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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科协的工作，作为一个群众团体，一般
以弹性和柔性为主；作为一个机关部门，理应
以硬性和刚性为重。也就是说，科普工作应该
紧紧围绕县委、县政府的工作中心，毫不犹豫
地转变观念，理直气壮地发挥优势，全力以赴
地服务大局，以创建科普示范县为总载体，努
力实现工作项目化，从而提升其服务能力和
工作水平。

一、围绕中心，服务经济
科普工作围绕中心服务经济，就是要实

施助推产业升级工程，力所能及为现代工业、
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加快发展提供服务。

1.建立院士工作站所。院士专家工作站
建设，既是上级科协的战略部署，又是目标考
核的重要内容，更是现代工业的导向标杆。科
协要充分发挥优势，加强沟通联络，努力促成
企业与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及高校院所
的紧密合作，特别是围绕战略性新兴产业，围
绕重大工业项目建设，柔性引进高端领军型
人才，并促成企业与院士专家及其创新团队，
建立健全产学研长效合作机制。今年要在骨
干龙头企业中挑选与工作，努力建立 1-2家
市级院士专家工作站，争创 1家省级重点站，
探索运作管理新方法，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和核心竞争力。

2.建立科普示范系列。建立有利于现代
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科普示范基地，是科协工
作的重点，也符合农村实际，更能带动更多更
大的群体发展，有效推进新农村建设，实现创
业富民目标。我县的示范基地建设，主要围绕
茶叶主导产业，围绕高山蔬菜、名优水果、中
药材、花卉苗木、特种畜禽、珍稀水产等特色
产业，积极建设专业技术协会、科普惠农兴村

项目、最佳或优秀科普示范村、农业科普示范
基地及科技示范户，充分发挥其示范带动作
用，并力争创建一批市级以上乃至国家级示
范基地或项目，既争取一定的资金扶持，又提
高示范系列建设的影响力。

3.建立特色科普场馆。建立基层特色科
普场馆，是科协工作的基本要求，也是服务经
济社会的重要体现。一是要根据新昌实际，因
地制宜，量力而行；二是要突出现代服务业，
借力商贸业，借力旅游业；三是要统筹计划，
可大可小，各个层面皆有。我县主要围绕茶叶
产业链，围绕优势旅游项目建设，做好结合文
章，进一步发挥好特色鲜明的新中科技馆作
用，积极创办茶叶类科普场馆、旅游产品类科
普场馆、工业旅游科普场馆等，既提高科技含
量，又增强实力和影响力。要探索市场化运作
模式，推进科普场馆建设，争创一批市级、省
级优秀科普场馆和科普旅游基地。

二、围绕中心，服务社会
科普工作围绕中心服务社会，就是要实

施助推社会和谐工程，创设载体，大办活动，
不遗余力提高公民科学素质，构建社会化大
科普工作格局。

1.举办大型活动。举办大型科普宣传活
动，是科协工作的重头戏，是科技普及和应用
的有效抓手，还能锻炼提高科协干部的组织
协调和服务工作能力，因此必须精心策划，多
方协调，全力突破，确保尽可能多的干部参
与，尽可能多的公众受益。大型活动一般指全
国科普日、科技活动周、浙江省科协年会等，
我们要联系实际，精心包装，抓好联动，把每
一个活动作为一项重大项目或工程，分为若
干或一批子项目进行攻关，确保圆满成功。

2.设计新颖载体。科普活动的载体多种
多样，形式丰富多彩，还应该设计具有时代特
征、群众喜闻乐见的方案或项目，努力实现
科普活动经常化、社会化、多元化。除了大
型活动，除了常规方法，诸如图板展览、科
技讲座、专题专栏、橱窗画廊、书籍手册等
等，还需要不断开发科普资源，比如数字电
视、互联网作品、手机短信、电子画廊、科
普大篷车等，以及学术沙龙、科普连线、科
学会客厅、科技咖啡馆等。还要探索形成科
普应急机制，比如一旦地震海啸等灾难发
生，就能立即启动预案，大力宣传相关科普
知识，促进社会稳定。

