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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8日至 11月 3日，中国科
学院第二届科学节期间，广州分院组
织系统内 10家单位，向社会大众展示
重大科技创新成果，解读公众关注的
热点科学问题，讲述科学研究故事，弘
扬科学精神，共享科学盛宴。

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中科院
也肩负着“科普国家队”的责任和使命。
今年，中科院科学传播局组织全国各地
的院属科研机构、院属大学、联盟等，以
“科技报国七十载 创新支撑强国梦”为
主题举办“中国科学院第二届科学节”。

中科院广州分院院长吴创之表
示，科学节是中科院推进科教融合工
作的有力载体，广州分院积极响应，集
合院属各单位以科学的多样色彩为基
调，举办了“植物园奇妙夜”等 11场形
式多样、内容丰富、趣味生动的科学传
播活动，为公众带来一场科普“盛宴”。

作为中科院机关的派出机构，广
州分院负责联系中科院在广东、湖南、
海南的 10家单位，建有科普及教育场
馆与基地 10余个，荣获全国科普教育
基地、国家科普科研基地、全国青少年
科技教育基地、全国海洋科普教育基
地等省级及以上各类科普教育基地称
号 26个。其中，华南植物园是我国最
早开展科普教育的机构之一。

植物园奇妙夜

本次科学节，中科院广州分院积
极响应、精心组织、认真谋划，既有“琪
林科学讲坛”等公众熟悉的高端科学论
坛，又有新能源前沿课堂、食品安全等
进校园、进社区活动，还有“寻访暗夜精
灵”科普之旅的“植物园奇妙夜”，同时
举办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创新科学大
赛，多位院士专家还举办科普讲座，邀
请社会公众和学生一起邂逅科学。

10月 28日，华南植物园迎来了本
次科学节的“头炮”活动———“植物园
奇妙夜”。参观者在科普老师的带领
下，开启“寻访暗夜精灵”科普之旅，沿
途重点观察了华南植物园里常见的夜
间活动昆虫、爬行动物、两栖动物等夜

间“小精灵”。科普老师细心讲解这些
动物的形态特征、生活习性等，传授在
夜间观察生物的正确方法，让孩子们
了解到生物与人类的关系。

比如让人闻之色变的蟑螂，殊不
知它是比恐龙还古早的活化石呢！长
得很像蜘蛛的外来物种———埃及吹绵
蚧，身上张牙舞爪的“脚”其实是它的
白色蜡质分泌物……孩子们纷纷表示
通过这次与夜间小动物、昆虫的亲密
接触，改变了原先恐惧的心理，拉近他
们和身边小动物的距离，进而产生热
爱自然的情怀和探索自然的兴趣。

作为全国和省级科普教育基地，华
南植物园发挥自身资源优势，挖掘科学
内涵，以绿色、环保、可持续发展等为主
线，通过多种活动形式传播科学知识，
增强公众对生物多样性的认识和绿色
环保的意识，促进公民科学素质的提
升。2019年 3月，该园荣获 2018年度广
东省“十佳科普教育基地”称号。

向科学出发

10月 29日上午，广州能源研究所
的科普人员来到广州市番禺区北城幼
儿园。孩子们通过观看屏幕上的动画
视频、聆听科普老师的讲解，现场观察
“可燃冰”的点燃实验，认识到“使用环
保能源，保护地球环境”的重要性。10
月 31日上午，广州能源研究所新能源
前沿课堂走进红英小学，为 200多名
学生带去了一堂低碳新能源科学课。

科学节期间，由广州中科院计算
机网络信息中心、中科院广州分院主
办 的 SELF 格 致 论 道 讲 坛
（SELF+Guangzhou）在广州第 3次开
讲。来自生物、医疗、天文、考古、建筑
等 6个截然不同领域的专家，以“微·
观世界”为主题，从海洋贝类谈到器官
再生、从宇宙黑洞谈到水下考古，再从
城市建筑聊到公益电影，为 700多名
观众带来一场跨领域的思想碰撞。

