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6

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作品标题 《结对小记者再进小福星家，面对未来，妈妈有点忧愁》

发表日期 2023年3月11日

作品

评介

随迁子女“小福星”是我们帮扶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一年级的时候，小福星爸

爸遇车祸去世，经家人同意，他的器官进行了捐献。妈妈独自一人靠着做快递分拣员

养家糊口。2022年，因工作原因，妈妈腰伤严重，手术后又效果又不佳，原本维持家

庭生计的工作也没了。与小福星结对的 4 个晚报红船小记者家庭不定期地前往看望，

并给予捐助，多的 5000 元，少的也有几百元。因原新居民学校搬迁，搬迁后的学校

离家更远了，小福星上下学接送更不方便了，与其结对的几个家庭积极想办法，帮他

联系就近学校，转到了离家近一点的新居民学校。

2023年 3月，与小福星结对的两组晚报红船小记者家庭又去看望小福星。

作品立足晚报红船小记者、家长和记者三个视角，看小福星和妈妈的现在和未来，

解读如何更好地对困境中的儿童进行帮扶。红船小记者发出了“结对中，我获得了一

种内生的力量”的声音，而小福星也在结对中，感受到了学习和生活的乐趣，感受到

了人间的温暖。

采编

过程

对小福星的采访报道足足有两年时间，从最初了解他的情况，到后续联系红船小

记者家庭与其结对，以及后来他妈妈发生了“意外”等等，记者全程参与，并跟踪采

访。为其家庭和个人带去了社会的关爱，也解决了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捐助费用，

捐助学习用品，陪小福星一起玩，帮助解决转学问题等等。

社会

效果

小福星的经历，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晚报红船小记者群体，有四名小

记者与其结对，四个家庭定期上门与小福星交流互动。在小福星故事的感召下，2023

年，我们先后帮扶了 53名有帮扶需求的随迁子女，有几十个小记者家庭（红船少年）

参与了帮扶。2023年 6月 4日，在市党群服务中心，组织开展了以“红船领航·关爱

有嘉·共富成长”为主题的爱心帮困助学仪式。

嘉兴的孩子都是红船少年，不分本地还是随迁，帮扶中，红船少年们无不开启源

自内心的成长，发出爱的声音。

越来越多的个人和团体参与到关爱青少年成长的队伍中来，2023年底，嘉兴市慈

善总会了解到我们的情况后，主动加入到“红船少年说”队伍中来。至此，爱的队伍

越来越大，为儿童友好型城市建设贡献了更多爱的力量。

注：上、下半年代表作前各附 1张。





捡来的小狗，乡味浓烈的腊肠，三个童年期的孩子

结对小记者再进小福星家，面对未来，妈妈有点忧愁

N晚报记者 沈虹阳 小记者 三水湾小学 402班 李舒涵

还记得那个叫“小福星”的孩子吗？首批“关爱有嘉·共富成长”的一名新

居民孩子，一年级的时候，爸爸遇车祸去世，器官捐献，妈妈独自一人靠着做快

递分拣员养家糊口，2022年，因工作原因，妈妈腰伤严重，手术后又效果不佳，

原本维持家庭生计的工作也没了。与小福星结对的 4名晚报红船小记者家庭不定

期地前往看望，并给予捐助，多的 5000元，少的也有几百元。因原新居民学校

搬迁，搬迁后的学校离家更远了，小福星上下学接送更不方便了，大家又积极想

办法，帮他转到了离家近一点的新居民学校。

三月是雷锋月，与小福星结对的两组晚报红船小记者家庭又前往小福星家—

—

小记者视角：

野菜到底长什么样的

今天早上，妈妈和我说：“李舒涵，今天我们和周正以及周正的妈妈一起去

看望康同学。你把一些你看过的书整理好，送给他。”

