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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彦淖尔市科协向村民宣传防控知识巴彦淖尔市科协向村民宣传防控知识

内蒙古科技馆内蒙古科技馆““云游科技馆云游科技馆””直播活动直播活动

通辽开鲁县农技专家深入农村牧区指导春耕通辽开鲁县农技专家深入农村牧区指导春耕 乌兰察布市科协驻村工作队向村民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乌兰察布市科协驻村工作队向村民开展疫情防控知识宣传

“大家好！我是内蒙古科协应对疫情心理援助平台的心
理咨询师曲老师，每天下午4:00-6:00是我为大家咨询服务
时间，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可以在群里@我，也可以加
我微信私聊。”2月20日，心理咨询师曲维香像往常一样，准
时在微信群发布服务信息，并针对每个需要援助对象的具体
情况进行心理援助。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不少市民因缺乏
医学常识容易对疫情产生恐惧、焦躁的心理，内蒙古心理咨询
师协会按照内蒙古科协疫情防控工作的部署和要求，组织17
位经验丰富的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开通心理援助热线电话，
同时还组建心理援助微信群，开展公益心理援助。

内蒙古科协动员各区直学会发挥智力优势，组织有

关学会结合学会自身专业特点，积极开展在线培训工作，
投入到防控疫情的战场上。内蒙古医学会和内蒙古蒙医
药学会分别推出新冠肺炎防治在线培训课程，4万名医务
工作者参加培训；内蒙古心理学会和内蒙古心理咨询师
学会通过微信、微博和网站等平台对群众进行心理疏导，
共服务群众1.5万多人次；内蒙古营养学会与新华社内蒙
古频道合作播发疫情防控的科普讲座视频，点击量超过
26.47万次；内蒙古农学会通过微信平台不定期发布30多
期新冠肺炎疫情科普信息；内蒙古护理学会、内蒙古中医
药学会、内蒙古健康科学研究会等，也通过多种方式宣传
疫情防控知识，助力疫情防控工作。

为进一步指导全区各类企业科学有序复工复产，指
导农牧民合理安排春耕春播等工作，内蒙古科协根据基
层实际需求，联合盟市、旗县科协采取多种举措大力助推
复工复产，促进春耕春播。

3月17日下午，内蒙古科协科普部邀请内蒙古科普专
家团成员，内蒙古农业大学农业专家、硕士研究生导师张
润生教授，开展全区首期春耕备耕科普大讲堂线上直播，
针对大田作物玉米的种植知识进行线上培训指导，通过
内蒙古科协官网、微信公众号、内蒙古广电智能4K电视
及云直播平台等渠道进行直播，组织各盟市、旗县15000
多名农技人员、农牧民通过手机移动端在线观看。

与此同时，全区各盟市积极响应，落实助力复工复产，
春耕春播工作任务。呼和浩特市科协通过线上大讲堂等，
精准助力农牧民春耕备耕和企业复工复产；呼伦贝尔市
科协充分发挥科技群团人才优势，成立“抗疫情、稳生产”
农业专家在线服务团队，为广大农民提供在线技术指导
和服务；通辽市扎鲁特旗科协引导基层农牧民注册参与
网络视频培训，网络培训从青贮饲料的营养组分、制作方
法、质地鉴别以及饲喂方式等角度入手，为学员进行技术
指导；锡林郭勒盟科协联合锡林郭勒盟机器人科技协会

和博佳机器人培训机构，推出公益性科技空中课堂系列
课程，助力广大青少年在家学习科普知识；乌兰察布市科
协组织百余名党员干部、科技小分队、科普志愿者下沉一
线，指导农牧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开展春季农业生产；
巴彦淖尔市科协在“12396”科技信息移动服务平台上，让
农牧民居家防疫的同时学习农牧业技术，掌握市场行情
动态，实现了农牧业技术难题解决不延迟，做到科技服务
不打烊；乌海市海勃湾区科协将“科普大篷车”开进金裕
社区、新丰村等地，开展春耕春播、复工复产科普宣传活
动，发放农业生产技术和疫情防控法律知识读本等科普
手册5000余份；阿拉善盟科协通过抖音、快手平台共推
送新冠肺炎科普视频、农牧业技术视频200多条，利用线
上新媒体平台助力广大农牧民春耕备耕；满洲里市、二连
浩特市科协也积极利用盟市科协微信公众号平台，积极
推送新冠肺炎防疫科普知识，助力当地企业复工复产。

