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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满足不同群体对优质科普
的需求，成都市科协特别开设了“你好科学”
科学讲坛，邀请来自国内科技领域的知名
专家或联动市内高校资源、链接科技馆、博
物馆及各行业的科技工作者，面向青少年、
农民、产业工人、老年人、领导干部和公务员
五大重点人群开展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聚焦推进产业建圈强链，市科协、市委
组织部与各产业链牵头部门联合举办了“科
学讲坛·兴蓉提能”系列讲座，以数字经济、
新材料产业、智慧城市、美食产业为讲座主
题，邀请到了国务院参事石勇、天府杰出科
学家刘颖、浙江省信息化发展研究院院长陈
畴镛、四川旅游学院烹饪学院院长李想等行
业大牛，帮助专业领域公务员提升专业素
养，强化产业建圈强链人才要素支撑，更好
地服务保障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聚焦蓉城青少年科学素养提高，市科
协联合成都市教育局开展“你好科学”科学
讲坛青少年系列活动，分别邀请《科幻世
界》杂志主编拉兹（杨国梁）、植物科普作家
孙海、垃圾分类专家罗丹等学者专家走进
校园，让青少年在科幻世界中培养创新思
维，去数学和科学中探索未知的世界，在大
自然中感受生命的奥秘。

此外，“你好科学”科学讲坛还走进农
村，邀请农技协、科技小院专家走进乡村，
就柑橘、猕猴桃等农业相关产业开展专题
技能培训，不断加强高素质农民培育，壮大
乡村振兴人才队伍，为增强科技兴村作用
提供专业保障。针对老年人群体，“你好科
学”科学讲坛推出银龄科普系列活动，邀请
专家走进社区，为老年人传播合理膳食、防
范诈骗、家庭急救、消防安全等科普知识，
帮助老年人更好地融入智慧社会，让科技
发展成果惠及老年人生活，提升老年人科
学素质。

“你好科学”科学传播系列活动的成功
开展，引领了各区市县科协、科技社团、科
技工作者积极开展科普活动，大力弘扬科
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在全社会营造起学
科学、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让更多人近距离接触到科学本身，切身感
受到科学的独到魅力。

未来，成都市科协还将举办更多的类
似活动，积极推动科学传播工作，增强公众
的科学素养和科学意识，引导公众了解最
新的科学技术成果和科技创新的现状，帮
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对于社会发展和人
类生活的重要性，激发公众对于科技创新
的参与热情，为“科普之翼”腾飞夯基垒台，
让科学之光闪耀蓉城。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让科学之光闪耀蓉城

以科普之翼扬起创新驱动发展之帆

科普人才是创新型国家建设的基
石，国家科普能力建设需要高素质科普
人才作支撑。创新科普人才培养模式，
成都也是主动作为。市科协首次面向高
校、科研院所、相关科普组织公开征集对
科普兴趣浓厚、愿意加入“你好科学”系
列活动的科技工作者、专家学者及从事
科普工作的相关人员组成“种子训练
营”。“我们希望通过训练营的集训，聚合
本土科普人才，打造新型科普平台，提高
他们的科普能力，推进成都市科协科普
智库的建设，逐渐培养出一批从成都走
向全国的科普大 V，让全国听见成都科
普的声音。”市科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你好科学”种子训练营邀请到了
“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陈征、四川省
十佳主持人田川、秋叶 PPT 团队的王牌
讲师朱超等众多大咖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和科普实践，围绕“如何做好科普”开展
科普专项培训，成功提升了营员的科普
热情和科普能力，为各行业对科普感兴
趣的受众搭建了一个有效提高科普能力
的学习平台。

在拓展科学普及深度和广度的过程
中，传播形式和渠道显得尤为重要。成

都市科协开办了“你好科学”电视科普公
开课，邀请来自国内多家知名高校的专
家学者、博物馆及各行业的科技工作者、
网络科普大 V 等作为科普主讲人，创新
设定各种公众喜闻乐见的分享主题，围
绕天文、物理、地理、自然、动植物、健康
等关键词，创新设计出让市民“能听懂
能看见 能摸到 能思考”的科普形式，引
领大众深刻感知科学的魅力。

“相比于传统科普形式，科普可视化
使体验者身临其境地感受科普知识，让
科普学习变得更加生动形象。”市科协相
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多形式、多维度、多
场景相结合的方式，可以激发大众的科
学兴趣，从而向其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
学技术知识，最终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值得一提的是，“你好科学”电视科
普公开课结合科普短片、科学实验、互动
问答等环节，在加深知识理解、构建更全
面知识体系的同时，注重思维方式的培
养，让科普不再是单方面的输出与枯燥
的讲解，而是形成了内容丰富、形式活泼
的科学传播新范式，逐渐成为深受观众
喜爱的一档具有科学性、知识性、艺术
性、通俗性、趣味性的科普节目。