3.开展重点宣传。实施 《科学素质纲
要》，十分重要的是开展五大重点人群的科
普工作。通过对五大重点人群的培训教育和
宣传咨询活动，切实提高公民具备基本科学
素质的比例。一是围绕社区居民，大力开展
科普进社区活动；二是围绕未成年人，大力
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三是围绕农民，大力
开展科普惠农兴村活动，特别是要健全制
度，抓好农函大的学习培训，力争一年制培
训 2000人以上、短训 8000人以上；四是围
绕城镇职工，大力开展技术创新和服务企业
活动；五是围绕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大力开展
科普配套宣传活动。开展重点人群的科普工
作，主要是做好沟通协调衔接，借力发挥作
用。

三、围绕中心，服务人才
科普工作围绕中心服务人才，就是要实

施助推创业创新工程，积极为广大科技工作
者服务，“凝聚科技智慧，促进科学发展”。

1.对接高层人才。在上级科协的指导下，

加强对院士专家和骨干企业的日常联络和走
访，动态了解院士专家服务意愿和企业需求
信息，逐步形成一定的信息库。一是加强宣
传，落实好县委、县政府有关高层次人才引进
的优惠政策，进一步增强吸引力，调动积极
性；二是增进感情，积极争取院士专家和有关
领导的重视和支持，使工作站的认定和工作
评价取得实效；三是密切配合，做好中国海智
大会和百名院士专家企业行及长三角智力联
盟的相关工作。

2.推荐科技人才。服务科技工作者的工
作，正是鼓励和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性
与创造性的目标所在。一是鼓励研究，抓好自
然科学优秀论文的评选与奖励工作，争取向
更高一级的奖励迈进；二是好中选优，做好各
级优秀科技工作者的推荐与申报工作，争取
向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迈进；三是突出重点，
推荐好各级青年科技奖的人选，力争市级以
上的每届评选工作都有“新昌人”入选。今年
还要参与中国科协的项目工作，做好“全国县
域科技工作者状况调查”工作，及时了解和反
映我县各界科技工作者的真实情况与需求，
为党政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

3.评选实用人才。服务基层人才工作，也
是必须常抓不懈的重点工作。一是完善制度，
切实抓好全县农村十大杰出实用人才评选活
动，进一步发挥农村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二
是抓住重点，深化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工作，
做好青少年科技活动，进一步推进学校为主
的青少年创造发明活动；三是自律为主，开展
评选十大优秀科协工作者活动，进一步增强
科协工作的凝聚力和影响力。

（作者工作单位：县科协）

围绕中心抓实科普工作的三点思考
盛伯增

（上接 5版）到明万历时，建立了梅湖
村，在县治东北 （22），与花园村相邻。到
清代康熙 《新昌县志》 卷四记载：涉趣
园，宋石子重建营，中有洗心亭、棲息
轩、双清阁、澹呤斋、桃洞、松洞、探春
径、回澜桥。涉趣园内景点有所变化，双
清阁、澹吟斋都是石氏读书、吟诗的地
方，因为这里环境清静，半亩塘这边也是
成了读书的好地方。清光绪 《新昌县志》
卷四记载半亩塘在回澜桥内。

根据历部县志记载，半亩塘应在石氏
的私家花园涉趣园内。石墪在到尤溪任知
县前几年，就在涉趣园读书，编写 《中庸
集解》。后朱熹根据 《中庸集解》 进行删
定，编写了 《中庸辑略》。朱熹到过涉趣
园，园中的凉亭、书房、假山、池塘、小
桥、流水、树木、花草，景色太美了，雨
后走到方塘边，清澈的水面，天光明净，
云影漂浮，这个半亩方塘深深的地印在朱
熹脑子里，成化 《新昌县志》 有一幅画，
名克斋会友图，反映的就是朱熹与石墪在花
园会谈的场景。

据束景南考证，朱熹写半亩塘诗的时间
大概在乾道二年秋。这首诗在答许顺之信中
说：“幸秋来老人粗健，心闲无事，得一意体
验，比之旧日，渐觉明快，方有下功夫处。日前
真是一盲引众盲耳！其说在石丈（墪）书中，更
不缕缕，试取观之为如何，却一语也。更有一
绝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
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试举似石
丈，如何？”（23）这时，朱熹与石墪、张栻、许顺之

等闽中和湘学者讨论“敬”的存养功夫。张栻
写出《敬斋铭》，许顺之写出《敬斋记》，就“敬”

