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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名博士来自以下高校和科研院所

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

中国科学院南海海洋研究所

浙江大学海南研究院

上海交通大学海南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

中国海洋大学三亚海洋研究院

中国农业大学三亚研究院

海南大学三亚南繁研究院

海南省农业科学院三亚研究院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南京农业大学

海南省种业实验室

广东省科学院南繁种业研究所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崖州湾创新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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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三亚市崖州区聘请32名博士担任全区
31所中小学科学校长，开拓科学教育新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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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着诗词读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
■ 阮忠

东坡的中秋词，最为人称道的是《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这首词的结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的中秋祝福语，令人沉
思、怀想、愉悦。这首词写于密州，时为密州太守的
东坡因八月中秋想念弟弟苏辙，酒醉后欣然命笔，
遂成有词以来的中秋第一词。多年后，他在黄州又
写了一首中秋词《念奴娇·凭高眺远》。明代学者杨
慎曾评价东坡的中秋词，称“《水调歌头》第一，此词
第二”。《念奴娇·凭高眺远》这首词写道：

“凭高眺远，见长空万里，云无留迹。桂魄飞
来，光射处，冷浸一天秋碧。玉宇琼楼，乘鸾来去，
人在清凉国。江山如画，望中烟树历历。

我醉拍手狂歌，举杯邀月，对影成三客。起舞
徘徊风露下，今夕不知何夕。便欲乘风，翻然归去，
何用骑鹏翼。水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

这首词写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即东坡
被贬黄州的第三年。这一年对东坡有非常多的意
义，他在古代文学史上崇高的地位和这一年密切
相关。

元丰四年（1081年），东坡生计艰难。他的朋友
马正卿帮他向黄州府求得城东五十亩坡地，东坡在
此躬耕自足，自号“东坡居士”，完成了自我人生的
重大转型：从兼济天下走向悠游人生。元丰五年
（1082年），他在城东坡地建了东坡雪堂，在《次韵孔
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二）里调侃道“去年东
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今年刈草盖雪堂，日
炙风吹面如墨。平生懒惰今始悔，老大劝农天所
直。”他还在《雪堂记》里称自己为“散人”。“散人”之
说出自《庄子·人间世》，意为无用于世之人。这一
年，苏轼还写了在中国文学史上负有盛名的“二赋
一词”：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脍炙
人口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也写于这一年。

《念奴娇·凭高眺远》与《水调歌头·明月几时
有》这两首中秋词有相似之处。苏轼将《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中的“琼楼玉宇”“乘风归去”“起舞”也
用在《念奴娇·凭高眺远》这首词里，也写长空、月
亮、月宫，也说醉酒及欲乘风归去。但《念奴娇·凭
高眺远》有自己的个性，用了很多典故，不及前者自
然活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说孤独，词中

“照无眠”表明孤独所在，但苏轼随后又用“人生悲
欢离合实为自然”轻巧地化解了，没有给人很深的
孤独感。

在《念奴娇·凭高眺远》里，“我醉拍手狂歌，举
杯邀月，对影成三客”看似醉而狂歌，实则化用了李
白《月下独酌》中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
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露出他这只黄州“孤鸿”的
身影。此外，“桂魄飞来”隐含了传说中吴刚伐桂的
孤独；“望中烟树历历”化用了崔颢《黄鹤楼》的“晴
川历历汉阳树”，隐含了离别的孤独；“今夕不知何
夕”化用了《诗经·绸缪》的“今夕何夕”，隐含了不遇
良人的孤独。以上种种孤独，又处在云无迹的万里
长空和满天冷浸的秋碧之下，令人想到唐代《登幽
州台歌》中在悠悠天地间站立的孤独诗人陈子昂。

