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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年一度的全
国科普日的到来，科技场
馆里的声光电科普设施
前又挤满了好奇的孩子
们。这固然值得欣喜，但
科技场馆不应简单地建
成游乐场。平日里让科学
知识进驻头脑的通俗讲
解更重要，寓教于乐的常
态化科普仍须加强。

有家长反映，“平时
带着孩子到科技馆，发现
有了场馆，有了设施，就
缺一个好老师，没人给讲
讲科学道理，回答小孩的
问题。”孩子们排了很长
队，上去体验玩一下就下
来，只是觉得新奇、好玩，
但并不明白其中的科学
道理。家长的话，点到了
时下科普的痛点。现在很
多科技场馆、博物馆的硬
件设施已经逐步跟上时
代的步伐，声光电等多种
手段的运用拉近了与参
观者的距离，吸引了人们
的目光并参与其中。

调查显示，截至 2014
年年底，全国科技馆增至
409 个，科学技术博物馆
增至 724 个。我国公民对

科普设施的利用情况与美国已大致相当。
场馆多了、设施先进了，也能吸引孩子们
亲身体验，而缺少的恰恰就是在参观者和
科普设施之间搭桥的好老师———科普工
作者。是否有人通俗讲解，科普效果截然
不同。没人讲解，参观者大多数时候走马
观花、玩玩乐乐；如果有人深入浅出地讲
解，孩子们就会印象深刻，能把听到的科
学道理复述出来。

科技场馆是普及科学知识的基地，应
当让青少年有更多科学素养的获得感，而
不能仅仅成为游乐场所。我国在大众科普
的方式、方法上还有很大的改进、提升空
间。一方面，单纯的灌输无法满足人们的
求知欲，需要解决讲解人员靠背材料来讲
解的问题。另一方面，需要招募科技人员
和大学生志愿者，以缓解场馆科普人员短
缺的问题。

大众科普需要持之以恒、深入人心，
而不是仅仅“热”在科普日这几天。孩子是
国家的未来，面对青少年的科普不是简单
讲解，而是要打开孩子们的想象和思维空
间，给予他们知识的收获、思想的启迪。只
有打好了大众科普这个基础，“普及科学
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
科学方法”才不会落空，国家的创新智慧
才能充分释放，创新力量才能充分涌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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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绵阳 9月 21日讯（记者彭丽通讯员
张雄）9 月 21 日，“中科院与四川省全面科技
合作协议”签字仪式在四川绵阳举行。中科院
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四川省委书记王东
明，四川省委副书记、省长尹力等相关领导出
席并见证签约仪式。

根据协议，“十三五”期间，双方将充分发
挥中科院科技、人才优势，加速科技和经济深
度融合，围绕四川省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区建
设和军民深度融合发展，重点推动引领新兴
产业发展的关键技术突破，推进国家重大科
技基础设施建设，加速中科院科技成果在川

转移转化和中科院在川机构创新改革与发
展，提升四川自主创新创业能力和中科院支
撑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水平，打造具有
全球影响力的区域创新创业中心，实现双方
共同创新发展。

未来五年，双方将共同组织 60 余个中科
院院属研究所及企业实施 800 余个重大项目
在川开展科技合作和成果转化，共同推动创
新发展智库建设，共同加强人才培养和交流
合作，助力四川经济社会科技全面发展。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四川省副省长刘
捷代表双方签署合作协议并致辞。

刘捷高度肯定了中科院围绕四川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所作的贡献。他表示，将进一步加
强与中科院的合作，通过共同推进重大科技创
新载体建设、组织实施一批重大项目、推进科
技创新创业人才合作交流和智库建设、推动设
立成果转移转化专项基金等举措，加速中科院
科技成果在四川落地转移转化和产业化，加快
推动四川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提质增效。

张亚平在致辞中简要介绍了习近平总书
记对中科院的发展提出的“三个面向”和“四
个率先”的指示要求以及院省双方面向国民
经济主战场，服务和支撑四川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的成绩。
据不完全统计，“十二五”期间，中科院 60

余家相关单位围绕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钒钛资
源、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生物医药、生态
环境等领域在川开展 700 余项合作项目，为企
业实现新增销售收入约 540 亿元。

张亚平希望，中科院和四川省借助新一
轮科技合作协议签署的有利契机，共同探索
军民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促进中科院更多
重大成果在四川落地转化，为四川提供更多
有效和中高端科技供给，为促进四川创新驱
动、转型发展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

