普及方式相对传统固化，科普设施

及针对范围相对狭窄

向公众传文化、讲技术、传播科学精神，种下探

索的种子是科普工作的精髓所在；受限于文化程度和

认知水平差异，普通民众能够接受的科普方法、手段

和途径需呈多样化；带着重要的使命从科学殿堂来，

四面八方地将科学精神传播到百姓大众之中去。

3.5 有待发掘多元化科普经费收入渠道

筹措科普经费渠道不畅、奖励激励措施不到位

等问题长期存在；各地对于科普经费投入因财政状况

而差异较大，例如，根据《中国科普统计》数据——
2022年河北省人均科普专项费用为 1.19元，而北京市

人均科普专项经费为 54.32元；[7]可见，不能依赖“等、

靠、要”，多元化科普经费收入渠道需待发掘，诸如

通过其他机构或个人投入或部门间共同合作等举措搬

开科普经费不足这块长期阻碍科普事业发展的绊脚石。

4 提升廊坊科普能力和公众科学素养的策略

4.1 建立健全京津冀科普发展互联互通机制，

促进京津冀廊科普高质量发展

京津廊正在迅速实现着同城融合发展，廊坊区位

优势独特，紧邻京津，交通便捷，一小时车程距离内

拥有三座国际机场；近在咫尺的高邻以及廊坊本身就

拥有的丰富自然与人文资源和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为

廊坊科普奠定稳健基石。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

中心、国际交往中心和科技创新中心，首都北京非常

重视三地联合科普工作——2023年 7月 24日京津冀三

地文旅部门联合发布了 10条“2023年度京津冀文旅科

普体验线路”，涵盖包括传统博物馆及景区及艺术馆

和体验馆等在内的京津冀三地科普基地资源。在天津，

天津极地海洋公园长年专注于海洋科普事业，带着科普

活动走进京津冀中小学幼儿园、图书馆等，受益人群超

过 12万人，寓教于乐，成为激发公众热爱科学的动力。

4.2 优化科普资源供给，打造科普体系，建

设长效机制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 

提出，在“十四五”时期实施科技资源科普化工程、

科普信息化提升工程、科普基础设施工程、基层科普

能力提升工程、科学素质国际交流合作工程等。整合

资源、着眼未来，加强科普阵地建设以及科普途径的

开拓与发掘，形成深化供给侧改革、服务廊坊民众科

学素质体系建设的长效机制。

4.3 抛砖引玉，以高职院校优质科普资源供

给整合优化为例

4.3.1 借助高校专业软硬件优质资源，投身建设

打造“科普大美廊坊”数字 IP

如今，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科普信息化建设是能

够有效满足公众日益增长和不断变化的科普服务需求

的重要路径之一。在科普信息化创新方面，高校具备

其他机构无法比拟的优势——专业的设施设备和专业
人才可以在科普阵地上大显身手；充分利用区域高职

院校的优势，积极协助创建“互联网 +科普”平台，

或将高职院校已有的线上课程和线上线下优质资源整

合优化；以本课题所在院校为例，本校自主建设的职

教云平台及学银在线的中国传统文化英语课程数年来

已向本学院及多所其他高校的大学生及社会上的诸多

学习者弘扬普及中国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培

养新时代青年和民众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豪感。由此

可见，将公民科学素质建设的重点任务和互联网结合

起来，充分应用信息化手段创立完善科普发展建设的

“互联网 +”模式，将高校作为科普的一个点，与其他

机构点点相联，以点带面，整体联动，全力打造“科

普廊坊”“智慧廊坊”IP品牌。

4.3.2 借助高职院校人才资源，为科学教育与普

及赋能

在提升科技能力上，将校外科普资源与高职院校

科技教育互补，开展针对校内外不同受众群体的科技

培训，提升受众群体的科学素质；发挥学会智力优势，

为学校科学教育赋能。此外，从发展专职科普人才、

推动科技教师和科技辅导员队伍建设等方面，加强科

普人才队伍建设。

4.3.3 丰富校园科普活动，鼓励加入科普队伍，

加强科技志愿者队伍建设

高校定期组织科普类竞赛评选等活动项目，在校

园及网络平台等线上线下渠道对优秀科普作品广泛宣

传；科普活动不仅能丰富高校学生的校园生活、提升

科技人员在社会中的影响力，而且还能引导象牙塔学

子学知识，懂科学，传播科学，最大程度地培养大学

生的创造性思维、专业自豪感和社会责任感。科普队

伍建设方面，在鼓励大学生投身参与科普事业的同时，

还需逐步完善科普志愿者的评价体系及奖励机制，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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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将科普项目志愿经历加入学分体系等。

4.4 梧高凤至，科普事业有“双益”，带动

科普文化产业发展腾飞

科普事业有双“益”，一是公益，二是效益；将

科普事业做大做强，发展成为文化产业。2022年 10月，

廊坊市启动了“十大网红打卡地”系列评选活动，表 1

罗列了评选所胜出的“廊坊市十大非遗产品”。[8]

此次评选一箭双雕，既向公众巧妙地科普了廊坊

本土非遗文化、提升了公众的文化自信和家乡自豪感，

同时也唤醒了古老传统技艺的时代血脉，打造消费亮

点、聚合品牌效应，让“京津乐道 绿色廊坊”熠熠生辉。

如同种子需要浇灌才能成长为参天大树，科普文化产

业发展离不开政府引导培养欣欣向荣的和谐营商环境，

离不开政府引导营造创新发展的氛围，更离不开全社

会共同参与，所以应采取更多措施鼓励社会力量积极

加入科普文化产业中去，为廊坊科普文化产业发展贡

献力量。

4.5 借鉴国外科普系统发展的经验

放眼国外，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普事业起步早，发

展较为完善。以美国为例，美国科普重视科学探索过

程和科学对人的意义，是政府、机构、学校、企业、

志愿者等社会各层面共同参与的协同体系；政府引导，

机构参与，大学和科研机构提供人才和知识，企业提

供保障，志愿者提供支撑。在德国，很多城市定期举

办“科技大集市”，科研机构、大学都会参与并向民

众宣传普及科学知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他

国成功科普经验可借鉴，亦可共赢合作，国际交流与

创新合作推动资源共享，推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人类

命运共同体建设。

5 结语

创新时代大背景下，科普发展占据越来越重要的

地位，城市科普软实力能充分释放创新智慧、培植创

新土壤；提升科普就是提升创新，促进创新一定要重

视科普。廊坊科普能力的高质量发展关系着提升公众

科学素质和文化素养，关系着助推区域经济发展，更

对科教兴国、创新发展和区域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

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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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22年 10月廊坊市系列评选之“十大非遗”项目

序号 项目名称 级别 廊坊下辖市县区

1 霸州胜芳花灯 国家级 霸州市

2 大厂祥瑞中华福禄尊景泰蓝制作技艺 国家级 大厂回族自治县

3 三河五美酒土储技艺 市级 三河市

4 香河大张肉饼 市级 香河县

5 广阳和香传统和香技艺 广阳区 广阳区

6 固安柳编 -饽饽浅子 国家级 固安县

7 永清燕南春玉兔呈祥酒 -燕南春酒传统酿造技艺 省级 永清县

8 安次迎春·一瓶酱酒 -迎春酒酿制技艺 安次区 安次区

9 文安李记香油 -传统香油制作技艺 市级 文安县

10 大城错金银工艺品 省级 大城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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