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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0 日至 31 日是浙江省科技活
动周。近日，围绕提升公众科学素养的
一系列科普活动火热开展。其实在网
络端，已涌现出大批科普博主。哔哩哔
哩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陈睿近日表示，
过去一年，平台上 116 万名科技类 UP
主创作了 1482 万条科技类视频，吸引
了2亿多用户观看。

网上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打开‘著
名学习网站’哔哩哔哩网站（简称B站），
奇怪的知识增加了一吨。”以二次元文化
发家的 B 站，在站内开辟了知识内容分
区，科技内容成为最受欢迎的品类之一。

日前，记者与 3 名拥有百万粉丝的
科普博主聊了聊，他们在 B 站做科普是
怎样的体验？我们从中又能得到哪些
经验与启发？

“野生”知识

对 B 站上的科普视频，许多网友的
评价是“好玩又野”。

记者采访的 3 名科普博主也都是
“野生的”，此前都不是专职科普工作者。

“硬核拆解”账号运营者谢先生原
先在一家通讯公司工作，平时喜欢收藏
各种工具和器械。他拆过超声波手术
刀、公交车的报站器，还组装过充电宝。

“硬核拆解”，创作内容如其名，够
硬。密集的知识输出，拆解全过程不加修
饰地原始呈现，十分“简单粗暴”。谢先生
说：“其实拆东西就是我的爱好，从家用电
器到黑科技产品，没事儿就拆，随手发布
在B站上，没想到有这么多人喜欢看。”

这些粉丝里有相关行业的设计人
员、工程师，也有机械爱好者，甚至还有
四年级的小学生发来私信。他们会提
出各种各样的奇怪问题，比如加油机为

什么能在满油后自动停止工作？会“咬
人”的鳄鱼小玩具有没有机理可循？

看似无厘头的内容，其实涉及物理、
化学、机械工程等学科的知识。也许你对
物理避之不及，也读不懂动力学，但化解
成这样的通俗问题，谁都想一探究竟。

很多问题，把机器一拆，答案也就
一览无余了。

“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知识的‘野生
感’越强越有吸引力。”谢先生说，“视频
的收藏量很高，许多网友说把我的主页
当作了一个小型知识库。动动手能帮
大家解答一点疑惑，我觉得这是一件特
别快乐的事。”

我们可以看到，网站正在颠覆我们
以往对于科普的定义。科学知识不仅
仅停留在教科书里，生活中的各种奇思
妙想都可以深挖、延展和解释。

破壁出圈

不同次元间，是有“壁”的。
更别说带着向来高深、晦涩难懂的

科学知识入场。为此，科普区的博主下
足了功夫。

许多在 B 站“冲浪”的网友都听说
过专注科普小众、冷门的古生物科学知
识的 UP 主“芳斯塔芙”，这是英文“fun
stuff”的音译，意思是有趣的东西。在
这名 UP 主的视频里，笑点与知识点齐
飞，人称“文案鬼才”。

第一支原创视频《奇虾：初代霸主的
故事》讲解寒武纪顶级掠食动物奇虾的
兴盛与衰亡。视频在上传后 24 小时播
放量破9万，粉丝数从700涨到2.1万。

这个账号运营者是一对 90 后夫
妻——中国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博
士毕业生唐骋负责内容创作，曾在学术

期刊工作的蔡春林负责运营。两名科
研人员转型做了科普。

“搞科普和搞科研完全不同。”蔡春林
感慨，做实验需要考虑深度，反复论证，而
科普对广度的要求更高，需要把诸多纷杂
的知识点融合在短短十来分钟的视频里，
还得让大家看得进去、看得懂。

“这些生命科学知识本身是不接地
气的，我们发现这届网友特别喜欢听故
事。”唐骋说，写文案的时候感觉自己就
像一个小编剧，赋予这些古生物人格设
定。在他们的视频里，奇虾是生物界的
初代霸主，软骨鱼是头铁真汉子；科普
企鹅的时候讲述了它们“逆天而行”的
奇幻漂流故事⋯⋯“我们把古生物的演
化历程梳理成有前因后果的小故事，
嘿，网友还挺买账的。”唐骋说。

准备一期视频，唐骋和蔡春林通常
需要查找大量文献，比如最新一期科普
玉米的历史，历史书上只有“明代传入中
国”寥寥几言，在原产地南美的几个国家
史料记载也极少。他们就在各朝代、各
地区的地方志里寻觅线索，相互印证，从
构思到发布，花了个把月的时间。