“仁”“中庸”进行讨论。“一盲引众盲”就是指
张栻在以“居敬求仁”引导众盲。“源头活水”
就是指“敬”。朱熹说：“敬有死敬，活敬。若只
守着主一之敬，遇事不济之以义，辩其是非，
则不活。”（24）朱熹与许顺之讨论“敬”字活与不
活时，想到自己在石墪花园内看到雨后半亩
塘的清澈如镜，渠水从东面流入西边流出，豁
然领悟到对“敬”字的理解在于活。诗写成后，
拿给石墪看看如何？

乾道二年，石墪在家读书，写文章。乾道
间石墪陪朱熹游水帘洞等地，又在涉趣园相
谈，与写半亩塘诗时间上吻合。

朱熹根据石墪涉趣园半亩塘写诗后，引
起了元、明、清代文人的向往，新昌半亩塘名
声鹊起。清康熙《新昌县志》卷十八收有豫章

（江西南昌）刘锡爵《游醉园半亩塘记》。开头
写道：庚戌之夏，浪游剡溪，坐卧一楼，几不知
天地空阔。偶遇吕子吾日暨令弟旦复两兄（25），
翩翩秀发，见若素交，款入醉园，纵览胜地，备
阅往迹，竟忘此身剡城中矣。当日朱晦翁题
云：“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即此塘也。吕
家的二兄弟还告知，涉趣园经过几个朝代的
变迁，几经转易，到他们祖父时，只剩一口半
亩塘。但这里远离市嚣，塘边又是读书的好地
方，就建起了茅亭，种植桃树、梅树，备有一些
美酒，这里成了读书、喝酒、娱乐的好地方，取
名为醉园。

到民国时期，半亩塘仍在花园村内。（26）

新昌的半亩塘是公元 908年建县后在城
内自然形成的，只因朱熹与石墪同为宋理学
家，好朋友，朱熹在石墪花园看到雨后的半亩
塘，清澈的新昌江源头活水从渠中流入塘中
的情景，想到“敬”字的活与不活的问题，使他
豁然领悟其中的道理，而作的这一首诗。

这首诗因被历代人传诵，各地因敬仰朱
熹而凿起半亩方塘。而真正的朱熹写诗的半
亩塘应在新昌县城岙桥里、湖头桥一带，可惜
新昌因 20世纪 80年代旧城改造，这些塘现
已荡然无存。但是我们寻找历史的遗迹，考证
文献资料，能还其一个真正的半亩塘。

注 释：
（1）成化《新昌县志》卷十二“乡贤”
（2）据《尤溪县志》，石子重乾道元年至三

年（1165—1167）调尤溪县待次。见《新昌石氏
文献》424页

（3）《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五《中
庸集解序》3639页

（4）《豫章文集》卷十六《附录下》见《新昌
县石氏文献》265页

（5）此诗见尤溪县档案局网站《朱子在尤
溪》篇

（6）《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四 364页
（7）《朱子全书》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3709页
（8）《朱子全书》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3718页
（9）《朱子全书》 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3718页
（10）（11）成化《新昌县志》卷十“寺观·祠

庙”，乾道间即（1165—1173）年
（12）万历《新昌县志》卷十三“寺院观庙”

康熙《新昌县志》卷一八“山川·艺文”
（13）万历《新昌县志》卷十一“乡贤志·理

学”
（14）《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七

798页
（15）《绍兴市志》卷 44“人物传”3057页
（16）《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九十二

4241页
（17）束景南著《朱熹大传》505页
（18）《新昌县乡村文化研究》史事追踪

“两宋理学在新昌———朱熹、止斋、叶适、陈亮
在新昌行踪考略”329页

（19）康熙《新昌县志》卷 4载：隐岳洞濯
缨亭为朱文公建，明举人俞应星更于内凿小
池叠石为假山，洞幽处筑精舍，其间有末了
堂、眺月台。

（20）光绪《新昌县志》卷四“水利志·塘”
（21）康熙《新昌县志》卷一“村墟”
（22）万历《新昌县地》卷二“村墟”
（23）《朱子全书》朱文公文集卷三十九

1744页
（24）束景南《朱子大全》240页
（25）吕氏宗谱卷九 84页，吕吾日与吕旦

复分别生于清顺治 1647年、1651年，庚戌年
是 1670年。

（26）民国《新昌县志》卷一“区界·城区附
村三十二”

*根据石氏宗谱及《朱文公文集》，石墪的
“墪”字下面“土”应该为“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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