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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看
到，不少市民来到展位前参
与互动。在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展
位，野生的植物种子吸引了
不少市民驻足。据该展位的
负责人黄迎新介绍，本次共
展出34种植物种子，主要是
草地中常见的牧草、野生的
药用植物、食用植物等。另
一个展位上，吉林省卫生健
康委开展科技为民，居民健
康卡惠民服务咨询活动。通
过架设电子显示屏、宣传展
板等方式向市民普及电子居
民健康卡激活和使用方法。
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任丽利
告诉记者：“我们的志愿者团
队现场引导参加活动的群众
使用居民健康卡公众号及小
程序，进行预约挂号，在线咨
询，检查检验报告查询体验，
同时通过讯飞机器人，进行
人机对话互动，体验智能导
诊导医等。”

目前，吉林省科技活动产
出指数提高到15位，科技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指数提高到12
位。全省科技创新取得的重大
突破，为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
振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吉林省科技厅政策法规
处与创新体系建设处处长刘
树安表示：“科技周活动期
间，我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
系列活动。如，‘流动的光科
馆’科普大篷车和我省重大
科学工程、大科学装置、重点
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科
研机构和大学、各类科普场
馆、科普基地等公共科技资
源免费向公众开放。各具特
色的科普比赛也将在科技活
动周期间启动或决出成绩，
吉林省科技厅还将邀请相关
专家，围绕航空航天专题开
展面向社会公众的科普大讲
堂，增强公众尤其是青少年
的科技互动体验，树立科技
创新意识，提升科学素养。
此外，还将组成科技创新政
策宣讲团，持续开展2021年
度科技创新政策系列宣讲活
动，大力宣传科技创新政策，
加快推进各项政策措施落实
落地。省直相关部门、各市
(州)和县(市、区)也将同步举
办各具特色的群众性科普活
动。相信通过此次活动，能
够大力提升公众的科技创新
意识，提升科学素养，尤其是
会受到广大青少年的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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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暄 报道

在2021年吉林省科技活动周
的各个展区上，讲解+互动+体验
的模式，是集科教展示于一体，为
参观的市民带来了一场别开生面
的科普大餐……在吉林省地震局
展位附近，一辆停着的地震应急指
挥车引起了众多市民的关注，车内
的大屏幕上展示着实时的“地震现
场”和“地震灾情”等画面，讲解人
员详细讲解着地震应急指挥车功
能及其它在应急的指挥和救援上
发挥着的重要作用……

记者注意到，吉林省地震局还
在展位上准备了通俗易懂、内容丰
富、形象生动，集科学性、知识性、
时代性和趣味性于一体的防震减
灾科普展板、图书、折页、挂图、微
视频等适应不同群体的防震减灾
科普材料，内容涵盖地震基本常
识、地震监测预报、地震灾害预防、
地震应急避险与救助、农村民居抗
震常识、识别地震谣言、地震后生
活常识等。

吉林省地震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他们在现场设置了科普互动
平台，公众可以通过平台，互动游
戏，学习防震减灾科普知识及自
救互救技能，了解我省地震构造、

地震活动等情况。同时还将地震
应急指挥车和无人机带到现场，
现场展示和讲解无人机实时拍摄
地震现场灾情，通过应急指挥车，
实时传输地震灾害损失情况，指
挥调度地震应急工作情景模拟。

他们通过互动游戏，让市民
了解地震产生的原因、应急避震
的正确方法、自救互救知识，还可
以让市民了解地震局在做什么，
使用的技术装备、应急工作的主
要内容和方法，在增强群众防震
减灾意识和避震方法的同时，动
员和引导群众有序地参与防震减
灾活动。

防震减灾利国利民，吉林省地
震局要立足我省地震、火山活动的
实际，紧扣防范化解地震、火山灾
害风险，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主题，坚持问题导向、需求导向，进
一步密切与科研院所、科技型企业
在地震与火山监测预警、灾害风险
防治、灾害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科研
与合作，进一步拓展高新技术在防
灾减灾救灾领域的推广应用，服务
吉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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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科技魅力感受科技魅力
5月22日，2021年吉林省

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在长光
卫星技术有限公司举行。本
届科技活动周以“百年回望：
中国共产党领导科技发展”
为主题，由吉林省科技厅、省
委宣传部、省科协、中科院长
春分院联合举办，主要展示
吉林省党建引领科技发展历
程、弘扬科学家精神、吉林省
科技创新助力脱贫攻坚重要
成果、组织开展科技为民服
务和青少年参与科技创新活
动等内容。

地震应急指挥车与市民互动

“阿姨，时光隧道是怎么回事
儿？莫尔条纹又是怎么产生的
……”长春易视顿眼科医院展位
前，一名八九岁样子的小女孩对她
面前的光学小仪器产生了兴趣，问
题一个接着一个……