科普区的另一大博主“大蜡烛”对
此深有同感。他的视频主题主要是梳
理商业科技史。他说，准备一期视频平
均需要看 50 万到 100 万字的资料，一
个选题做两三个月是家常便饭。

网上用户到底喜欢什么样的科普
视频？

“大蜡烛”总结的经验是，在一定共
识基础上的知识延伸。“我们需要了解
义务教育阶段大家的知识共识有哪些，
科普需要在相对形成共识的知识基础
上做延伸，如果完全脱离他们原有的知
识体系，很难连接。”

果壳网 CEO 嵇晓华曾提出，科学

必须成为流行文化的一部分，成为大众
生活方式的一部分。网上的科普创作
者努力给科学知识“减重”，探寻能够融
入原有文化生态的不同路径。

地域、年龄，还有文化圈层之“壁”，在
这些科普博主的探索下，悄然融化。

荡起涟漪

记者采访的几名博主有一个共识：科
普的目的并不是帮助大众成为某一学科
的专家，而是让人们看见尚未触及的世界。

科技发展在加速，但大众对此的掌
握速度可能连线性的增加都没有实
现。现在，愿意读万字长文去理解前沿
趋势的人很少，所以更多的科技工作者
来到网络上，面向更广阔、更年轻的群
体传递科学知识。

科学界的知识太丰厚了，只要有好奇
心，选题是无尽的。科普创作者说，灵感
似乎永远不会枯竭。其中的知识与见解
也许不会对现实生活产生具体影响，就像
一只生活在海底快乐伸展的海马，或许永
远不会与我们有任何交集。我们探索世
界，除了生存，也是为了在这个星球上找
寻自己的位置，尝试让看似独立分化的人
类，重新与万千生物取得联系。

不可否认的是，公众科学素养的提
升是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科普作家曹
天元在一次访谈中这样描述科普的意
义：“一个人经历了科学话语的熏陶之
后，会对科学怀有好感。自己不搞科学，
也会支持孩子去搞科学研究，支持政府
财政往科学研究上倾斜，天然地觉得科
学研究是很重要也很值得做的事。”

发布一个科普视频，就像往信息汪洋
里投掷一块小石头，可能不会有太大的水
花，但是那些荡起的涟漪已足够美好。

2亿多用户在B站观看科技类视频——

科普UP主这样焐热冷知识
见习记者 林晓晖

从左至右分别为科普博主“硬核拆解”“大蜡烛”“芳斯塔芙”发布在B站上的视频截图。

乐乐人生中第一个“六一”儿童节
收到的最大礼物，是从监护室转到普通
病房。

前两天，乐乐的妈妈罗韵传来一段
视频，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
13层的 ICU 病房，刚满 1岁的乐乐躺在
蓝色的床单上，插着氧气管，还不会说
话，眼神却很明亮。

乐乐 5 月初刚做完肝移植手术。
他得了一种病，先天性胆道闭锁，是医
学上尚未查明原因的先天性恶疾。对
于胆道闭锁患儿来说，因胆道阻塞、胆
汁排出障碍，会逐渐发生不可逆转的淤
胆性肝硬化，终至肝功能衰竭、肝昏迷，
很多活不过一岁。根据流行病学研究
数据推算，我国每年新生儿中，约有
1300 至 2300 个孩子患上这种疾病。
目前，该疾病很难通过孕检查出。由于
胆汁无法从胆管顺利排出，导致浑身蜡
黄，因此患儿也被称为“小黄人”。

目前，肝移植是唯一有效的救治办
法，也是很多普通家庭倾其所有才能留
住孩子生命的一线生机。

2019 年 8 月，浙大一院启动救助
“小黄人”公益项目，免费救助先天性胆
道闭锁等终末期肝病家庭困难患儿。
对其除免手术费、部分医药费外，还在
医院旁边打造了一处“爱心之家”，为患
儿家庭免费提供2个月住宿。

“爱心之家”的每间房，只有小小的
10 平方米。从起先的 15 个房间，到现
在的 18 个房间，先后已有 214 个孩子、
214 个家庭获益。他们来自五湖四海，
在这里“肝胆相照”、抱团取暖，期待自
己的孩子挺过人生中的这道槛。