吹响科普人才“集结号”
多渠道拓展科学传播广阔舞台

科学素质提升全覆盖
让“科学声音”精准送达

“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
重要基础性工作。”去年9月，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
普及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到
2025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超
过15%，2035年达到25%。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科学普及成
为最直接且有效的方式。丰富科普
供给、创新传播方式，从专家院士主
动普及，到专业机构打造“科普讲
堂”，再到科普创作者的创意视
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科普
队伍中，用丰富多样的方式传递科学
知识，搭建起公众与科学之间的桥梁。

今年1月，成都市科学技术协
会联合相关部门，正式启动“你好科
学”大型科学传播活动，旨在深入实
施《成都市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
纲要实施方案（2021-2035年）》，树
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
提升全民科学素质。

“你好科学”活动通过种子训练
营、电视公开课及科学讲坛等多种形
式，走进博物馆、生态园、学校、社区、
乡村、工厂、机关等多个场所，邀请科
技大咖、科技工作者、科普讲解员，大
力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并
在《成都日报》、蓉城先锋党员E家、科
普熊猫等多个平台进行宣传和展示，
在全市范围内营造了讲科学、学科
学、爱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线上
线下吸引受众达200余万人次，有力
推动全民科学素质有效提升。

科学好好你你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刘鲁 余力） 日
前，斐济旅游局在成都举办主题为“免签游斐济，快乐过
暖冬”的路演推广活动。和往年相比，2024年春节假期更
长。斐济瞄准中国春节档期，率先在蓉打响抢客大战。

此次路演还覆盖了深圳、北京、上海、香港等城市，在
为期 9 天的活动中，斐济旅游局携斐济航空以及来自斐
济的酒店、一日游供应商、地接社等 16 家合作伙伴，与来
自大中华区的 400 多位旅行社合作伙伴深入交流。针对
中国游客的喜好，斐济旅游合作伙伴推出了最新的旅游
产品和服务。

针对即将到来的2024年中国春节，斐济旅游局携手20
家斐济旅游合作伙伴推出了一系列“免签游斐济，快乐过暖
冬”春节促销活动，同时还推出多项为中国游客打造的团圆
饭等特别餐食和服务，为中国游客打造安心和舒心的暖冬
之旅。此外，自2023年12月起，中国香港直飞斐济楠迪的
航班将增至每周5班，恢复至此前直飞航班的数量。

为进一步方便四川游客春节赴斐旅游，斐济旅游局、
斐济航空正与中国相关部门紧密联系，计划于春节期间
开通成都直飞斐济的包机。

瞄准中国春节档

斐济率先在蓉打响抢客大战

2020 年 至
2021 年，三星堆

遗址从三号祭祀坑到八号祭祀坑出土象牙
400 余根（残段），三星堆遗址出土的象牙质
文物数量之大、保存之好在我国考古史上都
是前所未有的，这些珍贵文物对揭示古蜀文
化乃至中华文明的渊源都有着深远的意
义。而荆州文保中心副主任陈华在研讨会
上提到，各项研究表明祭祀坑出土象牙强度
低，保存状况差，亟须进行化学加固保护。

据介绍，由于长期的地下埋藏，特别是在
地下水、可溶盐及微生物等各种不利因素的侵
蚀下，造成了象牙中起主要粘接作用的有机组
分的分解，及多孔状态下大量水分的灌注，处
于此种状态下的象牙被称作“饱水糟朽象牙”，
而它的长久稳定保存是公认的世界难题。

据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陈俊橙介绍，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文保人员为主力的提
取团队首次提出并使用了高分子绷带代替
传统石膏加固的方法，已经完成了整个四号
坑出土糟朽象牙的保护提取任务。该方法
也在随后的三、七、八号坑出土象牙的提取
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取得重大成果。

此外，今年，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协同攻关，构建考古
出土饱水糟朽象牙脱水加固保护完整技术
体系，实现了考古出土饱水糟朽象牙整根完
整保护“零的突破”。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嘉 王茹懿
受访单位供图

三星堆多项成果“上新”
三星堆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研讨会举行

2023年11月16日，由四川
省文物局主办，四川省文物考古
研究院、三星堆研究院、四川广
汉三星堆博物馆承办的“三星堆
遗址考古多学科综合研究成果
研讨会”在四川广汉举行。共计
20个科研机构、大学院校和科
技公司的代表分享了关于考古
发掘、文物保护、多学科研究、科
技手段运用、设施设备创新等领
域的最新成果，并交流了各自的
工作与研究经验。

大量华丽精美、风格特异的青
铜器，是三星堆祭祀坑出土的代表
性文物，而如今，它们又会给大家
带来哪些新的惊喜？

在青铜器原料方面，成都理工
大学王运生教授在研讨会上表明，
彭州铜矿与三星堆部分青铜器关
联性较大。铸造工艺方面，上海博
物馆的丁忠明研究馆员介绍，上海
博物院研究团队发现，三星堆与中
原青铜器的铸造技术既有相似的
共性，也有鲜明的个性，“盲芯中
普遍存在细长的长方体木条，是三
星堆独特制泥芯技术的反映。”

