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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一去“追星式创新”的虚火
“为什么我们没有‘杭州六小

龙’？”

早春时节，从各地两会到全国两

会，人们总能听到这样的提问。面对

Deepseek 一鸣惊人，人形机器人火爆春

晚……一句“为什么我们没有？”，暗含

着对标先进的迫切心情，也折射出急于

开花结果的创新焦虑。

明星企业、新兴产业自带流量属

性，备受瞩目很正常。但我们要清醒：追

逐流量是舆论的秉性，不是各地经济社

会发展决策的参考依据。在新技术、新

概念层出不穷的当下，我们既需要追逐

前沿的勇气，也要有审时度势的定力。

元宇宙概念刚刚兴起时，个别中等城市

一时之间就建了多个元宇宙产业园，如

今成为“数字鬼城”的不在少数，发人深

省。当下，人工智能大热，一些地方就急

切上头，招商引资非 AI 不谈。站在新旧

动能转换的重要关口，有必要去一去这

股“追星式创新”的虚火。

“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

弃传统产业，要防止一哄而上、泡沫化，

也不要搞一种模式。”在 2024 年全国两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根据本地

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

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

展，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

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去一去“追星式创新”的虚火，要处

理好“大”和“小”的关系。中国之大，在

于各地各有特色、各有所长。因地制宜

各美其美，才有中国经济的气象万千。

放眼全国，有些地区的优势是强大的研

发能力，有些地区的优势是丰富的应用

场景；有些地方的创新，是从 0 到 1 的

原始突破，有些地方的创新则是从 1 到

100 的应用推广。各地如果一股脑去追

同一个风口、抢同一条赛道、拼同一个

技能，这样各自为战的小视野、小格局

必然带来“内卷式”竞争。只有找准自身

位置，以“全局”视角定位“一地”，才能

以“一地”的贡献服务“全局”。

去一去“追星式创新”的虚火，要统

筹“新”和“旧”。去虚火，不是排斥新概

念、新技术、新产品，而是在合理分工和

科学布局的基础上，统筹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今年

1 月，在辽宁考察通过技术创新完成蜕

变的鞍钢集团所属本钢板材冷轧总厂

第三冷轧厂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老

企业同样可以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切不可把传统产业一概视为‘低端产

业’‘落后产业’一退了之，否则就可能

导致新旧动能断档失速、加剧结构调整

阵痛。”新和旧在此不是非此即彼的对

立关系，而是破立有序的整体规划。

去一去“追星式创新”的虚火，要分

清“表”和“里”。“杭州六小龙”异军突

起，从表象上来看，是站上了人工智能、

人形机器人的新风口；但内里，则是杭

州市优越的营商环境和坚定的战略选

择。宇树科技等企业都曾遭遇“狂风骤

雨”，是杭州相关部门不为一时一地的

得失所动，选择了始终如一的支持。“锚

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坚

持做“有事就服务，无事不打扰”的“小透

明”，这才是各地应该学习的核心启示。

当杭州“六小龙”的程序员们敲出

新一行代码时，沈阳铁西区的产业工人

们正在调试新一代数控机床；当长三角

在数字经济赛道狂飙时，西部地区正用

“风光”优势重塑能源结构；当珠三角用

工业互联网再造家电生态时，东北三省