自称不用骑大鹏归去的东坡，仿佛要远离这些
孤独，但《念奴娇·凭高眺远》这首词的最后一句“水
晶宫里，一声吹断横笛”，化用了唐代演奏家李蓦
（一作李牟）的故事。李蓦善吹笛，号称天下第一，
无人能及。相传，一天遇到独行者时，李蓦吹笛献
技，二曲终了，众赞妙绝，唯独行者不语。李蓦请他
演奏，独行者一吹，声入云端，四座震慄，笛遂破
裂。李蓦甘拜下风。东坡引用这个典故是意味深
长的。他怀才堪为世用，却贬黄州不得其用，在词
中借此委婉表达自己的心事。这时候的东坡因功
业未成而心绪不平，与《念奴娇·赤壁怀古》最后一
句“一尊还酹江月”相似，不过是一张扬、一深沉。

百草园

科普天地

善良
■ 杨文瑾

善良是什么？善良乃助人者也，如炭火般温
暖，如溪水般清甜。

当天边泛起一丝墨黑，我胆怯地在钢琴比赛的
后台等待，一遍又一遍抹去鼻尖上的汗珠，心怦怦
直跳，似乎马上就要钻出嗓子眼了。太阳把最后一
丝余晖照在我的手上，阳光虽然温暖，我却觉得手
心冰冰凉凉的。和我一样在后台等候的参赛者们，
大家无一例外，都紧绷着脸。现场只有阵阵琴声在
回荡，静得有些可怕。

“下面有请103号参赛选手。”主持人的话音刚
落，我的心便提了起来。我小心翼翼地走上舞台，
因为太过紧张，整个人都在微微发抖，空气仿佛凝
固了一般。突然，台下传来几声单调却又坚定的掌
声。我定睛一看，一位评委老师正在给我鼓掌，还
向我竖起了大拇指，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她又朝
我微笑，她的笑容如夏天的一抹清风，把我的紧张
吹散了；如秋天的一缕朝阳，把我的害怕带走了。

我深吸一口气，双手落在琴键上，不停跳跃。
乐曲如泉水般从钢琴里涌出，最后全部消失。紧接
着，迎接它的是雷鸣般的掌声。

我微微行礼。那位评委朝我微笑，一缕阳光照
在她的脸上，虽然微弱却又格外耀眼。

余晖退去，没有任何惋惜地抛下大团乌云，又
黑又浓的夜把月亮映托得十分皎洁。看似清冷的
月光流过我的手心，却让我感到温暖。

人们有时想寻找隐藏在记忆深处的善良，便
“众里寻他千百度”，没想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
火阑珊处。”

（作者系海口寰岛中学七年级学生）

探寻科技发展密码
海南省新能源与智能汽车科普基地
这是目前海南唯一一家以新能源

与智能汽车为主体的科普场馆，建有
新能源汽车三电展示、越野车驾驶、虚
拟仿真试验、汽车结构体验等科普体
验区，能帮助人们了解新能源汽车知
识，提高对绿色能源的认知度。

地址：三亚学院
海南省航天超算科普基地
这是航天爱好者不可错过的科普

馆。这里通过火箭模拟发射体验系
统、卫星运控模拟操纵系统、元宇宙沉
浸式体验平台等产品与主题课程，为
广大观众带来一场融合航天科技、超
算技术的视觉与科普盛宴。

地址：文昌市文城镇文蔚路168号
海南省深海化合物科普基地
这里建有活体鲨鱼和珊瑚的标本

展区，能让游客近距离观察这些深海
生物，加深社会各界对深海资源研究
的理解，向公众传递保护海洋生态环
境的重要性。

地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振州路
与创意路交会处

海南省通航知识科普基地
这里建有南航军史馆、航空科普

馆、VR科技馆等科普场所，可以开展
航空科普、国防军事、爱国主义教育等
主题的科普活动。近年来，该科普基
地先后被授予“航空飞行营地”“中国
民航科普教育基地”等称号。