闯过鬼门关

“爱心之家”就在庆春路一家经济
型酒店的三层，布置得简洁清爽。通过

“小黄人”公益项目进行亲体肝移植的
家庭，都有机会入住。

近日下午 1 时，切地阿西与丈夫正
在吃这天的第一顿饭，清水面配炒青

菜。一旁，他们 9 个月大的女儿阿花皮
肤白净，在专心玩着小玩具。

“第一次听说还以为是骗人的，天
底下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后来在病友
群反复咨询才相信。”切地阿西说起住
进“爱心之家”的经历，有些羞赧。

这个来自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的
27 岁姑娘，是 3 个孩子的妈妈，阿花是
最小的孩子。阿花一个半月大时，眼睛
有点黄，老人说“晒晒太阳就好了”。随
着孩子长大，却依旧没退黄，一家人才
急忙送阿花去医院。

医生的诊断让她感到陌生和恐
惧。而听到医生说换肝需要20万至30
万元的医疗费，切地阿西感到“天都塌
了”。

她一直在家带孩子，丈夫在外打
工，一个月收入高的时候 6000 元，低的
时候只有 2000 元。今年年初，他们辗
转重庆、上海为孩子做检查、住院，加上
路费，陆续花了十多万元，其中大部分
都是他们通过亲戚朋友、网络筹款等方
式“东拼西凑”来的。

至暗时刻，切地阿西从一名患儿家
长那里得知浙大一院“小黄人”公益项
目。“2 月份联系上医生，一周后就做了
手术。”她庆幸，总算把女儿从鬼门关拉
了回来。

勇敢而孤独的决定

“爱心之家”离浙大一院的直线距
离只有 100 米，这段路切地阿西已经不
知道来回走了多少回。每走一趟，就拉
近一点孩子生的希望。

作为国内最早开展小儿肝移植的
单位之一和全球最大的肝移植中心之
一，浙大一院共实施小儿亲体肝移植等
各式肝移植 4150 余例，手术成功率近
100％，长期生存率达国际领先水平。

然而，医生们最不想看到的，是很
多 孩 子“ 被 放 弃 ”。 在 我 国 ，每 年 有
5000 至 6000 个孩子需要进行肝移植，
真正做手术的却不到 20%。怎么来帮

助更多的孩子？
2019 年，他们终于等来了一个契

机。
彼时，浙大一院通过汇集社会爱心

力量，推进医疗扶贫。在浙大一院党委
书记梁廷波及其团队的推动下，基于在
肝移植领域的丰富经验，启动“小黄人”
公益项目。从手术评估阶段到肝移植
手术期间的床位费、医药费等医疗费
用，都由“小黄人”公益基金承担。

然而，项目推广却没有想象中顺
利。“很多人接了电话就挂掉，说哪有天
上掉馅饼的事。”“小黄人”团队成员钱
轶罡回忆。但团队始终抱着“一定要做
下去”的信念，与患儿家庭联系不上，就
到当地儿童医院、当地卫生部门了解情
况，打消家长的顾虑。一年内，团队跑
遍甘肃、云南、贵州、广西等全国相对经
济欠发达的省份，走访了 29 家医院。
项目早期，遇到有些连路费都难以负担
的家庭，团队医生就自掏腰包帮他们买
机票。目前，浙大一院“小黄人”公益项
目已累计完成超过 600 例儿童肝移植
手术。

医生为生命赛跑——由于这种疾
病发展快，到了后期，每耽搁一天，孩子
增加一分危险。

父母为孩子全力以赴——选择亲体
肝移植，注定是一个勇敢而孤独的决
定。勇敢在于，这是一个高风险的手术，
需要从捐赠者身上取出一部分健康肝
脏，并将其移植到接受者体内；孤独在
于，这段旅程，始终是捐赠者一个人经历
和感知，即便是亲属往往也难以体会。

切地阿西仍记得躺在手术台上的
那个下午，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一点点
害怕，一点点担心，更多是期待”：“这是
我唯一能给女儿的礼物。”

走出至暗时刻

对于家长而言，孩子治病的过程也
是他们的一段“至暗”时刻。而此时，

“爱心之家”则更多意味着一份精神支

撑，家长们在这里互相交流、帮助，一起
等待从 ICU 里出来的孩子。很多人表
示，哪怕仅仅是在一起，就是一种力量
和疗愈。

由于“爱心之家”的厨房小，午饭时
间往往需要排队做饭。另外一户人家
担心来自青海西宁的马军一家吃得晚，
做饭时常常多煮一份，久而久之成了

“饭搭子”。“在这里感觉挺温暖，特别是
有困难有问题了，在群里问一声总有人
回应。”马军说。他刚满 7 个月的儿子
铠铠 1 月初刚做完手术，因需复查，一
家人还留在杭州。