正用数字技术唤醒装备制造的家底。因

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中国故事，不是

只有一个剧本。当每个城市都能在培育新

质生产力上展现自己具有的魅力，我们迎

来的将是一个更具韧性的中国经济。

那其灼

科普述评K kepu shuping

近日，由新疆老科技工作者协会主办的 2025 年“新疆科学大

讲堂”惠民科普活动走进库车，深入校园、乡村为青少年和农民群

众带来了一场“干货”满满的科普大餐。

当天，新疆老科协专家团队深入库车市村（社区）、学校和医

院共 12 个点位，围绕农业生产、医疗卫生、种植养殖技术及自然

科学等方面开展知识讲座。不仅为库车市各族群众带来了实实在

在的生产技能和健康意识，也为推动库车市经济社会发展、提升

全民科学素养注入了新的活力。

歹淑丽

用铁锅炒菜确实可以增加食物中的铁含量，但这种补铁方式

的效果有限，不能替代饮食中的铁摄入。用铁锅烹饪食物，尤其是

酸性食物，比如番茄、醋等，铁锅会释放微量的铁元素进入食物

中。但这种铁主要以无机铁（非血红素铁）的形式存在，人体对其

吸收率极低，远不如从动物性食物（如红肉、肝脏）中获取的血红

素铁。想要高效补铁，建议优先选择来自牛羊猪肉、动物血、动物

内脏等动物性食物中的血红素铁。如能搭配富含维生素 C 的新鲜

蔬果，也能更好地促进铁吸收。但要注意，苋菜、竹笋、菠菜、空心

菜等蔬菜中草酸、植酸含量较高，会影响铁吸收利用，建议焯水后

再和高铁食物一起吃。对于缺铁性贫血患者，建议在医生指导下

通过饮食或补充剂补铁。 王璐

“新疆科学大讲堂”
惠民科普活动走进库车

很多鱼（包括很多常见食用鱼）的胆都有毒———含有氢氰酸、

鲤醇硫酸酯钠等剧毒物质，加热、泡酒均无法破坏毒性。中毒潜伏

期仅 0.5 小时~6 小时，初期表现为呕吐、腹泻，随后引发多器官衰

竭，致死率高。近期在武汉已有 2 位患者因为生吞鱼胆中毒被送

医急救。我们平时吃鱼，宰鱼时要彻底清除鱼胆，污染鱼肉需丢

弃；勿信“鱼胆明目”等偏方；鱼胆汁溅入眼睛有致盲风险，需立即

冲洗就医。怀疑鱼胆中毒须立即送医，经洗胃甚至血液透析治疗，

方可清除体内毒素。 蒋永源

“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STEC）”，顾名思义是可以产生志贺

毒素的大肠杆菌，它可引发严重腹泻，少数情况下会导致出血性

结肠炎或溶血尿毒症，有可能造成死亡。但是，对健康的普通人来

说，感染这种菌的重症率和死亡率都很低，不必过分担心。而且这

种菌的传播以食源性感染为主，多为零星病例，很少有大规模暴

发的情况。为预防此类感染，一方面我们平时应当养成良好卫生

习惯，尤其是饭前便后要洗手。另一方面我们应在食用冷藏食物

时，查看食品包装说明，确保正确烹饪；烹饪时需保证冷藏食品中

心温度逸75益，确保彻底煮熟；避免食用未消毒乳制品及生肉；烹

饪时生熟分开，防止交叉污染。 陈墨螫

铁锅炒菜补铁效果有限

感染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会致命
说法过于夸大

姻 李铮

2019 年，天津率先在全国提出“全

域科普”。如今，天津首创的“全领域行

动、全地域覆盖、全媒体传播、全民参与

共享”已经写入《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

划纲要（2021~2035 年）》和《关于新时

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成为全国深化科普事业改革发展

的“天津经验”。基于此，天津市科学技

术协会科学技术普及部（以下简称“天

津市科协科普部”）被科技部、中宣部、中

国科协评为“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

全域科普根源于“平等、开放、共

享”的传播文化，最初预设为“各个责任

主体都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参与，并对

公民科学素质提升贡献力量”。它的构

成模式不是“金字塔”式的，而是一张

“蜘蛛网”。