10月 31日，该中心还举办了食品
安全进社区活动，通过向社区居民发放
食品防伪溯源宣传资料、现场设置咨询
台、食品全流程扫码溯源体验、红包趣味
答题、专家一对一讲解食品防伪溯源技
术及典型事例等方式，把食品安全和食
品溯源知识传递给社区居民。

此外，中科院广州电子技术有限
公司举办了“向科学出发———3D 打
印”科普活动，来自广州市越秀区先烈
中路小学的 40余名学生参加活动。本
次科普活动以科学的多样色彩为基
调，向到场的学生们展示了 3D打印机
运行过程及各领域应用。

广州生物医药与健康研究院开展
“赴一场科学之约”，内容包括：科普讲
座、互动小实验，以及走进和体验实验
室，参观化学中心、动物中心和全自动
干细胞培养装置研究中心等。

南海海洋研究所举行“与祖国同
行 与科学共进”公众开放日活动。在

中国科普博览网站报名的近 500人参
加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活动，包括
免费发放海洋知识宣传册和海洋科普
资料；观看海洋知识影像片；参观海洋
生物标本馆；开放热带海洋环境国家
重点实验室等。此外本次活动突出“节
日”的特点，开展了“海洋知多少”“小
小科考队”“洋流拼图”等互动游戏，以
不同的活动展示手法，吸引小朋友和
家长们的热情参与。在玩乐中感知并
认识海洋科学的不同研究领域，体会
到海洋科学的无穷魅力。

这些科学节活动让孩子们直观地
感受科学现象，培养了综合学习能力，
拓展了生活常识，获得了初级科学经
验，从而推动个体更长远、全面地发展。

探秘地球的那些事儿

11月 1日，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
所举办了“探寻深海科考中的工程技
术”活动，来自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海洋
专业的 70余名师生参加活动。此次活
动使同学们大开眼界，激发了大家对深
海工程技术和深渊探索的极大兴趣。

11月 2日，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
举办“探秘地球的那些事儿”科学节活
动，内容包括参观全新改造的科普展
览馆、观看科普视频、聆听科普报告等
一系列环节。暨南大学附属实验学校
5-6年级的 120多位学生和家长参加
活动。

从天然的矿物矿产资源到色彩缤
纷人造矿石，从常见的各类宝玉石到
珍贵的稀土矿物，从马里亚纳海沟的
深海沉积物到南海和墨西哥湾的新型
能源可燃冰，从造型独特的西北内陆
“沙漠玫瑰”到蕴含大量的古气候资料
的硅化木……种类繁多的展品以及动
手操作的珍贵体验机会令来访的学生
与家长欣喜不已，仿若亲历了从远古到
现代神秘而奇特的地球发展史。

此外，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结
合本单位农业生态环境的研究领域，
开展了分享科学家故事等科普活动，
吸引了众多周边地区孩子和家长参

与，不仅传播了科学知识，弘扬了科学
精神，也宣传了该所的科研成果。

推进湾区青少年创新科学教育

11月 3日，“寻找追光少年”2019
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创新科学大赛在
深圳市少年宫开幕。本次大赛由中科院
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共青团深圳市委
员会、深圳市慈善会、粤港澳大湾区青少
年创新科学教育基地主办，吸引了来自
香港、澳门、广州、深圳等地百余所学校
的千余名青少年，甚至学前儿童参赛。
“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是

本次大赛的目的，也是成立粤港澳创新
科学教育基地的目的。大赛促进了湾区
青少年在科学、文化等方面的融合。

去年 11月 18日，中科院与广东省
签署了《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
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同时签署
共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水平创新平
台等重大项目协议 12项。未来双方将
共建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
心，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
群，共建高水平科研机构。

