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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门口就有社区科普馆

11月10日下午，在鄂尔多斯市东胜区新园社区科普吧

里，社区居民曹金梅正在和老邻居们参观生命健康展区的展

品。她一边好奇地动手组装人体器官，一边感叹着科技的神

奇。她告诉记者，社区科普馆就在家门口，里面有许多科普器

材，一有时间她就会领着孙子来看看，大人娃娃都能从里面

能学到许多科普知识。

11月11日上午，记者一行来到鄂尔多斯市安达社区科

普馆，科技辅导员正在为北国之星幼儿园的小朋友们上《导

电》科学实践课，小朋友们聚精会神听着讲解，了解导电的奥

秘……

11月12日上午，在巴彦淖尔市乌拉特中旗海流图镇西

郊社区科普馆里，功能强大的科普展品吸引了记者的眼球。

该馆将“安全+健康”为主题的体验馆打造成社区安全健康

教育基地，增强居民对安全科普知识更深层次的认识。

据介绍，东胜区和乌拉特中旗社区科普场馆的建设只是

全区社区科普场馆建设的缩影，通过社区科普馆、科普活动

室等设施建设，让科普走到群众的家门口。“社区是科普宣传

的主阵地，推进科普示范社区建设，能够使科研成果最大化

地惠及群众。”鄂尔多斯市东胜区科协主席闫斌如是说。乌拉

特中旗科协主席王维召也表示，构建社区科普阵地，向群众

普及健康知识、安全常识等，提升了群众科学文化素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社区的科普工作主要围绕老人和

青少年两大重点人群开展。青少年更喜欢社区科技馆，因为

体验感比较强，在体验中学到科普知识；对于老年人，可能更

注重一些健康养生，所以社区会根据不同的节令节点，开展

日常科普普及。

休闲中享受科普乐趣

“每到节假日，孩子们去哪儿玩成为家长们‘头疼’的大

事，很多城市的孩子根本不认识农作物，出于这样的初衷，我

想到了申请科普教育基地，面向青少年开展各类有趣的公益

科普活动，让大家在娱乐休闲中享受科普乐趣。”11月11日，

内蒙古世轩现代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王世荣对记者说道。

在位于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树林召镇林原村的世轩农

业示范园区内，有绿色无公害特色蔬菜、水果、药材种植基

地，集农业科普教育和休闲生态为一体。在初冬时节，基地里

瓜果飘香，鲜花盛开。

王世荣告诉记者，园区作为科普教育示范基地，向青少

年普及科普知识义不容辞。园区内，以青少年体验和实践为

主，将科普教育、科技体验与传统农业、传统文化相融互动，

截至目前共接待鄂尔多斯市区小学生科技自然综合实践活

动约13000人次。基地以激发青少年创造力、提高动手能力、

感受传统文化、边玩边学理解科学原理、在玩的过程中普及

科学知识为目的，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一个良好的环境和活动

场所，使他们更好地学习科学、热爱科学。冬季是大棚体验式

采摘，夏季则是露天种植和收获，通过亲子互动，让孩子们学

到农业科普知识。比如，组织青少年免费采摘雪菊，在采摘过

程中，会有农业技术人员现场讲解雪菊的科普知识。今后将

通过认养模式重点科普农耕文化，让青少年在实践中学习到

知识。

据内蒙古科协宣联部部长杨生华介绍，近年来，全区科

普教育基地规模不断扩大，全区盟市、旗县在嘎查村、农牧业

科普示范基地、农技协、社区和学校已有传播平台和渠道基

础上，升级建设科普e站4944个；评选命名科普教育基地116

个、科技教育示范学校122个、科普示范社区264个，为公众

参与科学技术普及提供了有力保障。

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不仅是完善人格、培育人才、创新创造、造福人民的基础手段，更是实现社会文明、和谐稳定发展、

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志。内蒙古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从2010年的3.04%到2016年的5.14%，再到2018年的7.63%，

2020年末预计将达到10%。这一组鲜活的数据反映出了内蒙古公民科学素质的逐年提升。为展现我区公民科学素质的变化，

11月9~13日，内蒙古科协组织开展了“展现公民科学素质推动新时代文明建设”媒体走基层采访活动。

内蒙古公民科学素质逐年提升 10年翻了3倍多
文·摄影/北方新报正北方网记者 段丽萍

牧民
吃上反季蔬菜水果

11月9日，阳光和煦，鄂尔多斯市鄂

托克旗乌兰镇嘉怡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

蔬菜基地“朵兰温室”里绿意盎然，黄瓜、

西红柿、草莓、火龙果等果蔬竞相生长，

蜜蜂正在田间飞舞，一派生机勃勃的景

象。基地负责人张洁热情地邀请大家品

尝刚刚采摘的西红柿，她说：“冬季能吃

上本地种植的反季蔬菜、水果，这在过去

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如今，依靠科学实

现了，在我的基地里从育苗、选种到全膜

覆盖、起垅、滴灌，以及生物农药技术的

应用等都离不开科技。”

“过去，鄂托克旗的蔬菜供应全靠从

银川等周边城市引进，一到冬季，蔬菜不

仅价格昂贵，新鲜度也差。”全国科普带

头人、鄂托克旗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黄

斌告诉记者，为解决本地“菜篮子”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开始建设温室种植蔬菜，

那时就算在温室里生上火炉，也只能种

植韭菜这单一品种，在春节前上市供应。

即使如此，由于当地风大沙多，温室经常

会被破坏。再加上不掌握温室蔬菜的种

植技术，牧民冬季想吃上新鲜的本地蔬

菜，基本就是一个梦想。直到2008年，鄂

尔多斯市开始大力发展蔬菜等设施农

业，作为农技推广员的黄斌开始了温室

蔬菜种植的研究和推广。2013 年，在有

关专家的指导下，黄斌设计实施的“朵兰

温室技术”获得国家专利技术，走在了温

室设计建设技术的前沿。这项技术也让

冬春风多沙大的鄂托克旗建起了现代化

温室。如今，在鄂托克旗共建有“朵兰温

室”300多个。黄斌告诉记者：“在别人眼

里看到的可能只是新鲜的反季节蔬菜，

其中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庆幸的

是，在内蒙古广大农村牧区，种植、养殖

已不是‘看天吃饭’传统模式，科技的普

及、观念的转变，已经助力农牧业走上转

型升级发展之路。”

采访中，几位牧民前来买菜，牧民其

其格高兴地说，以前要想吃蔬菜，需要到

旗政府所在地乌兰镇买，买多了又不好

保存，也不新鲜。所以，多少年来，牧民的

饮食一直以牛羊肉为主。如今，牧区建起

温室大棚，彻底改变了大家的生活，不仅

能在家门口吃上反季新鲜蔬菜，更能体

验到果蔬采摘乐趣。

张洁说，她尝到了科技种植的甜头，

去年仅草莓、火龙果的收入就非常可观，

黄瓜、西红柿、豆角等大众蔬菜的销售也

非常火爆，每个棚收入达到了3万元。她

的新目标是科学种植有机蔬菜、水果，为

了学习更先进的种植技术，每年都会自

费出去学习3~5次，她要把科技知识在

实践中传播，让更丰富的绿色有机蔬菜

端上牧民们的餐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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