本报讯（记者王超）记者从中
科院核能安全技术研究所获悉，由
该所先进核能研究团队（以下简称
FDS 团队）牵头的“麒麟一号”中国
铅基快中子反应堆研发工作近期
取得重大突破。该团队设计研发的
世界规模最大、功能最全的“铅基
堆冷却剂技术综合实验回路”和

“铅基堆冷却剂氧测控技术”日前
通过成果鉴定。

鉴定专家组认为，两项成果的
实验能力和运行参数达到国际领
先水平，突破了氧测量与控制等多
项关键技术，打破了国际垄断，实
现了核心技术自主化，对促进我国
第四代核能铅基反应堆的工程化
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应对未来气候变化和发
展先进核能的重要方案和途径，铅
基反应堆已被第四代核能系统国
际论坛组织评定为“有望首个实现
工业示范和商业应用的第四代反
应堆”。

中科院核安全所所长吴宜灿
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作为未
来先进核能源的主力堆型，铅基
反应堆可应用于第四代核电、核
废料嬗变的加速器驱动次临界
系统（ADS）、未来聚变电站等，同
时可在低温制氢、海水淡化、民
用放射性同位素等工业生产的
多个领域发挥作用，从而推动清
洁能源的发展。

中科院核安全所研究员赵柱
民则介绍说，铅基堆综合实验回路
是反应堆工程实施的前提和基础，
而回路的核心是冷却剂。“能源系
统需要循环，冷却剂作为热量转换
与传输的载体，把热量从‘堆芯’运
输出来，用这个热量去发电和实现
其他应用，然后再靠泵或自然回路
回流，完成热能的传递。”

据了解，包括铅基反应堆在
内，目前第四代核能系统的其他主
要堆型还有气冷快堆、熔盐反应
堆、液态钠冷却快堆等六种。相较
而言，将铅、铅铋或铅锂合金等铅
基材料作为反应堆冷却剂，在改善
反应堆的物理特性和安全运行中
具有显著优势。

此类冷却剂可解决目前得到
大规模应用的热中子反应堆存在
的资源利用率低、核废料不断积累
和潜在的核安全性等各种问题。而
这也是美、欧、俄、日等国家和地区
相继展开研发竞争、角逐第四代核
能技术的原因。

我国铅基反应堆研发是在国
家“863”计划、“973”计划和中科
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未来先
进核裂变能—ADS 嬗变系统”等
项目的持续支持下进行的。其
中，FDS 团队作为 ADS 专项牵头
单位之一，承担了铅基反应堆“麒麟一号”项目的全面
研究工作。

据吴宜灿介绍，项目相继突破了结构材料、冷却剂、
燃料组件、氧测控等核心技术，成功研制出液态重金属换
热器、驱动泵、换料机构、控制棒驱动机构等关键设备，建
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液态金属综合实验平台以及工程验证
堆、物理试验堆、数字仿真堆三座集成实验装置，目前正
在进行关键设备与技术集成验证。

吴宜灿同时透露，除了“麒麟一号”，该团队还计划用
5 年左右的时间完成一个迷你小型反应堆的建设，并将其
命名为麒麟号“核电宝”。

“我们目前已经处在铅基反应堆工程化的道路上。
通过‘麒麟号’系列项目的实施，可为我国核能事业、国
家能源安全和核能可持续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吴宜灿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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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绵阳国际科技博览会开幕
白春礼出席开幕式并强调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本报绵阳 9 月 21 日讯（记者彭丽）9 月
21 日，第四届中国（绵阳）科技城国际科技
博览会开幕。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
出席开幕式并表示，科博会的举办将有力地
推进深入贯彻国家全面创新改革精神，加快
推进军民融合发展国家战略，助推绵阳国家
科技城实现创新型、开放式、突破性发展。

据悉，中科院组织了 40 多家单位携 50
余件产品参加本届科博会。展品与绵阳经济
社会发展息息相关，主要涉及节能环保、生物

医药、“互联网 +”等领域，创中科院在历届绵
阳科博会展出之最。

开幕式前，白春礼陪同十一届全国政协副
主席白立忱等领导视察了中科院展区。他们全
程参观了中科院微电子所自主研发的整车电
控一体化系统、360°全景环视系统和电力巡
检机器人、中科院物联网中心中科富农物联公
司开发的智慧乡村旅游 VR 系统平台以及中
科院宁波材料所自主研发的全景摄像机。

开幕式上，白春礼强调，面向国民经济主

战场，推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是党中央、国
务院交付给中国科学院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服务和支撑四川的经济社会发展，也是新时期
中科院实施“率先行动”计划的重要使命。