随着国家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战略
的实施，中科院在广东的新一轮布局
也全面启动。9月 26日上午，广州南沙
粤港澳全面合作示范区重点项目建设
动员大会在广州举行，中科院明珠科
学园项目正式启动。中科院明珠科学
园位于广州市南沙明珠湾，是南沙科
学城的核心区，将聚焦深海、深空、深
地领域，致力于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
的前沿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高地。

中科院广州分院积极推动院属单
位参与、支撑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
创新中心建设。此次率先启动的中科
院沈阳自动化所广东智能无人系统研
究院、中科院力学所广东空天科技研
究院、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中科院
广州分院、国科大广州学院等 5个重
点项目，对中科院集聚创新资源、推动
在穗研究机构创新发展、参与粤港澳
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具有重
要战略意义。

中国科学院第二届科学节精彩纷呈

广州分院携系统院所奉献科学盛宴
姻本报记者朱汉斌 见习记者丁宁宁 通讯员孙金龙马学涛

杨龙根：深耕水利五十载 守护一方水安澜
姻本报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邓韵霖赖佑贤

近日，原广州市水利局副局长杨
龙根将他多年积累的科技书籍、工程
资料等捐献给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水电）。他这一爱
心义举，让水电人感到无比惊喜和温
暖。今年 84岁的杨龙根向《中国科学
报》记者坦言：“将它们捐给广州水电，
我放心、安心。”
“非常感谢杨老对我们的信任！”

广州市水电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永喜表示，广州水电是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广东省河道淤泥处理及资源化
利用企业重点实验室，前身是成立于
1975年的广州市水电局水利工程队，杨
龙根是该工程队的主要筹建者。“他对
企业的贡献，我们永远铭记于心。”

原广州市水利局局长吴镜波、郑
春海对杨龙根赞誉有加。他们表示，杨
龙根同志从事水利工作 50多年，勤勉
敬业、严于律己、淡泊名利，对广州水
利事业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龙根，祖籍浙江宁波，1935年 3
月出生于上海，1957年毕业于北京地
质勘探学院（现为中国地质大学），从

事水利工作 50多年，中国共产党党
员、高级工程师，曾任广州市水利局副
局长。

求学路上目标明确

杨龙根 6岁上小学，22岁大学毕
业，读了 16年书。此外，工作期间，他
曾下放到粤北仁化县“大岭五七干校”
参加劳动学习 4年。

1949年 5月上海解放，同年，在
民主进步新思想的教育下，杨龙根加
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0年，
杨龙根父母相继到香港定居，他孤身
留在上海学习，1953年在上海参加高
考并考入北京地质学院（1957年更名
为北京地质勘探学院）水文、地质工程
地质系。
“选择地质专业主要原因有二：一

是可以满足自己游山玩水的心愿，二
是当时高考成绩不太理想。”杨龙根
说，他自小喜欢游山玩水，对野外活动
尤其是翻山越岭特别感兴趣，于是便
报考了北京地质学院。师从张咸恭教
授，让他真正爱上了水文、工程地质学
科。张咸恭是中国工程地质学的先驱
者和奠基人之一，为我国工程建设、教
育与人才培养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1956年 7月左右，杨龙根和同学
到长江三峡生产实习。杨龙根回忆：
“我们开始跟着队上的老同志跑分水
岭水库调查喀斯特（岩溶）及取水样，
后期和二位同学到重庆上游、长江猫
儿峡梯级朱扬溪坝址为毕业论文收集
资料。由于那里的地勘队已撤，我们只
好自己跑坝址、看岩芯，虽然工作很卖
力，但对论文心里没谱，总盼望着张老
师来指导。”
“有天中午，张老师一下火车，就

带着我们跑坝址，指导做地层剖面，查
岩芯，教导我们注意发现岩芯中的微细
结构构造。晚餐后，张老师为我们确定
论文题目，讲述论文纲目要求。紧张的
工作让我们都很疲倦了，但是张老师却
要赶搭夜班车去其他实习组。”杨龙根
说，那次生产实习是一次走向工作岗位
的生动演习。
“张老师不但带领我们在长江三