全领域行动：成员单位扩容

到 44 个

2021 年，“全域科普”被写入《天津

市科学技术普及条例》。随后，天津市各

有关部门在《文明促进条例》等 10 余部

法规中陆续增补科普条款，《关于推进

科技人员开展科普工作的指导意见》等

一批指导性文件相继印发施行，触发各

领域形成“朋友圈”“活动群”。

每年年初，作为全域科普日常工作

的负责处室，天津市科协科普部都要与

全民科学素质纲要实施工作办公室（以

下简称“天津市纲要办”）成员单位进行

沟通，形成当年的《天津市全域科普工

作要点》。2023 年，天津市纲要办成员

单位进一步扩容，由 36 个增加到 44
个。

在成员单位的合作下，天津市科协

科普部不断培育科普新 IP，“科普微视

频大赛”“你的安全我牵挂”等 80 个全

域科普品牌初步形成矩阵效应。由各个

部门支持的科普活动，如健康天津科普

作品征集大赛、京津冀大学生绿创大

赛、天津公安科技创新成果展等，也不

断丰富天津全域科普实践。

全地域覆盖：区域间科普资

源均衡发展

城乡公民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一

直是天津面临的难题之一。天津市科协

科普部通过基层科普行动计划、科普基

地扩面提质、基层科普人员培训等工

作，实现资源向后进地区的倾斜。

基层科普工作人员流动性强。能不

能把培训内容“留住”，让培训内容“传

承”？针对基层的需求，天津市科协科普

部把适应天津形势的科普政策解读、科

普职称评审、科普论文撰写、科普活动案

例升华、科普品牌建设等 8 门课程制作做

成电子版，赠送给基层一线，指导基层形

成科普能力提升的本地化对策，并召开天

津市基层科普阵地规范化建设现场会，加

快提升标准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确保

科普事业稳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在天津市科协科普部的推动下，天

津各区科协每年携手开展“科普活动

‘手拉手’结对共建双提升”系列科普活

动，促进区域间全域科普工作的协调均

衡发展。

全媒体传播：媒体为群众科

普创作“站台”

1 月 1 日，天津市科协与天津新闻

广播联手打造的广播节目 《我们爱科

学》迎来了 7 岁生日。天津市科协科普

部负责人张威说：“我们希望联合打造

一档关注科技热点、形式新颖、影响力

大、服务面广的节目，并通过该节目培

养‘科普大 V’，充实科普人才队伍。”多

年来，天津市科协科普部通过主流媒

体、新兴媒体接力推送科普资源，一批

全媒体科普品牌孕育而生。

“直通科普之夜”科学传播作品大

赛是 2023 年以来，天津市科协科普部

面向全市开展的又一品牌活动。获奖作

品有机会登上天津市全国科普日主场

活动的舞台“天津科普之夜”。这推动科

学传播由“科普找媒体”转变为“媒体找

科普”，由“无处安放的科普创作”转变

为“媒体为群众科普创作‘站台’”。

全民参与共享：参与科普活

动总人数达 4000万人次

“十四五”以来，天津市组建科技志

愿服务组织 4420 个，注册科技志愿者

19.8 万人，发展科普中国信息员 20 万

人，举办基层科普活动近 20 万场，吸引

4000 万人次参加，催生了生机勃勃的

全民参与共享科普生态。科普不再属于

某个组织、机构或者一小批科学家。

面向青少年，天津市科协科普部邀

请中国科学院老科学家科普演讲团为

全区 55 所中小学开展 47 场高阶科普

报告。天津市老科协、市机关工委等社

会力量也在天津市科协科普部的协调

下行动起来，参与到科普事业中。

如今，全域科普正成为撬动天津市

科学素质提升的杠杆。第十三次中国公

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结果显示，天津市

具备科学素质的公民比例为 19.93%，

位列全国第三。

鱼胆治病是误区

科普进校园 温暖志愿行

关于青光眼，这些知识你要知道

近日，青海省科技馆联合省财政厅、湟源县科协走进湟源县
大华镇中心学校，以科普大篷车“六进”活动为抓手，开展了一场
科普志愿“学雷锋”活动，惠及师生 400 余人。 姻 吴一凡