经过熟悉的乡间小道，我们来到了康同学家，热情好客的康妈妈和康同学已

早早等候在门口迎接我们了。我们放下东西，就到外面去玩丢沙包。突然，从我

后面传来一声小狗叫声，原来，笼子里藏着一只黑色的小狗。它有一身黑得发亮

的毛发和一双圆溜溜的黑色大眼睛。小福星告诉我们，这是他捡回来的。小福星

好有爱心，还把小狗捡回来养。

小福星妈妈叫我们吃饭了，一进屋，我就闻到了一股饭菜香。餐桌上摆满了

一桌他们家乡的特色菜。我盛好了饭，就开始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小福星家乡

的腊肠特别美味，有一点淡淡的咸味，软糯糯的。

饭后，我们就一起去挖野菜。一路上，我们蹦蹦跳跳，想着野菜到底长什么

样的。到了田地里，我看见了油菜花，这个季节的油菜花还没有开放，懒洋洋的，

但依旧很美丽。我又看见了几朵蓝色的野花。花瓣小小的，很柔软。好像一条碧

绿的丝绸上，装饰着蓝色的小点。终于看到了野菜，原来这就是野菜。

再次来到他家，就像见我的老朋友，亲切而又自在。时光好快，愉快的一天

就这样在我们的欢声笑语中度过了。我们约好暑假再见！

妈妈视角：

带着焦虑的心情再次前往



小福星的妈妈因为腰病，去年 7月做了一次腰椎手术，目前她还在努力恢复

中，这期间腰病的伤痛并没有减轻，使得她无法继续去找活干，家庭经济非常吃

紧。我们看在眼里，也急在心头。3月 4日那天我们两位妈妈带着焦虑的心情再

次带着两个孩子一起前往他们家。

家还是这个又破又小的家，更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家。可孩子天真烂漫，纯真

善良，阳光向上。妈妈身体状况比去年我们见她那会儿还差。我们的心情非常复

杂！同为女性，同为母亲的我们居然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改变现状。小福星已经

小学五年级了，我们清楚地知道仅以我们两个家庭的力量太小，能做的也不多，

所以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尽自己的绵薄之力，让这个孩子能够在这座有

爱的城市继续成长，继续学习。

记者视角：

共富，开启源自内心的成长

小福星是一个阳光开朗的男孩，和很多男孩一样有时候有点调皮，还有点不

听话，让妈妈操心，成绩在班里属中上。在舒涵妈妈的眼里，他是一个可爱的小

男孩，没有因为家庭的原因导致性格变化。小福星的妈妈也和很多妈妈一样，很

努力很要强，面对援助，去年还在上班时的她对记者说：“其实我在上班，靠着

工资也能养活儿子，让这个家正常生活下去。”

在所有结对的孩子中，小福星是一个最特殊的孩子，他家族里的几个亲戚都

在这里打工，孩子都在嘉兴的新居民学校上学。突如其来的变故，让这个原本可

以维持生计的家庭陷入了困境，下半年，小福星就要读六年级了，明年的他不知

道可以去哪里读书，因为嘉兴没有初中新居民学校，而他的情况也不符合入读公

办学校。

“共富成长”的初衷是“共富”，结对中，小福星获得了成长的助力，在学

习和生活中得到了关爱；而舒涵、周正等小朋友，也在结对中，获得了一种内生

的力量，这是我们最愿意最期待看到的。希望结对的孩子都能发掘心灵深处的动

力，开启源自内心的成长。



附件6

新闻专栏代表作基本情况

作品标题 《听嘉兴市科协原主席黄丽华与小记者“说”》

发表日期 2023年8月12日

作品

评介

2023年，全市中小学“红船少年说|我的城市我的嘉”大型主题寻访活动启动，

该活动由嘉兴市委宣传部牵头，市文明办、市教育局、团市委、市传媒中心等十个部

门联合主办，以嘉兴撤地建市 40 周年为契机，从红船少年的视角见证嘉兴作为中国

革命红船起航地，开拓进取、砥砺前行，推动社会发展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该篇报道，小记者在大记者的带领下对话嘉兴市科技馆筹建人、时任嘉兴市科协