下一步，内蒙古科协将严格按照自治区党委、政府和中
国科协统一部署，进一步加强科普内容供给，推动科普资源
服务向基层下沉，组织科技工作者把疫情防控、复工复产
应急科普做到每一个机关、社区、学校、农村、工厂，为打赢
防疫阻击战贡献智慧和力量。 （图片由内蒙古科协提供）

内蒙古科协线上大讲堂内蒙古科协线上大讲堂 助力春耕备耕复工复产助力春耕备耕复工复产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当病毒猝然来袭时，人们方才意识到科学常识的匮乏。几个月来，内蒙古在全民抗“疫”，也在全民科普。内蒙古科协作为内蒙古科普

工作的主力军，广泛组织动员全区各级科协组织和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组织优势，以开展面向基层、面向群众的应急科普工作为重点，全区

广大科技工作者和科普信息员在抗击疫情、普及科学的道路上战斗不息。

“疫情不解除，科普不掉线”是全区广大科普
工作者的工作态度和工作准则。疫情发生以来，巴
彦淖尔市杭锦后旗科协驻村干部王军每天忙的都
是脚不沾地，奋战在疫情防控的第一线。王军团结
带领村支两委，带头入户排查登记，当好疫情防控
一线的“战斗员和宣传员”，构筑起坚固的安全防
线。作为“优秀科普信息员”的王军一边防控疫情，
一边传播科普知识。他通过微信群、朋友圈广泛宣
传“科普中国”新冠肺炎预防科普知识。这样接地
气的应急科普，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好评和称赞。

记者了解到，在我区各级科协基层像王军这
样的科普信息员在全区共有34多万名，在防控疫
情期间，他们采取通过多种方式广泛传播疫情防
控知识，全面提升了公众对新冠肺炎的认知能力
和防控水平。截至目前，全区34万多名科普信息
员推送防疫科普知识980多万篇次，点击量2000
多万次。

组织领导是做好应急科普工作的根本保证，1
月23日，内蒙古科协迅速成立应急科普工作领导
小组，出台应急科普工作方案，统筹全区应急科普
资源的供应调度和应急科普宣传渠道的整合拓
展。积极动员各盟市科协、各区直学会发挥作用，
组织本地区本领域科技工作者、科普志愿者和科
普信息员参与应急科普工作，形成自治区、盟市、
旗县三级科协联动，科协与科技工作者联动，线上
与线下联动的应急科普工作机制。

科普信息化是做好科普工作的重要手段。内
蒙古科协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平台，整合系统资源，
建立全域科普传播模式，形成科学防控、精准防控
的强大合力，不断提高公众的疫情防控能力。截至
目前，全区科协系统通过电视、广播、微信、微博、
腾讯、头条、抖音等媒体平台转发新冠肺炎科普视
频及相关知识 2.8 万条，阅读量累计超过 4200 万
次。内蒙古科技馆上线运行“全景漫游科技馆”系
统，观众足不出户，就能漫游科技馆；充分利用社
会资源开展应急科普工作，在内蒙古广电网络4K
智能终端“科普内蒙古”平台播出新冠肺炎防控知
识视频；在新华网内蒙古频道发布电子科普挂图，
观看人数超过15万人次；在央视频—内蒙古之窗
发布疫情科普视频及科普探究视频98条，点击量
26万次；与武汉市科协共同开展新型冠状病毒肺
炎科普知识网络有奖竞答，积极组织公众参与中
国博物馆学会组织的“新冠肺炎科普知识有奖竞
答”活动，网上答题超过40万人次。

同时，内蒙古科协还制作了蒙汉双语版的科
普宣传挂图、宣传单、标语等；开设“众志成城抗
击疫情”蒙古语广播专栏，向广大蒙古族听众在
线广播防疫科普知识，并连线科普专家在线答
疑释惑；利用联通全区的双语广播“村村响”平
台，向少数民族群众传播疫情防控科普知识，覆
盖430多万用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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