他有个微信群，名为“重生一家
人”，目前已有 500 人，都是胆道闭锁
患儿的家长，互相接受着“陌生的暖
意”。切地阿西孩子的许多衣服、尿不
湿，都是群友送来的。一次，她急着寄
快递却不会操作手机，群友就一步步
截图指导。切地阿西感慨，“这里的人
都是天使”。

下午 3 时许至晚饭前，是“爱心之
家”妈妈们的“遛娃时间”。她们将婴儿
车推到公共空间，或聚在一起聊天，或
一起逗逗孩子。

“我的疤痕有点痒，是不是快好了”
“你可以试试祛疤的药膏”⋯⋯记者采
访的那天下午，妈妈们的话题从彼此共
同拥有的一道疤痕开始。这是做亲体
肝移植的伤疤。共同的经历让她们建
立起了一种超越普通友谊的联系，是惺
惺相惜，也是彼此慰藉。

前几天，“小黄人”公益团队的医生
为孩子们准备了礼物，要和他们一起庆
祝今年的“六一”。铠铠、阿花也通过了
第一次术后全面检查，指标良好，之后只
需每年定期检查即可。马军兴奋地发了
一条朋友圈：“大查过了，可以回家了！”

最困难的时候已经过去。对于“爱
心之家”的住客们来说，“肝胆相照”的
日子终生难忘，但接下来的每一天，更
值得期待。

（应采访对象要求，乐乐、罗韵、阿
花、铠铠、马军均为化名）

浙大一院为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家庭筑起“爱心之家”

10平方米里的肝胆相照
见习记者 周林怡

浙大一院为先天性胆道闭锁患儿家庭筑起“爱心之家”

10平方米里的肝胆相照
见习记者 周林怡

本 报 嘉 兴 5 月 31 日 电 （记 者
李茸 共享联盟·南湖 许颖佳 周明）
5 月 31 日 ，在 嘉 兴 市 南 湖 区 举 办 的
2023第四届“南湖之春”国际经贸洽谈
会上，北京“南湖之窗”正式启用。

作为一块科创飞地，北京“南湖之
窗”将充分发挥市场化、专业化智库的
机制、效率优势，链接首都高端资源，主
动导入国内外优质的产业、资本和人
才，帮助南湖区对接高层次人才及招引
新能源、微电子、生命健康、智能装备等
高科技、高利润、高估值、高成长性项
目，满足主导产业强链、延链、补链需
求，为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提供有力
支撑。

微型燃气轮机、双向感知灵犀手、

基于类脑智能的精准农业平台⋯⋯现
场，南湖区发布 6 项标志性科技成果，
这些成果均来自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
院、南湖实验室等高能级创新平台，这
正是南湖区持续推进科技创新的阶段
性成果。去年，南湖区高新技术产业
增 加 值 占 规 上 工 业 增 加 值 比 重 达
75%，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活动覆盖率
达 97% ，全 社 会 研 发 投 入 强 度 达
4.28%，连续 13 年居全嘉兴第一、全省
前十。

本届“南湖之春”国际经贸活动
共签约 83 个项目，涉及数字经济、生
命健康、智能制造、现代服务业、高端
人 才 等 多 个 领 域 ，投 资 总 额 335.7
亿元。

科创飞地北京“南湖之窗”启用

本 报 讯 （记 者 徐贤飞 通讯员
黄冲） 与金华江上游的义乌市佛堂镇
佛堂老街共同打造“一江水”共富市集
后，衢江旁的洋埠老街火了。上个周
末，金华经济技术开发区洋埠镇洋埠老
街吸引了8000多名游客，带动市集、民
宿、餐饮等消费单日超百万元。

金华江与衢江共同汇入兰江。“一
江水”共富市集的金点子，是洋埠镇党
委书记傅忆文和佛堂镇镇长朱国林“思
享”碰撞出来的。作为金华市委组织部
年轻干部“青干荟”成员，两个人经常一
起讨论分享工作经验。得知洋埠镇有

“老街新开”计划，佛堂镇就提出两镇共
同打造共富市集，借助佛堂老街成熟的
运营团队，帮助洋埠老街策划、运营。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抓好后继
有人这个根本大计，健全培养选拔优
秀年轻干部常态化工作机制。为此，