党组书记、主席黄丽华，1997年 9月 22日嘉兴市科技馆开馆，26 年来，科技馆为嘉

兴留下了无数的城市印记，为红船旁青少年的成长助梦科学。

对话中，一老一小共同感受着嘉兴这座城市在科技方面的发展，感悟“科技引领

未来，创新驱动发展”的道理，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树立和培养了科学助梦城市发

展的理念和思想。

采编

过程

作为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窗口，

一座城市里的科技馆，任重而道远，更与城市相融共生，更与青少年的成长息息相关。

于是才有了这次的采访报道。记者在翻阅相关历史材料后，联系嘉兴市科协、嘉兴市

科技馆相关工作人员，确认采访当事人——嘉兴市科技馆筹建人、时任嘉兴市科协党

组书记、主席黄丽华。

经过前期联系沟通，采访恰逢暑假 5名热爱科学的小记者在大记者的带领下前往

黄主席的家中进行采访。黄主席为采访做了精心准备，建设科技馆时期的相关文件、

报道、照片等珍贵一手资料一一呈现在大、小记者面前。

社会

效果

此次寻访活动，小记者不仅了解了嘉兴市科技馆的建设故事，也就建设中的嘉兴

市“百年百项”重大项目和嘉兴市区“十大标志工程”之一的南湖未来广场，与黄奶

奶进行了交流和畅想。

新、旧科技馆时隔 30 年后，以一老一小的对话形式，穿越时空，以小见大、以

点见面，折射出一座城市在科技建设方面的变迁和发展。作为儿童发展的引路人、守

护人、筑梦人，嘉兴一直用心用情用力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将“一米高度看城市”

的理念融入城市建设的战略规划大局，在打造儿童友好城市的路上，不断努力奋进。

“红船少年说|我的城市我的嘉”吸引全市中小学生热情参与，各校积极组织，

纷纷投来优秀作品，共收到稿件 5000余件，评出获奖作品 1000 余件，涵盖作文、摄

影、朗诵、绘画等；组织奖 40 个，2024年 1月进行了盛大的颁奖仪式。起到了非常

广泛的社会效益和影响力。2024年“红船少年说|了不起的‘嘉’乡人”即将全面开

展。

注：上、下半年代表作前各附 1张。



相较于嘉兴1700多年的建城史，26年短

如一瞬，借力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社会的高速

发展，在这 26年中，个人和城市都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如今 26岁的嘉兴市科技馆也

面临着诸如场馆体量不足、展品设施老旧等

问题。

2021年，嘉兴市“百年百项”重大项目

和嘉兴市区“十大标志工程”之一的南湖未

来广场开始动工建设，项目主要包含一馆

两中心，“一馆”是指新的嘉兴市科技馆。

也就是说，嘉兴的孩子们将有一个崭新的

科技馆啦。

“新的嘉兴市科技馆已经在建设中了，作

为我们青少年对新的科技馆有很多期待，比

如我希望能有太空体验、新能源等等，那您

呢，有什么期待？”小记者们对在建中的新科

技馆畅想多多。

“从 1997年科技馆开馆，到如今新馆的

即将落成，26年来科技馆进一步发展受到的

制约也愈发明显。能够新建科技馆，我真的

太高兴了，这说明咱们能为公众提供更优质

的科普教育服务，嘉兴市科技馆也得以在新

时代中持续引领科普工作高质量发展。”虽然

退休多年，但黄丽华表示自己总会抽时间去

科技馆转转。

对于在建中的新科技馆，黄丽华和孩子

们一样有自己的畅想，“新的科技馆要跟上经

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让市民在我们科技馆这

个平台能够及时了解新技术、新产品等信

息。还能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

神，充分发挥现代科技馆的作用。”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黄丽华希

望全市的青少年能够传承“献身、创新、求实、

协作”的科学精神，多观察、多思考，培养科学

创新的思想和方法，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美

术馆等，在其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畅想未来科技馆，科学精神助力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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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托起明天的太阳”，众志成城来建馆

科技馆的足迹，城市的印记
听嘉兴市科协原主席黄丽华与小记者“说”

N晚报记者 居 郦 摄影 实习生 朱晨语 小记者 曹蕊晟 项语晨 夏诗雨 姚俞萱 林亦馨 老照片由嘉兴市科技馆提供

作为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
素质的重要窗口，一座城市里的科技馆，任重而道远，更与城市相融
共生。1997年9月22日，嘉兴市科技馆开馆，不仅为嘉兴市青少年
和科学爱好者提供了探索科学魅力、学习科学方法、感受科学精神、
提高科学素养的阵地，更提升了嘉兴的城市品位。26年中，科技馆
为嘉兴留下了无数的城市印记，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驱动力。

8月8日上午，来自辅成教育集团穆湖部的4名晚报小记者和
1名阳光伙伴小主持人在大记者的带领下，来到市科协原主席黄
丽华奶奶家中，和黄奶奶聊一聊科技馆的过去和未来。

“周末干什么？”“那去科技馆逛逛吧。”对

于嘉兴的青少年来说，位于友谊街471号的嘉

兴市科技馆是孩子和家长们周末、节假日的

打卡点。

“黄奶奶您好，我们是南湖晚报小记者。

听说现在的嘉兴市科技馆是您在任的时候建

立起来的，能和我们讲讲当年的故事吗？”

