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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
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40174 号的回复

尊敬的古江临代表：

深圳市福田区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代表建议第

20240174 号“关于推动数字化转型，赋能科普高质量发展的建

议”收悉，经认真研究，结合我区科普工作实际，回复如下。

一、关于建立权威大数据平台，提供多元化服务的建议

中国科协于 2014 年开始深入推进科普信息化建设，大力推

动“互联网+科普”行动计划和科普信息化建设工程，打造“科

普中国”这一国家级权威大数据平台，旨在以科普内容建设为重

点，使科普信息化建设与传统科普深度融合，向全社会提供科学、

权威、准确的科普信息内容和相关资讯。网站内容包括前沿科技、

应急科普、健康生活、科普乐园、V 视快递、实用技术、玩转科

学等 24 个频道。区科协近年来大力推动科普中国的宣传注册使

用，通过科协的多个工作群科普活动现场及网上直播，以及区教

育局等多种途径、多种方式进行“科普中国”的宣传和注册。截

至目前我区“科普中国”科普信息转发量超 300 万条。

福田区超前探索“AI 赋能教育”，开展“全息未来教育云+

端”项目，建设 40 间“未来教室”，使用现代信息技术辅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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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将教师难以表达，学生难以理解的抽象内容、复杂的变化过

程、细微的结构等，通过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进行演示，从而最高

效的传授科学知识。另外，在健康科普资源库中评选精品健康教

育课程，形成 150 余种的“健康素养知识菜单”，内容覆盖老

年健康、青少年心理健康、传染病防治、中医药文化科普等多个

方面。挂网公示讲座清单，居民根据清单选择心仪的课程与讲师，

参与互动问答，实现健康科普自选化。

2021 年以来，福田区科协面向市民精心策划“科普嘉年华”、

航天、AI 主题科普互动体验展、科普讲座、科普研学等线下活

动 1000 余场，涉及人工智能、航空航天、卫生健康、消防安全、

生态环保等多个领域，直接受众人次超 50 万。全国科技活动周

福田区系列活动，同步线上直播点击量超 230 万；全国科普日暨

深圳（福田）科普月系列活动，得到新华网、央广网以及省市

40 余家媒体广泛报道，科普活动数量和质量位于全市前列，福

田区科协获评 2021 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日优秀组织单位。“科普

嘉年华”2021 年全国科普日暨深圳（福田）科普月活动获评 2021

年广东省全国科普日优秀活动。

二、关于大力推动数字科普展，提升传播效能，推进新时代

科普实践“最后一公里”的建议

区科协不断挖掘辖区优质科技创新资源，加强科普阵地建

设，截至目前，福田辖区共有 29 家科普基地、科普示范点，其

中全国科普教育基地 1 家，广东省科普教育基地 15 家，深圳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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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基地、科普示范点 21 家。区科协依托辖区科普基地、社区

资源，大力推动数字科普建设工作。其中，红树林生态公园在微

信视频号直播和微博、B 站、小红书等发布物种、湿地等数字科

普内容；深圳燃气科学馆内设有地球影院、能源印记、燃气乐园、

城市燃气、探索发现、燃气应用、安全天地、绿色家园、能量探

秘和梦想之光十大展区、以实物展品、沙盘模型、视频影音等多

种形式，集中展示燃气气源、输配、应用、安全管理等丰富内容，

配备有球幕、环幕、AR 体感机、多点触控屏、模拟实操器具等

媒体设施，实现沉浸式、一站式燃气科普学习，将科学性、普适

性、趣味性有机融合；华强北博物馆借助展览展示、科普教育、

互动共享等形式，记录华强北从一个公社大队的荒坡变成中国电

子第一街和创新创业大街的历史，再现深圳 40 年、福田 30 年发

展缩影。区科协还联合各街道，通过举办“科普嘉年华”、航天、

AI 主题科普互动体验展等方式，推广传播科普知识，提升辖区

居民科学素养，推进新时代科普实践“最后一公里”。

三、关于顺应时代潮流，建立科学的科普队伍体系的建议

2022 年 5 月，福田区组建福田区科学普及志愿服务队，由

福田区科协主席担任队长，区教育局分管领导、区总工会分管领

导担任副队长，志愿服务队队员超过 30 人，并吸纳区科协部分

常委、委员及辖区科普基地、科普示范点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区科协还牵头发挥各科普基地以及区委宣传部等部门的力

量，编写科普文章、科普读物，拍摄科普视频等。其中，在“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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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福田”公众号等平台发布《小白友好型科普：量子是什么“子”？