白春礼希望，中科院和四川省继续深入
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大力推动成德绵等
重点区域创新发展，共同探索军民深度融合
的体制机制，支持中科院军民融合项目在四
川落地转化，加快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切实完
成好国家赋予的历史使命。

据了解，作为绵阳科技城建设部际协调
小组成员单位，中科院积极发挥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建制化优势，在成果转化、人才培养、
平台建设、战略咨询、应急救灾等方面为绵阳
提供了有力的科技支撑。

近年来，双方共同促进绵阳中科育成中心
建设，推动中科绵投环保循环经济产业园、聚
甲氧基二甲醚、智慧城乡、新能源汽车产业、高
效生态农业等 100 余个项目在绵落地，总投资
约 90 亿元，为企业新增销售收入近 30 亿元。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早晨 7 点，阿克塞尔·丰克登上自行车，经过
卡尔斯鲁厄宫殿继续向北骑行。在接下来的 40
分钟里，他将深入这个德国北部城市，一直骑行
到达目的地———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KIT，简
称卡鲁理工学院）。

9 月，小城被落叶镀上了初秋的金黄，微风
里裹挟着森林和泥土的清新。作为一名科学
家，丰克非常享受清晨的这段旅程。不过，这样
的放松感还源于另一个因素———两周前，他拿
到了卡鲁理工学院的终身职位，不必再为现实
疲于奔命。

丰克与“铁饭碗”

3 年前，丰克入职卡鲁理工学院，主要研究
生物质新能源。今年 9 月，丰克与研究所的聘用
合同到期。如果不能续签，他将面临失业。

幸运的是，在最后的一个月里，他竞聘到了
终身职位。

对于科研人员来说，终身职位如同“铁饭
碗”。“学校和研究机构的终身职位有限，只有
空余出来，年轻的科研人员才能申请并竞争上
岗。”丰克说。

按照德国科研机构的普遍做法，科研人员会
与研究机构签订 3 年或 5 年左右的短期合同，到
期续签。如果受雇 6 年仍拿不到终身职位，就无
法继续在研究机构工作。

“离开后，他们大多只能转向企业求职，不能
继续做科研。”丰克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今年 1 月，就在合同到期前的半年多，丰克
得知学院公开招聘一名终身职位。得到机构领导
的推荐后，5 月份他开始着手写申请报告。

“尽管终身职位竞聘时没有硬性要求，但在
此之前，申请人每年至少要发表两篇论文，写两
个项目申请，才有可能申请成功。”丰克坐在办公
桌前，看着自己认真填写的申请表感慨道。

在这份两页纸的申请中，丰克详细写明了自
己的教育背景、科研经历，每年发表了哪些论文，
填写了哪些项目申请，做过哪些项目，申请终身
职位的初衷等。

8 月底，丰克与机构签订了终身职位的合
同，拿下了这只“铁饭碗”。

“一切科研工作还会继续，但我确实感觉
瞬间轻松了不少。”丰克感慨，“现在，终于可以
轻松地做一些自己最感兴趣而不是最出成果
的研究了。”

自由国的不自由

在马普所等离子体中心教授拉尔夫·克雷伯
看来，那些为了“饭碗”而挣扎的年轻人，“根本无
法享受‘学术自由’”。

学术自由是德国科学家时常提起和反思的
话题，而德国也是最先将“学术自由”写入宪法的
国度。

早在 19 世纪，德国还处于普鲁士王国时期。
当时，普鲁士王国根据学者、政治家威廉·冯·洪
堡的思想，在法兰克福西宪法草案的第 152 条明
确规定：“学术及其教学是自由的。”

如今，德国国家基本法同样明确了学术自
由。基本法第 5 条第 3 项规定：“艺术与学术、
研究与教学均是自由的。教学自由不得免除对
宪法的忠诚。”

德国学术自由正在经历什么

域外传真·科报记者看德国

编者按：
德国，传承着“工匠精神”，发展着“工

业 4.0”。对于这样的国度，我国将如何与
之开展更为密切的科教战略合作？今年 8
月～10 月，《中国科学报》记者在罗伯特·
博世基金会的资助下赴德国交流，深入探
访当下德国的科研管理与创新实践。

（下转第 2版）

中科院四川省签署新一轮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推动 800 余个重大项目开展科技合作和成果转化

9 月 20 日，参观者在体验虚拟现场技术。
当天，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主办，中国邮电器材集团公司、中国国际展览中心

集团公司承办的“2016 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在京举行。此次展会以“网聚万物，融合创新”为主题，
聚焦 5G、云计算、物联网、智能硬件等前沿科技。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