“很高兴接受咱们小记者的采访。30年

前筹建嘉兴市科技馆，我刚当选市科协主席

不久。上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和新一届科

协领导班子讨论工作目标时，建设嘉兴市科

技馆的想法被提了出来。”

“建设中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认真

的小记者拿起笔，边听边记边提问。

“当然有啦！你们现在觉得科技馆在全

国各地都很普遍吧，但上世纪 90年代初全国

范围内的科技馆并不多。地方财力十分有限，

嘉兴撤地建市不过10年，建设项目很难排上

队。”尽管形势摆在面前，困难重重，但黄丽华

说她和同事们都有把这事办成的决心。一方

面想方设法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动员

社会力量捐助，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当时市领

导看到了市科协建科技馆的决心，于是在1995
年科技馆建设正式立项；1996年5月，嘉兴市

科技馆正式动工建设。

“开工建设后，我们面对更多建设资金的

压力，市政府立项时总投资 600万元，其中政

府投资 150万元，分 3年到位，而最后建设结

算总投资2000多万元。我们成立募集捐款小

组，科协内部首先带头捐款，前往嘉兴各地各

行各业争取资金，许多人出钱、出物、出力，涌

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科协的一位清洁工阿

姨捐了 50元，要知道她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

才三四十元；当时杭州青少年杂技团专门为

我们进行了两场义演，筹集20多万元……”

在黄丽华的回忆中，当时科技馆的建设

还得到了市领导和各行政部门的全力帮助，

“范巴陵副市长除了个人捐款，还帮助联系省

计委领导专项资助 20万元；市财政局多次帮

助解决资金问题，向省财政争取到100万元项

目资金及后来科技馆展品更新资金等……”

“原来科技馆的建设这么不容易。”小记

者们感叹道。

实际上，不仅是科技馆场馆建设，在后来

的展陈布置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倾情赞助。

从核电科普、数学迷宫、人体科学，到邮电通讯、

天文气象……开馆时的几大展区常设展览，绝

大部分都由社会各界捐资设立。“秦山核电公司

捐赠与整体布展的核电展，重点展品1:10的仿

真核电模型是当时国内最大的……”

“那时候有句话叫‘托起明天的太阳’，正

是因为全社会上下对科学的重视、对青少年

的关注，才实现了我们建成嘉兴市科技馆的

梦想。”和小记者们聊起建馆的故事，黄丽

华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几个字概括了科

技馆从无到有，从几个人的一腔孤勇到全社

会的众志成城，在窘境中谋发展、在困顿中

寻资金，嘉兴市科技馆的顺利落成，不仅成

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更见证着一座城市的万

众一心。

历时一年多建设，1997年9月22日嘉兴市

科技馆正式开馆，内设常设展厅、专题展厅、教育

长廊等不同功能展区，满足了包括青少年在内

不同年龄层科技爱好者的科普需求。

“哇，原来我们的科技馆已经26岁啦！”听

黄奶奶讲建设科技馆的故事，小记者们纷纷

发出感叹，“那您觉得20多年来科技馆给嘉兴

青少年的成长和城市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1997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意义上

的科技馆并不多，嘉兴市科技馆的建立不仅

轰动了嘉兴，在全国也颇有影响。在当时的

业内，不少地方的科协和科技馆来嘉兴市科

技馆考察交流。”拿起珍藏的老照片，黄奶奶

一页一页地和小记者们聊起科技馆曾经辉煌

的发展史——

1998年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

来到嘉兴市科技馆，视察嘉兴优质农产品展

示会暨农业科技交流会。我想这得益于我们

的科技馆有 1620平方米的大空间展厅，有举

办大型展览的条件。

2000年2月，嘉兴市科技馆获得“全国科

普教育基地”“全国科普工作先进集体”等荣

誉称号。

2006年11月，嘉兴市科技馆成为中央文

明办、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馆走进校园”全

国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

26年来，嘉兴市科技馆从无到有，从万

众聚焦到正式进入公众视线，在国家战略交

汇叠加、城市发展能级加速跃升的大背景

下，科技馆与城市相融共生，见证和陪伴一

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成长，也为嘉兴留下了无

数科学印记。

与城市相融共生，为嘉兴留下科学印记

黄丽华，1993年至 2002年 7月担任嘉兴市科协党组书记、主
席。嘉兴市科技馆从1993年筹划到1995年正式立项、1997年正式
开馆，时任嘉兴市科协主席黄丽华和科协全体成员付出了巨大的
努力和艰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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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船少年说|我的城市我的

