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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率先实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

国家创新人才高地，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研机构。

——中国科学院办院方针

首页 组织机构 科学研究 成果转化 人才教育 学部与院士 科学普及 党建与科学文化 信息公开

2017-05-05  来源： 中国科学报 袁一雪 语音播报【字体：大 中 小】

首页 > 传媒扫描

【中国科学报】科普基地升温旅游大市场

　　下一个假期，如果你在朋友圈中PO出在贵州黔南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科学院青岛海洋科考船、甘肃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等科普基地的旅游照

片，一定会甩晒海边度假、晒农家乐烧烤几条街的……

　　科技馆、海洋馆、植物园……在刚刚过去的五一小长假，短途的科普场馆游受到了追捧。

　　“在雨林植物馆里有来自美洲、非洲和亚洲的热带植物，这里有常见的热带名树椰子、槟榔，有世界三大饮料可可、咖啡和茶，有调味佳品胡椒。在沙漠

温室有被称为‘有生命的工艺品’的肉质多浆植物——仙人掌。”“绞杀现象是热带雨林的一道奇特景观，更是热带雨林典型的生存竞争案例。”一位年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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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女讲解员正带领一众游客游走在华南植物园温室群景区，每到一处，便停下来细细讲解。在众人或新奇、或探究的眼神中，科学知识就这样润物细无声地沁

入心底……

　　这位美女讲解员并非专业导游，而是中科院华南植物园在读的博士生余倩霞。小长假期间，她的工作忙碌而充实。上一个小长假，也就是清明节期间，华

南植物园日接待量超过了3万人。

　　小长假火爆起来的类似科普基地不只是植物园，各省市的科技馆、海洋馆和博物馆也成为不少旅游、科技爱好者的热门选择。根据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

今年的清明节期间，客流避开了热门的景点景区，反倒是广州长隆野生动物园、香港海洋公园、上海科技馆、常州中华恐龙园、成都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武

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等成了热门景区景点。

　　得天独厚的资源

　　华南植物园里导游们的导师是中科院华南植物园艺中心副主任廖景平，他自1992年就开始在华南植物园工作，如今专职负责植物园的科普工作。“华南植

物园是全国植物园中是最早对外开放的植物园，也是最早开展科普旅游工作的，1959年国庆节就开始对外开放了。”廖景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廖景平现在所在的部门是科普旅游部。作为一个成熟的科普基地，华南植物园将植物按照专科专属进行细分，每到一个园区都有不同的景色和植物类群，

详细的解说牌和专业的导游让游客赏景的同时了解不同的植物故事。不定期的临展和科普活动的举办，更是吸引了不少游人来此接触大自然。

　　“我们的讲解队伍中不仅有老专家，还有女博士导游。”廖景平颇为自豪地说，如此强大的专业讲解团队在其他科普基地并不多见。为了提高游客的兴

趣，园区的“导游们”各个身怀绝技，从植物分类到植物探索的发展趣闻，再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皆“口到擒来”。

　　谈及专业导游，绕不开另一件令廖景平自豪的事：华南植物园与西双版纳植物园一起率先设立了科普专业的研究生。这一专业的设立，让华南植物园从不

缺乏导游资源，堪称“学历最高的导游团体”。

　　除了高水平的讲解工作，廖景平也利用“互联网+”的形式，带领同事们不断更新科学网上名为“新花镜：琪林瑶华”植物科普博客，在网络上传播科学

知识。“新花镜”的博客名取自上世纪80年代“中国植物园之父”陈封怀出版的一本名为《新花镜》的画册，该画册收录了华南植物园100多种园林花卉。这

本画册与清朝出版的《花镜》遥相辉映。廖景平希望将老一辈的精神进行传承，于是将博客定名为“新花镜：琪林瑶华”。

　　现场讲解、网站宣传、不定期展览……每一个来到和网上参观华南植物园的游客都颇有收获，对植物乃至人与自然的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因为科普工作

开展得有声有色，华南植物园先后被评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全国科普教育基地”以及“植物学与环境教育基地”。2016年，华南植物园还入选了

广州科普一日游的景点。

　　华南植物园并非是科普基地上的一枝独秀，廖景平曾对全国191所植物园做过调查，许多植物园都在依托“先天”的优势——比如科普素材、讲解人员等

——耕耘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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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场馆到旅游景点的“转身”

　　因为设施齐全、环境整洁，又能学习知识，植物园、海洋馆等场所，成为很多家庭出游特别是亲子出游的首选。而为了逃避人山人海的热门景区以及周

末、三天小长假短期选择家门口的出行地，科普基地越来越“火”。

　　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旅游学系副主任陈家刚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对使用“旅游”这个词还是有点“纠结”，陈家刚认为，仅是短途

的场馆游很难被界定为旅游，或者应该更准确地称为“休闲”。

　　在我国旅游出版社出版的《旅游概论》一书中，旅游被定义为“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产生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是人们以游览为主要目的的非定居者