地址：儋州市和庆镇木排热作场
225国道与西流路口交会处

体验海南自然野趣
海南省富力海洋生物科普基地
海洋生物有哪些？如何救助一只

濒危的海龟？该科普基地以海洋元素
为主题，打造了一系列科普研学活动，
集中展示海南海洋生态文明建设、海
龟救护救助、海南陆生生态保护等方
面的内容。

地址：陵水黎族自治县黎安镇双
湖大道1号

海南省林木与花卉专业科技馆
该科技馆依托“国家热带兰花种

质资源库”，建成350平方米的热带兰
花科普馆，通过影视、图文、标本、产品
展示等方式介绍热带兰花的生长、生
活习性以及价值等。

地址：三亚市天涯区水蛟路
海南省热带林木科普基地
这里有热带树木科普园、热带珍

贵树种科研基地、蝴蝶标本馆等科普
场所，保存了热带、南亚热带树种
1460种，其中有国家级和省级保护树
种120多种、濒危树种46种。人们在
这里能充分了解热带雨林相关知识。

地址：乐东黎族自治县尖峰镇热
带林业研究所试验站

海南省世界热带水果科普基地
这里种植和展示了来自世界热带

地区的600多种优异果树种质资源，
比如黄金木瓜、无核橄榄、冰激凌果、
马梅、椰柿、黄金山竹、手指柠檬等，还
建有热带水果DIY工坊，游客在这里
能体验到手工制作巧克力、水果粽子
等食品的乐趣。

地址：琼海市大路镇湖仔村委会
湖仔二村010号

海南省珍珠专业科技馆
珍珠是如何形成的？在这里，可以

了解到一颗珍珠绮丽的生命历程。科

技馆分为六大展示区，分别介绍珍珠的
历史与文化、珍珠的养殖、珍珠产业的
发展，以及展示珍珠标本、展品等。

地址：三亚市凤凰机场路口西侧

了解南繁历史文化
海南省南繁科技科普基地
这里有现代种业创新实验室、芒果

绿色防控示范基地、南繁科普长廊、南
繁科研成果展厅、无公害蔬果采摘品鉴
区等，是集科普、教育、科研等多功能于
一体的综合性科普场所，通过展示南繁
育种成果、农业科技创新等内容，提高
公众对农业科技的认识和理解。

地址：三亚市崖州区崖州大道195号
海南省野生稻资源科普基地
你了解野生稻吗？该基地不仅有

稻穗、稻谷和稻根等传统展品，还有活
体植株展示，参观者能亲眼观看不同
品种野生稻的生长状况。基地还引入
了互动显微镜和放大模型等工具，使
参观者能够更清晰地观察稻米的结构
细节，从而更深入地了解野生稻与栽
培稻之间的差异。

地址：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感受海南非遗魅力
海南省黎族技艺专业科技馆
该科技馆依托海南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建立了4个以黎锦科普文化传承
为主题的工作坊——黎锦调查与研
究、黎锦纺染织绣体验、黎锦设计创新
和黎锦技艺培训工作坊。在这里，观
众能了解海南黎锦的“前世今生”，学
习其制作技艺，感受非遗的魅力。

地址：海南师范大学桂林洋校区

9月10日第40个教师节这天，浙江大学海
南研究院专职科研教师李彦君获得一份特殊的
教师节礼物——由三亚市崖州区颁发的科学校
长聘书。

聘任科学校长是崖州区推动全国中小学科
学教育实验区建设的重要举措之一。9月10日，
崖州区中小学校科学校长聘任仪式举行。该区
从中国农业科学院国家南繁研究院等20余家高
校和科研院所的31个团队中聘请32名博士，担
任全区31所中小学科学校长，在全省率先实现
科学校长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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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6岁的李彦君是佛
罗里达大西洋大学博士，“崖
州区与我所在的研究院联系，
希望能聘任一名科学校长，我
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作为专职科研教师，李
彦君积累了比较丰富的授
课经验，课程内容涉及科
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多
个领域，熟悉不同年龄段
学生的学习需求。同时，
他 曾 多 次 参 加 校 园 开 放
日、科技节等活动，面向初
高中学生和普通民众进行
科普宣传，积累了丰富的
科普经验。

捧着崖州区颁发的科学
校长聘书，李彦君说，自己十
分热爱科学，希望能在校园
里将这份热爱继续传递下
去，引导更多孩子爱上科学，
在求知的道路上善于探索、
勇于创新。