嘉”大型主题寻访活动已正式启

动，参与活动请扫上方二维码。

八八战略20周年
嘉兴市撤地建市40周年

小记者特别报道

陈省身应黄丽华之请为嘉兴市科技馆题
词：求实创新 探索科学真理

《上海科技报》刊登的嘉兴市科技馆开馆图



科技馆的足迹，城市的印记

听嘉兴市科协原主席黄丽华与小记者“说”

N晚报记者 居 郦 摄影 实习生 朱晨语 小记者 曹蕊晟 项语晨 夏诗雨 姚俞

萱 林亦馨 老照片由嘉兴市科技馆提供

40年城市记忆名片

黄丽华，1993年至 2002年 7月担任嘉兴市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嘉兴市科

技馆从 1993年筹划到 1995年正式立项、1997 年正式开馆，时任嘉兴市科协主

席黄丽华和科协全体成员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艰辛，也得到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关

心和支持。

作为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

窗口，一座城市里的科技馆，任重而道远，更与城市相融共生。1997年 9月 22

日，嘉兴市科技馆开馆，不仅为嘉兴市青少年和科学爱好者提供了探索科学魅力、

学习科学方法、感受科学精神、提高科学素养的阵地，更提升了嘉兴的城市品位。

26年中，科技馆为嘉兴留下了无数的城市印记，为青少年的成长提供驱动力。

8月 8日上午，来自辅成教育集团穆湖部的 4名晚报小记者和 1名阳光伙伴

小主持人在大记者的带领下，来到市科协原主席黄丽华奶奶家中，和黄奶奶聊一

聊科技馆的过去和未来。

为“托起明天的太阳”，众志成城来建馆

“周末干什么？”“那去科技馆逛逛吧。”对于嘉兴的青少年来说，位于友

谊街 471号的嘉兴市科技馆是孩子和家长们周末、节假日的打卡点。

“黄奶奶您好，我们是南湖晚报小记者。听说现在的嘉兴市科技馆是您在任

的时候建立起来的，能和我们讲讲当年的故事吗？”

“很高兴接受咱们小记者的采访。30年前筹建嘉兴市科技馆，我刚当选市

科协主席不久。上任后的一次会议上，我和新一届科协领导班子讨论工作目标时，

建设嘉兴市科技馆的想法被提了出来。”

“建设中你们有遇到什么困难吗？”认真的小记者拿起笔，边听边记边提问。

“当然有啦！你们现在觉得科技馆在全国各地都很普遍吧，但上世纪 90年

代初全国范围内的科技馆并不多。地方财力十分有限，嘉兴撤地建市不过 10年，

建设项目很难排上队。”尽管形势摆在面前，困难重重，但黄丽华说她和同事们

都有把这事办成的决心。一方面想方设法争取政府财政支持，另一方面动员社会



力量捐助，减轻政府财政压力。当时市领导看到了市科协建科技馆的决心，于是

在 1995年科技馆建设正式立项；1996年 5月，嘉兴市科技馆正式动工建设。

“开工建设后，我们面对更多建设资金的压力，市政府立项时总投资 600

万元，其中政府投资 150 万元，分 3年到位，而最后建设结算总投资 2000多万

元。我们成立募集捐款小组，科协内部首先带头捐款，前往嘉兴各地各行各业争

取资金，许多人出钱、出物、出力，涌现了很多感人的故事。科协的一位清洁工

阿姨捐了 50元，要知道她那时候一个月的工资才三四十元；当时杭州青少年杂

技团专门为我们进行了两场义演，筹集 20多万元……”

在黄丽华的回忆中，当时科技馆的建设还得到了市领导和各行政部门的全力

帮助，“范巴陵副市长除了个人捐款，还帮助联系省计委领导专项资助 20万元；

市财政局多次帮助解决资金问题，向省财政争取到 100万元项目资金及后来科技

馆展品更新资金等……”