在长春易视顿眼科医院展位，
他们为市民带来了时光隧道、莫尔
条纹、电影原理等部分光学小仪
器，通过这些小仪器来增强与市民
的互动体验，让人们了解更多的眼
健康知识、近视防控的维护和近视
治疗领域的先进技术和手段。

科普作家协会理事、易视顿
眼科集团运营中心总监花蕾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能够参选本
届科技周的展出，他们感到非常
荣幸。

花蕾说，针对本次吉林省科技
活动周，他们带来了时光隧道、莫
尔条纹、电影原理等部分光学小
仪器。作为眼科行业的践行者，
他们主要是想围绕近视防控科普
教育、视觉艺术、爱眼知识和互动
体验等方面，旨在让人们了解更
多的眼健康知识、近视防控的维
护及近视治疗领域的先进技术和
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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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隧道是怎么回事儿？

长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展
位的科普大篷车引起了市民的注
意。万花筒、无弦琴、无皮鼓等科
技产品吸引了不少前来参观的小
朋友和家长驻足观看，并纷纷上前
尝试，展区的科技辅导员们耐心地
为市民进行介绍和演示。

科技辅导员还介绍和现场演
示了激光雕刻机、激光打标机和
3D打印，看着激光雕刻机雕刻的
憨态可人的猫咪手机支架、形象逼
真的小飞机、有趣又实用的带刻度
的汽车格尺；激光打标机在铁片上
打出“你是我的眼”；3D打印机打
印出口哨、鱼形夹子、小猫等好玩
又别致的小玩具，现场的市民不禁
直呼“太神奇了！”

据展区负责人赵璐介绍，长
春中国光学科学技术馆的主题为

“科技之光·引领未来”，是全国唯
一的国家级光学专业科技馆，具
有光学知识普及教育、光学发展
史展示、光学科技成果展示、光学

科技合作交流职能。此次前来参
展的是光科馆首辆科普大篷车，
科普大篷车共设置20件便携式
光学展品，全部由馆内研发团队
自主研发、设计、制作，内容涵盖
光传播的基本规律、光的偏振、视
觉暂留、颜色的奥秘、视错觉、光
电转换、红外现象等众多光学研
究领域。

此次参展的近20台大篷车展
项是刚从科普大篷车上搬运下来
进行互动展示的，他们会为前来
参观的市民提供专业、系统的讲
解辅导，此外，还随车配备光学体
验设备，比如激光打标机、激光雕
刻机和3D打印机等，市民在参观
学习之余，也可以近距离体验光
学技术的应用，科技辅导员会介
绍设备所应用的光学原理，制作
的成品还可以带走，可谓一举两
得。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实习生许照彬报道摄

3D打印出小猫“太神奇了”!

“小木耳 大产业”，在吉林农
业大学展示台前摆放的李玉院士
团队研发的“玉木耳”，让记者和
在场的市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
点。

吉林农业大学的“玉木耳”为
助力脱贫攻坚做出了重要的贡
献。那么，“玉木耳”具体有哪些
功效呢？参与研发“玉木耳”的吉
林农业大学李晓教授为记者进行
了详细的解答，李晓教授说：“‘玉
木耳’的功效与黑木耳相似，如清
肺、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等功
能，但是‘玉木耳’的膳食纤维（对
人体有益的营养源）和多糖（提高
人体免疫力）含量比普通黑木耳
稍高一些。‘玉木耳’也属于一种
保健产品，在减肥瘦身、调理肠胃
方面功效甚佳，平均一周食用一
次，可以起到一定的刮肠作用，食
用方法与普通木耳类似，如沾辣
根、捞汁、涮火锅、煮粥等！”

同时，由吉林农业大学鹅业
研发中心培育的“致富鹅”也十
分引人关注。吉林农业大学孙
教授说，“‘致富鹅’是拥有吉林

农业大学知识产权的自主培育
品种，主要有吉林白鹅和匈牙利
白鹅两个品种，品种的研发有力
地提升了产业生产效率。对于
百姓来说，关注的经济点就是
肉、绒、蛋、肝，‘致富鹅’主要的
经济点就是肉绒兼用，也有蛋用
品种。作为草食动物，在产业化
发展过程中，在健康发展层面被
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肉品种
排名第一的肉品，在整个培育过
程中用饲料较少。”

孙教授表示，从产品上来说，
鹅的价值较大。在鹅肉方面，近
几年，铁锅炖大鹅等美食愈加受
到人们的欢迎；在羽绒方面，目前
吉林省拥有东北最大的羽绒集散
地和最大的羽绒制品厂；在鹅蛋方
面，大众生活日常接触的会更多一
些。

“鹅蛋主要面向精准扶贫，鹅
肝的主要产地也是在吉林，消费
者每吃两片肥肝，有一片就来自
吉林。”孙教授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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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木耳”和“致富鹅”引起市民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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