北京科技大学的陈坤龙教授
则提出，三星堆祭祀坑出土青铜器
可能来自不同的铸造地。据介绍，
祭祀坑出土青铜器根据形制和风
格特征，可分为本地特点非常鲜明
的面具、人头像、大立人像、神树等
基本不见于三星堆以外地区的非
容器类器物，以及大口尊、罍和瓿
等器型的青铜容器，这类器物广泛
分布于长江中下游地区，与中原地
区的商文化也有紧密联系。“三星
堆容器类与非容器类青铜器残留
泥芯在微观结构、化学成分等多个
角度体现出的差异性，应与产地不
同相关，因此三星堆青铜器可能存
在多个铸造地。”陈坤龙表示。

三星堆青铜器

可能存在多个铸造地

2020 年至 2022 年，三星堆
遗址祭祀区新发现 6 座祭祀
坑，出土各类文物 17000 余件，
包括金面罩、扭头跪坐铜人像、
龟背形网格形器、铜面具、铜神
坛、玉琮、丝绸、象牙雕刻等。
那么古蜀三星堆人会使用动物
进行祭祀吗？

研讨会上，西北大学文化遗
产学院教授温睿发布了三星堆
遗址祭祀区有机残留物研究的
阶段性成果。结果显示，三、四、
七、八号坑沉积物和陶片的脂肪
酸结果显示出动物脂肪的存在，
部分样品的蛋白质组学结果显
示出猪、牛两种动物的存在。

温睿介绍，研究还发现三星
堆祭祀坑形成前存在仪式性燎
烧活动。根据有机残留物特
征，三星堆先民并未把彻底燎
烧成灰烬当作目的，而是进行
仪式性的燎烧活动，“三星堆先
民在祭祀活动中，仪式性地集
中燎烧包括猪、牛等动物和铜
器、金器、玉石器等器物，后将
所有器物分批埋藏在祭祀坑
内，其中燎烧后的动物祭牲骨
骼是相对集中埋藏在其中一个
坑中的，其他坑混入了少量骨渣
及动物脂肪和蛋白的残留物。”

三星堆先民

或用黄牛和猪来

﹃
燎烧祭牲

﹄

丝绸是新一轮三星堆考古发
掘中最激动人心的新发现之一，
2020年以来，三星堆的青铜蛇、青
铜眼形器等数十件器物上均发现
了丝绸。会上，中国丝绸博物馆周
旸发布了三星堆遗址出土丝织物
组织及织造工艺阶段性研究成果，
首次深入揭示了这一古代文明的
丝织品组织结构和织造工艺。

就织造工艺而言，研究团队
则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织造方式：首
先是原始腰机的织造方式，运用的
是一种以人的身体作为机架的原
始织机，具备基本的开口、引纬、打
纬三种操作功能。其次是双轴织
机或踏板织机的织造方式，研究团
队认为当时可能已经发明了具有
综框、经轴和卷轴的织机。最后是
提花织机的织造方式。商代青铜
器上的回纹绮和云雷纹绮可能是
由专门的提花方法生产的。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
解读三星堆地区古代纺织技术和
文化提供了宝贵线索，同时也为
认识古代丝绸业的发展历程提供
了重要的考古学资料。”周旸表
示，这些发现将深刻影响我们对
古代丝绸生产和文明技术的理
解，为人类历史的织造技艺留下
了珍贵的遗产。

三星堆丝绸

可能有三种织造方式

三星堆象牙

保护实现

﹃
零的突破

﹄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鸟三星堆遗址象牙发掘现场

本报讯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李长乐） 16日，第
三届川渝住房城乡建设博览会（简称“川渝住博会”）在成
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次川渝住博会设 1 个
序厅和5个展区，邀请了160余家龙头企业和链上企业参
展，呈现一场5万平方米的视觉盛宴。

会上，川渝携手发布第三批川渝住建领域机会清单，
合计发布项目571个，投资总规模约3754亿元。

记者从现场获悉，本次发布的机会清单涉及多个四
川市州和重庆区县，围绕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道路建设、
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城市生态修复、老旧管网改造、
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乡村振兴建设、建筑产业现代化
等领域，合计发布项目571个，投资总规模约3754亿元。

在城市更新提升方面，发布涵盖城市更新、城镇老旧
小区改造、配套服务升级、投资运营管理等方面 280 个项
目，投资规模 2920 亿元。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
布涵盖城市快速路、骨架路网等方面 87 个项目，投资规
模 365 亿元。在城市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方面，发布涵盖
历史文化街区改造提升、历史文化传承与利用、历史文化
名城保护等方面20个项目，投资规模67亿元。

此外，在城市生态修复方面，发布涵盖海绵城市、河
岸生态修复、水质生态修复等方面 24 个项目，投资规模
113亿元。在管网设施建设方面，发布涵盖城市燃气管道
老化更新改造、雨污水干管改造、防洪排涝管渠设施建设
等方面 150 个项目，投资规模 203 亿元。在乡村振兴方
面，发布涵盖乡村振兴示范、美丽宜居示范乡镇、传统村
落保护发展等方面5个项目，投资规模7亿元。在建筑产
业现代化方面，发布5个项目，投资规模79亿元。

571个项目 涉及资金3754亿元

第三批住建领域机会清单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