峡生产实习，指导我们撰写毕业论文，
而且还在海南松涛水库勘测中亲手指
导我们工作。”杨龙根说，“张老师为人
诚恳、和蔼可亲，是我一生最崇敬的恩
师。他对我的帮助让我终生难忘，在他
90岁高龄时，还为我的拙作审阅并写
序推荐。”

2015年 12月 16日，张咸恭在北
京与世长辞，享年 96岁。“虽然老师驾
鹤西去，但他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人
格魅力和诲人不倦的高尚师德，为我
们树立了榜样和标杆。”杨龙根说。

大学四年，是杨龙根最难忘的青春
岁月，他不但收获了知识，还收获了爱
情。“何爱真是我一生中最珍爱的亲
人，从 1953年相识到 2013年分开（何
爱真于 2013年 2月 16日在广州逝世，
享年 78岁），相伴了 60年。我们不离不
弃，共度患难，生活和谐美满。如今，儿
女已成家立业，孙辈也陆续工作，有的
还娶了妻。”

山的呼唤水的流淌

水是生命之源、生产之要、发展
之基。

杨龙根对水的情感从敬畏到喜
爱。儿时，父母再三叮嘱他“不要玩水，
水很危险”。因此在学校，同学们去学
游泳、玩水，杨龙根只能在旁边看，内
心想试却又不敢涉足。直到 1957年工
作后，杨龙根才在同事曾其昌、钟士逵
的鼓励下，在海南昌化江学会了游泳，
并能在松涛水库里游上几百米。
“我把自己比作一滴水，十分渺

小，但它和千万滴水连成一体，就会融
入小溪，流入江河，汇成汹涌澎湃、无
边无际的大海……世界上一切，都源
于水，长于水。”杨龙根说，水是平凡的
劳动者，更是伟大的创造者。人类要生
存就要像珍惜自己生命一样，保护水
的纯洁，开发利用好有限的水资源。

1957年 8月，杨龙根和爱人何爱
真毕业分配到水利部广州水利勘测设
计院（现为广东省水利电力勘测设计
院），报到不到 10天，他们就被单位派
到海南松涛水库勘测工地，直到 1964
年才调回广州。

在海南，杨龙根被任命为队部地质
技术员，兼管松涛水库的施工地质、灌
区的工程地质勘测工作。“我在海南工
作将近 8年，工作虽然很辛苦，但这是
我从事水利工作中第一项有意义的工
作，也是技术业务成长最快的阶段。尤
其是在亲足口坝址进行工程地质调查
时，张咸恭老师又一次手把手指导我们
工作，学到不少书本上没有的知识。”杨
龙根说。

松涛水库位于海南省儋州市南
部，是一项以灌溉为主，结合防洪、供
水、发电、航运综合利用的大型水利枢
纽工程。始建于 1958年，建成于 1969
年，大坝位于南渡江上游的儋州市亲
足口峡谷，集水面积 1440平方公里，
总库容 33.40亿立方米，是海南省最
大的人工湖。
“松涛水库于 1955 年开始规划、

勘测设计，1956年开始，松涛水库库
区灌区的规划、勘测、设计工作由原水
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负责，1958 年 7
月开工兴建。1970年 1月，松涛水库
各项工程通过国家验收，至今安全运
行。”有幸参与松涛水库建设的杨龙根
十分欣慰。

1972年 12月，杨龙根在粤北仁
化县“大岭五七干校”劳动学习 4年后，
调回广州市水利局（现为广州市水务
局）工作，并于 1975年 5月在广州市黄
龙带水库工地上加入中国共产党；1983
年 8月 12日，他被任命为广州市水利
局副局长，直至 1995年 3月退休。

1975年，杨龙根参与组建广州市
水电局水利工程队，即广州市水电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前身。经过 44年的发展，
广州水电在广东、广西、湖南、重庆等 16
个省、市、自治区开设了 23家分公司和
一家专业从事环境技术业务的全资子
公司。公司董事长陈永喜表示，广州水
电有今天的规模，是包括杨龙根在内的
水电人齐心协力，用一个个安全施工的
精品工程，不断堆砌、铸造而成的。