K 科普社会化
kepu shehuihua

K 科普进行时
kepu jinxingshi

K 谣言粉碎机
yaoyan fensuiji

K 略知一二
luezhi yier

3 月 9 日，陕西省西安市科协传来消息，为进一步加强西安

市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西安市科协

面向全市实施青年人才托举计划项目，选拔青年科技人才进行资

助培养。

2025 年西安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计划分为 A 类项目和 B 类

项目两类（申报环节不区分），其中 A 类项目为市科协经费资助

项目，B 类项目为自筹经费项目，无西安市科协经费资助。A 类项

目每个资助 8000 元，B 类无经费资助。

项目研究内容包含基础研究和工程应用两大类，具体包括：

数理化与交叉学科，地球科学，生命科学与基础医学，临床医学，

预防与中医药，农林，制造业与材料，电工、电子与信息技术，交通

与基建，能源、化工与环境等研究方向。

项目申请人根据要求在西安市科协青年人才托举计划项目

申报系统中向实施单位提出申请，由项目实施单位按程序推荐，

市科协不接受个人直接申报。申请人应在学会、高校科协、企事业

单位科协中选择一种途径进行申报，不得多途径申报。

王嘉

西安市实施青年人才
托举计划项目

青光眼是老年病，年轻人不会得？青

光眼跟白内障一样，都可以治愈？运动会

让眼压升高，所以得了青光眼不能运动？

关于青光眼，网上流传着诸多类似流言，

那么这些说法是真的吗？

流言：视力好，不会患青光眼

青光眼损伤的是视神经，导致的最初

改变是视野。视野是我们所能感知的空间

范围，又叫做周边视力。我们平时所说的

视力叫做中心视力，所以青光眼在早期主

要影响的是周边视力，导致范围越来越

窄，但中心视力不受损伤，所以患者早期

往往察觉不到。

即便视野损伤严重时，中心视力可能

仍然保持正常，但患者所能感受的空间范

围已经变得很窄，所以并不能以视力好坏

来评价青光眼。

流言：远视眼不易患青光眼

原发性闭角型青光眼患者往往有特

征性的解剖因素，和远视眼的解剖特征基

本吻合，所以远视眼的人群是急性闭角型

青光眼的高危人群。

流言：青光眼是老年病，年轻人不会

得

老年人的确是青光眼的高发人群，但

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不会得青光眼。尤其是

开角型青光眼，发病年龄相对较早，往往

在年轻时就已经有发病的早期表现，但因

为症状不明显、慢性进展，往往被患者忽

视。

等到疾病发展的中晚期，出现了明显

的视野缺损而导致生活障碍，才就诊发

现。另外，青光眼也有先天性以及青少年

发病，这些往往和遗传因素有关。

流言：眼压高就是青光眼

不能以单纯的眼压高低来评判青光

眼，青光眼患者往往伴有高眼压，但并不

是所有的青光眼患者都会眼压高，原发性

开角型青光眼患者中还有一类特殊人群，

整个发病过程中的眼压都在正常范围之

内，称之为正常眼压性青光眼。

另外，眼压高也并不意味着发生了青

光眼，很多人检测眼压高，但长期随访并

没有出现视神经和视野的损害，我们称之

为高眼压症。

眼压的正常数值不是绝对的概念，而

是一个统计学的正常范围。眼压和视神经

的承受度是一个平衡，只有自身眼压超过

了视神经的承受程度，才能导致视神经损

害。如果视神经的耐受程度高，即便自身

眼压超过了正常范围，也不会发生青光

眼；反之如果视神经的耐受程度差，即便

自身眼压在正常范围，也会发生青光眼。

流言：运动会让眼压升高，所以得了

青光眼不能运动

研究表明有氧运动可以调节眼压，使

得眼压降低。因此适当的有氧运动，如慢

跑、游泳等，都是对青光眼患者有益的。

流言：青光眼跟白内障一样，都可以

治愈

要分情况而论。对于闭角型青光眼而

言，发病原因相对比较清楚，如果在临床

前期或发病早期能够通过手术解除房角

关闭，去除房角狭窄的可能，此时房角的

功能是存在的，因此是可以达到治愈的

效果。

对于原发性开角型青光眼而言，病变

并不是完全清楚，目前只能通过长期药物

或手术来控制眼压，以达到尽可能减少视

神经损害的目的。

但如果房角损害严重，无论哪种类型

的青光眼，即便通过手术，也可能仅部分

解决控制眼压的问题，术后还需要长期用

药控制眼压。因此，对于绝大部分青光眼

患者而言，青光眼是终身疾病，需要终身

用药控制眼压和视神经的损害。

出现这些症状，要当心是青光眼：

1. 一侧眼胀伴头疼、视物模糊，甚至

血压升高、恶心呕吐。

2. 单眼看灯光周围出现七色的彩圈

或晕轮。

3. 走路时容易摔伤、磕碰，下楼梯容

易摔跤。

4. 夜间或暗处活动受限。

5. 驾驶车辆安全性降低，容易剐蹭。

预防青光眼，可以这样做：

1. 定期的眼科检查最重要，包括视

力、眼压、眼底和房角。

2.避免长时间在暗处、低头阅读。

3.出现单眼视力模糊或虹视，伴鼻根

酸痛或头痛，即便能自行缓解，也需要及

时到医院就诊。

4.走路时容易摔伤、磕碰，夜间或暗

处活动受限，需及时眼科就诊。

5.如果确诊青光眼，尤其是开角型青

光眼，往往需要终身用药，以避免视神经

的慢性损害。

6. 适当的有氧运动对确诊青光眼患

者有益。

周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