的旅行，和暂时居留引起的一切现象和关系的总和”。

　　“旅游首先要产生地理位置的空间变化，其次要有消费过程。但是近距离甚至一地的科技馆、海洋馆之旅算不算旅游，还是休闲活动，界限很模糊。”陈

家刚解释说，“所谓的科普之旅其实也是我国现有的不完善的带薪休假制度下的产物。”

　　但陈家刚认为，科普旅游属于特色旅游的一种，是旅游市场日渐成熟、逐渐细分的结果。

　　其实，并不局限于科普场馆，更加丰富多彩的科普旅游也多了起来。2016年11月，北京市旅游委、市科委主办的2016年京津冀科普旅游活动启动，26条

科普之旅一日游线路和6条两日、三日游线路，把京津冀的科普游景点串了起来。今年3月，国家旅游局、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布了“首批中国十大科技旅游基

地”，贵州黔南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湖北宜昌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中国科学院南京紫金山天文台、中国科学院

青岛海洋科考船等入选。

　　一些嗅觉灵敏的旅行社也推出了科普旅游线路。天马国旅德胜分社副总经理石尤自两年前开始组织这样的旅游线路：去酒泉了解航天工程，去营地进行自

然探险，去奶牛场参观牛奶的生产过程……

　　还需精耕细作

　　作为科普旅游的策划者，石尤认为科普旅游有别于普通的走马观花似的旅游：首先，每一条科普旅游的线路主题都要经过精心策划，不同的主题针对的人

群不同；其次，景点线路相较于大众式的旅游行程，要少而精，不能偏离主线，甚至购物点都要精简；最后就是需要专业人士领队，才能让科普之旅做到“货

真价实”。

　　因为目前并没有针对导游进行的专业科学知识的培训，所以具备极高科学素养的专业导游在社会上并不好寻觅，石尤选择了与专业的科研院所或厂家合

作。“我组织游客，合作方负责场地安排和提供专业。”石尤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但令他颇为遗憾的是，目前很多好的科普资源都掌握在专业科研院

所、高校、政府手里，出于涉密、管理等原因，都没有对外开放。即使有些开放，也都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例如一些植物园、动物园，都没有很专业讲

解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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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如果配备专业人员带队，其吃住行及劳务费其实都是均摊在每位团员身上的，这样无形之中就会比常规团贵，再加上没有购物、自费项目等补

充，高昂的价格会让客户望价兴叹。”石尤坦言。

　　对此，作为科研机构的工作人员，廖景平有其自己的理解：“专业的讲解适合人数较少的情况。如果人数较多的旅行团前来，很可能无法专注倾听讲解内

容。”

　　尽管有困难，陈家刚却认为旅行社与科研机构的合作势在必行，因为“旅行社因为经济利益驱使组织的旅游自然以游客为主，希望吸引游客的眼光。但专

业的科研结构等专业性虽强，市场敏感度却不高。”他进一步建议说，旅行社应该找准自己的市场定位，特别是科普旅游线路针对的特殊人群，“目标越准确

方能更长久”；其次，要与科技馆、博物馆等专业机构进行合作，不断延伸新的主题。而专业机构也应该尽可能的发挥特色，多做市场调研了解市场需求，更

新展览内容。

　　或许早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华南植物园一直不断将花卉主题按照季节进行调整，同时开设了一些教育课程。“2016年，我们设计了中小学和家庭的专门

的园艺课程，还针对大学生推出了植物课程体系。”廖景平介绍道。这也让华南植物园从2003年30万人次的旅游人数在2011年翻了三番，达到100万。

　　“科普旅游任重道远，不论是工作人员还是管理者，都需要投入更多的精力，发掘传播内涵，科普旅游的工作者要善于发现美，善于表述美，培养公众欣

赏美，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让浮华世界变得宁静一些，让他们享受自然。到了植物园的自然环境，无需奔走，静下心来聆听花开的声音、静赏虫鸟的鸣

叫。”廖景平感慨道。

　　带着发现的眼睛，让生活慢下来，这样的旅行方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难。“科普线路是全新的旅游形式，需要政府及相关部门，旅行社或其他机构，

客户共同培育。”石尤也给出了建议。政府多引导、扶植，多开放资源；旅行社也不能只注重眼前的利益，而是要肩负起提高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提高的责任。

　　除了组织旅游的机构和企业需要准备，渴望旅游的人们也需要为自己的旅行做一些计划。陈家刚建议，自己做出游计划首先要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如果没

有特别的兴趣点，那么跟随新闻热点进行旅游也是不错的选择。比如如果对我国航母下海的新闻感兴趣，不妨去天津滨海航母主题公园游玩；或者借着“天舟

一号”上天的“东风”，选择航空航天的博物馆了解一下我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对于更高级的旅游计划则可以按年计划，通过一年的几次活动完成同一个主

题。”陈家刚说。

　　“希望游客也不要只盯着团费，想着出国游，祖国的大好河山都还没见过，只想着去日本买马桶盖，去美国欧洲买名牌。”石尤表示，“特别是带小孩子

旅游，在孩子的眼中，三亚的海与马尔代夫的海有什么区别？寓教于乐才是最重要的。”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7-05-05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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