其实，今年4月，李彦君
已被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寰岛
实验中学（以下简称寰岛实
验中学）聘任为科学校长，开
始参与学校的科学教育规
划、课程设计、活动组织等多

项工作。
今年 6月，李彦君在寰

岛实验中学组织开展了一场
世界海洋日主题活动，邀请
资深专家为学生们开展海洋
科技科普活动。

“如何营造良好学习氛
围，不断提升学生学习科学
课程的兴趣？”今年 9 月新
学期开启前，寰岛实验中学
教师陈玲玲计划开设一门
劳动科学课程，便拿着教案
向李彦君求教。他们针对
课程设计、教案等内容进行
了深入探讨，最终决定让学
生们利用乐高积木等工具
制 作 智 慧 农 业 的 场 景 模
型。“这样能提升学生们的
学习兴趣，让他们对智慧农
业有更直观和更深刻的认
识。”李彦君说。

“在科学校长李彦君的
指导下，学校本学期开启
劳动科学课程，授课形式
灵活多样，内容更具针对
性和趣味性，不仅让学生
们学到了很多科学知识，
很 多 老 师 也 从 中 受 益 良
多。”陈玲玲感慨道。

日前，省科技
厅、省科协发布通
知，经单位申报、专
家评审、省科技厅
审定、向社会公示
等程序，决定认定
12家单位为海南省
省级科普场馆。

据悉，经认定
的省级科普场馆可
享受省科普项目建
设类补助。各科普
场馆需严格按照
《海南省科普场馆
认定管理办法》要
求，不断完善科普
设施设备，充分发
挥科普场馆作用，
为促进我省科普事
业发展、提高全民
科学文化素质作出
贡献。

这些省级科普
馆有何亮点？海南
日报全媒体记者
近日对此进行了
盘点。

近日，在寰岛实验中学新建
的智慧农业实验室内，学生们正
在老师指导下学习无土栽培种植
技术。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这种种植
技术，没想到植物离开土壤也能生
长，太神奇了！”该校初一学生聂玲
兴奋地说，“我和同学们都很期待
每周的劳动科学课，都想观察自己
种下的植物发生了哪些变化。”

寰岛实验中学的智慧农业
实验室里，无土栽培的植物正在
茁壮成长，小小的科学种子也在
学生们心中悄然发芽。

李彦君全程参与该校智慧
农业实验室的建设。从建设前
的设计方案到建设中的具体细
节，他都提供了许多专业建议。

“我们在实验室预留了两块区域
给学生们种植，这样他们会更有
参与感和成就感。”李彦君说。

近年来，多所名校“落户”崖
州区，为该区提供了更多优质教
育资源。此次聘请32名科学校
长，是该区提升师资队伍建设的
重要举措。

崖州区教育局有关负责人
表示，作为全国中小学科学教育
实验区，崖州区充分利用三亚崖

州湾科技城“南繁＋深海”的在
地优势，聘请32名博士担任全区
31所中小学科学校长，开拓科学
教育新阵地。这些科学校长不
仅拥有深厚的学术背景，还有丰
富的教育教学经验，他们的加入
将为崖州区科学教育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

据介绍，科学校长将参与学
校科学教育规划、课程设计、活
动组织等多个环节，通过开设科
学课程、举办科学教育专题活动
等方式不断提升学校科学教育
水平。同时，他们还将与教师们
进行深入交流与合作，共同提升
学校的教育教学质量。

“非常荣幸能被聘任为崖
州区保港中学科学校长，我将
发挥自身学科资源优势，持续
创新科学教育合作模式。”崖州
区保港中学科学校长、上海交
通大学海南研究院专职副院长
陈哲说。

城市在发展，科技在进步，
科学教育也应跟上脚步。李彦
君希望更多学生能与科技相伴
相随，早日成为“具备科学家潜
质、愿意献身科学研究事业”的
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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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省新认定12家省级科普场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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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

李彦君在三亚崖州湾科技城寰岛实验中
学与学生们交流。 受访者供图

■ 海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邱江华 实习生 徐璐

航拍海南省通航知识科普基地。 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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