“原来科技馆的建设这么不容易。”小记者们感叹道。

实际上，不仅是科技馆场馆建设，在后来的展陈布置中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

倾情赞助。从核电科普、数学迷宫、人体科学，到邮电通讯、天文气象……开馆

时的几大展区常设展览，绝大部分都由社会各界捐资设立。“秦山核电公司捐赠

与整体布展的核电展，重点展品 1:10的仿真核电模型是当时国内最大的……”

“那时候有句话叫‘托起明天的太阳’，正是因为全社会上下对科学的重视、

对青少年的关注，才实现了我们建成嘉兴市科技馆的梦想。”和小记者们聊起建

馆的故事，黄丽华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几个字概括了科技馆从无到有，从

几个人的一腔孤勇到全社会的众志成城，在窘境中谋发展、在困顿中寻资金，嘉

兴市科技馆的顺利落成，不仅成为一代人的共同记忆，更见证着一座城市的万众

一心。

与城市相融共生，为嘉兴留下科学印记

历时一年多建设，1997年 9月 22日嘉兴市科技馆正式开馆，内设常设展厅、

专题展厅、教育长廊等不同功能展区，满足了包括青少年在内不同年龄层科技爱

好者的科普需求。

“哇，原来我们的科技馆已经 26岁啦！”听黄奶奶讲建设科技馆的故事，

小记者们纷纷发出感叹，“那您觉得 20多年来科技馆给嘉兴青少年的成长和城

市的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1997年，当时在全国范围内真正意义上的科技馆并不多，嘉兴市科技馆

的建立不仅轰动了嘉兴，在全国也颇有影响。在当时的业内，不少地方的科协和

科技馆来嘉兴市科技馆考察交流。”拿起珍藏的老照片，黄奶奶一页一页地和小



记者们聊起科技馆曾经辉煌的发展史——

1998年 10月，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来到嘉兴市科技馆，视察嘉兴优

质农产品展示会暨农业科技交流会。我想这得益于我们的科技馆有 1620平方米

的大空间展厅，有举办大型展览的条件。

2000 年 2月，嘉兴市科技馆获得“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全国科普工作先

进集体”等荣誉称号。

2006年 11月，嘉兴市科技馆成为中央文明办、中国科协主办的“科技馆走

进校园”全国首批试点单位之一。

……

26年来，嘉兴市科技馆从无到有，从万众聚焦到正式进入公众视线，在国

家战略交汇叠加、城市发展能级加速跃升的大背景下，科技馆与城市相融共生，

见证和陪伴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成长，也为嘉兴留下了无数科学印记。

畅想未来科技馆，科学精神助力成长

相较于嘉兴 1700多年的建城史，26年短如一瞬，借力科技的日新月异和社

会的高速发展，在这 26年中，个人和城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如今 26

岁的嘉兴市科技馆也面临着诸如场馆体量不足、展品设施老旧等问题。

2021 年，嘉兴市“百年百项”重大项目和嘉兴市区“十大标志工程”之一

的南湖未来广场开始动工建设，项目主要包含一馆两中心，“一馆”是指新的嘉

兴市科技馆。也就是说，嘉兴的孩子们将有一个崭新的科技馆啦。

“新的嘉兴市科技馆已经在建设中了，作为我们青少年对新的科技馆有很多

期待，比如我希望能有太空体验、新能源等等，那您呢，有什么期待？”小记者

们对在建中的新科技馆畅想多多。

“从 1997年科技馆开馆，到如今新馆的即将落成，26年来科技馆进一步发

展受到的制约也愈发明显。能够新建科技馆，我真的太高兴了，这说明咱们能为

公众提供更优质的科普教育服务，嘉兴市科技馆也得以在新时代中持续引领科普

工作高质量发展。”虽然退休多年，但黄丽华表示自己总会抽时间去科技馆转转。

对于在建中的新科技馆，黄丽华和孩子们一样有自己的畅想，“新的科技馆

要跟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让市民在我们科技馆这个平台能够及时了解新技

术、新产品等信息。还能传播科学思想、科学方法和科学精神，充分发挥现代科

技馆的作用。”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黄丽华希望全市的青少年能够传承“献身、

创新、求实、协作”的科学精神，多观察、多思考，培养科学创新的思想和方法，

走进科技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在其中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爱好。



2023年每月第二周刊载作品目录

月份 标 题 刊登日期

1 月 《写好作文有诀窍！听听征文大赛往届冠军们怎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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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8月 12日

9 月 《国旗下，亚运火炬手张晓萍讲述火炬的故事》 2023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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