民生水利，泽被千秋。在广州市水
利局工作 23年间，杨龙根参加了广州
市黄龙带水库、梅州水库与天堂水库
等地质勘测和建设。其中，黄龙带水库
在广州市从化区东北 30 公里，于

1976年建成。该水库大坝自建成以
来运行正常，充分发挥了防洪、灌
溉、发电等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大坝于 1998 年进行安全鉴定，被鉴
定为一类坝。

老有所为无私奉献

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水利工程的
安全，基础处理是关键。杨龙根说，水
利工程建筑大，尤其是水坝水库，规模
较大，结构复杂，一旦失事影响也较
大，因此对工程地质勘探工作的要求
也较高。在流域规划、坝址选择、建筑
物的设计和施工中都要求工程地质工
作的配合。

杨龙根从事实际工作长达 50年之
久，2016年 3月，杨龙根将他 50年从事
水利工程地质工作的心血结晶汇编成
册。书中回顾了海南松涛水库、广州市
黄龙带水库、大坳拦河闸坝等六项水利
建筑工程、工程地质工作及工程地质问
题的情况。这些水利工程都已建成运行
数十年，除大坳拦河闸坝、李溪拦河闸
坝外，都是经过工程地质勘察的。
“这是一本总结水利工程地质勘探

工作经验与体会的书，是一本难得的活
教材。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得到不少教
益，取得许多宝贵经验。”张咸恭 90岁
高龄时还为该书撰写序言并郑重地向
水利工程地质工作者推荐该书。

广州市水务局原副局长欧阳明指
出，杨龙根是广州地区水利工程地质的
技术权威，该地区几乎所有的水利工程
地质问题都是他
主持处理的。“据我
所知，还没有出现
过失误。几十年主
持一座超大型城
市的水利工程地
质工作而没有失
误，称之为‘权威’
不为过吧。”欧阳
明说。
“1987 年 至

1989 年，我有幸
追随杨龙根参加
天堂山水库工程

的建设和管理工作。”欧阳明说，“那时
杨龙根担任广州市水利局副局长、广州
水电经理，主持工程建设的全面工作，
而对于地质工作总是亲力亲为。后来我
无论是从事工程建设的业主工作，还是
在机关从事技术审批工作，再到行政管
理以及负责抗洪抢险工作，每当遇到地
质问题，总是第一时间请杨龙根到现场
作技术咨询。有他在，我们就心安。”

悠悠水利情，默默奉献者。杨龙根
从学生时代就已开始了水利工程地质
的研究。他毕业分配到水利部门，从
“士兵”一直逐级领导水利工程地质勘
探队，杨龙根始终以饱满的热情对待
自己的工作，他不断钻研业务知识，勤
勤恳恳，尽职尽责，踏踏实实地完成本
职工作。

1995年 3月，杨龙根在广州水利
局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仍奋战在水利
工程地质工作战线上。在广州市水利
局党委的大力支持下，杨龙根还筹建
了广州市智利达咨询有限公司并担任
法人代表，为广州水利工程提供专业
的技术咨询。“回想起退休十几年来，
我没有虚度光阴，基本做到‘老有所
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杨龙根说。

河水安澜，是所有水利人的梦想。
“我这辈子都交给水利事业了，治水安
澜，守护一方。”作为水利地质工程的
高级工程师，杨龙根 50年来，主持了数
十项水利地质工程勘探。他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的高尚情操和甘为人梯、奋斗
不止的科学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
传承。

杨
龙
根
︵
中
︶
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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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龙根近照 朱锦州摄

广州中科院计算机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举 办
“SELF+Guangzhou”论坛。

银 南海海洋研究所
举行“小小科考队”活动。

小学生参观
广州地球化学研究
所地学与资源科普
基地。

华南植物园
举办“植物园奇妙夜”
活动。

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