去年金华市专门组建了年轻干部常态
化培育平台“青干荟”，通过每月开展
一次“思享”碰撞、每季度掀起一期“赛
马比拼”等，既能让年轻干部共享点
子、比拼工作，又能在具体事例中考察
年轻干部的学习力、思考力、实践力，
记录勾勒成长曲线。截至目前，46 名
干部优先放到乡村振兴、共同富裕、亚
运会筹办服务等岗位压担锻炼，累计
选派 35 名制度性交流干部到乡镇一
线或机关专业岗位任职，以“好”的成
效提高“优”的成色。

“青干荟”还能随时掌握年轻干部
思想动态、工作生活状态，搭建关心关
爱“连心桥”。目前已协调解决配备成
长帮带导师、基层干部学习培训、异地
任职干部两地分居、子女就学等问题需
求12件，为年轻干部排忧解难、破解成
长烦恼。

金华建起年轻干部常态化培育平台

共享点子 比拼工作
金华建起年轻干部常态化培育平台

共享点子 比拼工作

本 报 嘉 兴 5 月 31 日 电 （记 者
宋彬彬 共享联盟·桐乡 陈厚文 林锴乐）
嘉湖异地享受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乌
镇镇与练市镇党建联建推动嘉湖一体
化发展、秀洲-德清教育研训发展战略
合作⋯⋯5 月 31 日，2023 年嘉湖一体
化发展工作联席会议在嘉兴市召开。
会上签订了 4 项新的合作协议，今年
两地将重点聚焦科技创新、产业发展、
公共服务等方面，加快推进 22 项重点
项目（事项），助力嘉湖一体化建设全
面提速。

去年以来，嘉湖两地进一步健全
市、区、镇三级联席会商机制，积极谋划
嘉湖一体化特色亮点和工作载体，共同
商定2022年度嘉湖一体化重点合作事
项 20 项，以嘉湖一体化合作先行区为
主阵地，积极探索公共服务共享、文旅

融合共推、生态环境共保等多领域一体
化创新合作，取得了一定成效。

如在南浔区练市镇和桐乡市乌镇
镇两地互设的“嘉湖一体化”通办专窗
中，去年新增两地通办事项 14 个，居
民可实现医保、社保等七大类别 196
项民生高频事项的异地通办，全年办
件量达到 1856 件。同时，两地已投放
综合性政务自助终端机 50 台，实现桐
乡、南浔各镇（街道）便民服务中心全
覆盖，并迭代升级通办互通专窗，引入

“云导服”服务，群众可视频连线后台
工作人员、在线咨询办理事项，工作人
员可实时查看办事群众的操作申报界
面、高效便捷地指导操作。桐乡南浔
两地还首次尝试并成功实现远程异地
评标，打破了地域限制和行政壁垒，提
升评审效率。

22项重点项目推进嘉湖一体化

本 报 三 门 5 月 31 日 电 （记 者
赵静 共享联盟·三门 章海英 陈玲玲）

“宁夏盐卤水经过技术调控能满足青蟹
生长需要，把青蟹养到戈壁滩上，将不
再是梦想。”宁夏回族自治区盐池县怡
健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德智说，
青蟹苗将于本周运去试养。5 月 31
日，中国青蟹（鲜甜产业）高质量发展人
才交流大会在三门举行。会上，东航-
上海海洋大学智慧养殖引才项目、盐碱
地青蟹养殖技术研发项目、欧讯-宁波
大学设施养殖引才项目等 6 个项目成
功签约。

近年来，三门聚焦种苗、病害、饲
料等青蟹产业发展的关键短板，紧抓
乡土人才队伍建设，以科技创新赋能
延链补链强链，国家种业阵型企业和
青蟹良种良法不断涌现。

此次大会正是三门进一步打开眼
界、引进人才、对接行业前沿成果的窗
口。当天，中国青蟹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三门试验站授牌，中国科学院
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桂建芳
等业界知名人士被聘请为三门渔业发
展智库专家，为政府、高校、科研机构、
养殖大户搭建“共享”智慧发展平台。

三门加大引进鲜甜产业人才和技术

青蟹养到宁夏戈壁滩

亚运体验、非遗造物、艺术手作、科技潮玩、宋韵美食、现场展演⋯⋯5 月 30 日，杭州市
四季青小学举办了一场“燃动亚运 慧玩向前”家校政社联动向未来活动。图为“武林工匠”
李国策（右一）向学生展示金属丝编织技艺。

浙江共产党员杂志记者 陆伟 通讯员 胡海文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