纠错是纠什么“错”？》《阿——嚏！最近这些症状高发，可能

不是感冒》等科普推文；编制“福康君”儿童健康科普系列漫画、

《福田红树林生态公园常见红树植物图鉴》《深圳湾常见的 99

种鸟儿》《走进海上森林》《飞翔的精灵》《疾秘之境》健康推

理剧本等数十种科普读物；红树林生态公园拍摄“深圳湾的小钥

匙”“打绿怪”“植物学大会纪念园宣传片”，北京大学深圳医

院录制系列运动康复专业视频等。

四、关于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托，打造社区科普共同体的建

议

各街道文化站、民生服务中心等部门，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

托，打造社区科普共同体，每年开展数百场各类科普活动，包括

数字科普展、“匠心智造”华强北、“流动科技馆巡展”、“航

天主题科技活动”“穿越博物馆，时代少年游”等内容，在整个

辖区营造“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的良好氛围，激发高质量发展

内生动力，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其中，

华富街道积极推动数字科普展工作，2023 年在元宇宙党群服务

中心成功开展了数字阅读分享活动 40 余场，其中包括 AI 光影数

字阅读和扫码下载分享活动；福保街道在 e 站通综合服务中心打

造河套“AI+”人工智能综合示范点，首批落地 10 个人工智能应

用示范场景，集智能政务、智能服务、智能零售、智能清扫、智

能交通、智能巡查、智能水务、智能灯杆于一体，获媒体广泛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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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成为市民喜爱的“打卡地”；南园街道搭建数据资源库，大

力发展“云端资源”提升辖区文化服务触达率，协助区图书馆，

建设非遗资源数据库，计划购买引进 24 种、52 个小类的优质国

家级非遗数字资源，利用手绘地图整合非遗体验区、传承地、传

承人所在地等多方面信息，生动展示本土自建非遗项目文字、图

片、视频等讯息。

五、下一步计划

在科普工作实施统筹组织方面，一是区科协将进一步依托社

区党群服务中心、学校、园区，运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最新

科技手段，丰富科普活动的形式和内容，激发居民、青少年的学

习兴趣和主动性。二是将加强“科普中国”这一国家级权威科普

平台的宣传推广，并发挥相关社会组织的力量，组织、引导科技

工作者和社会力量创作优质、准确的科普内容，传播正确的科普

知识。三是将强化人才引进和培养，壮大科普服务队伍。更多吸

纳专业机构和人士，结合志愿者自身专业特长，发挥科普志愿者

人才优势，积极开展前沿科技科普、应急科普、健康科普等志愿

服务活动，实现科普服务精准化、个性化、全面化。

在推进“科普最后一公里”方面，一是以党群服务中心为依

托，设立科普角或者科普活动室，定期组织开展科普展览、科普

实验等，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居民微信群、i 福田等新媒体平

台，提高科普信息的便利性和可达性。结合社区居民的需求和兴

趣，开展科学实验秀、科技知识竞赛等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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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居民的科普意识和素养。二是区科协将指导各街道、社区结合

自身实际情况，挖掘特色科普资源，打造街道、社区科普品牌。

例如：福保街道将用活用好河套“AI+”人工智能综合示范点、

河套“元宇宙”服务大厅等科普阵地，为在园企业提供活动路演、

宣传推广、产品发布的数字平台，推广建设泛在型全光网络，扩

大园区全光网络覆盖范围，在公共区域、科创空间、科研平台、

实验中心等区域建设覆盖高速全光网络、公共 WIFI，为园区工

作生活提供信息化配套支撑。持续升级河套园区智慧生活应用，

依托智能 5G 消息为在园人员等提供更加便利的交通出行、文体

休闲导览服务。华强北街道将联动深圳市三模协会等单位，谋划

推进在华强北步行街设置无人机足球体验项目，打造无人机足球

赛事基地；联合剑谱科技、君尚购物中心等推进电竞嘉年华活动

策划开展；结合重点节点，引进市科学馆等资源，举办机器人赛

事等全国科技周系列活动。

在健康科普宣传推广工作方面，一是提升健康科普信息化水

平。搭建健康积分商城平台，引导辖区居民通过参与健康学习、

健康测评、健康运动等获取健康积分，兑换健康服务或健康支持

产品，强化居民“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意识。二是提

升健康科普智能化水平。搭建健康知识智能推送系统，根据居民

健康学习需求和健康测评情况，智能推送健康知识，精准实施健

康教育。三是建强健康科普队伍。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专场培

训、健康促进场所创建师资培训等业务培训，提升健教骨干业务

水平；开展健康素养大赛、健康教育技能竞赛等竞赛活动，以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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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练，提升健教骨干专业能力。

福田区科技和工业信息化局

2024 年 6 月 1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