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至是缅怀先人、悼念逝者的传

统节日。近日，陆续来到上海福寿园
祭扫的市民发现，入口处增设了朗读

亭，并免费向市民开放。据介绍，朗读
亭为祭扫市民提供了一个具备专业

录播设备且内外互不干扰的沉浸式
发声空间，系统里有大量的古诗词和

美文，同时市民也可以自主朗读一封

家书、一篇家训、一段思念家人的文
字，提交的声音作品都会上传云端纪

念空间，留存在客户的云上纪念馆
内。前来祭扫的市民表示，为家人朗

读一首诗，祭扫过程中多一种思念的
表达，这种沉浸式的体验很新颖。

首席记者 刘歆 摄影报道

上海公安交警部门发布出行提醒

    空间站里的宇航员如何吃饭？ 为什么有
的星星永远不会落下？ 鱼的记忆真的只有 7

秒吗？ ……对于许多 70后和 80后来说，对
科学的好奇， 很多都是来自于经典科普读物
《十万个为什么》。昨天，《十万个为什么》短视
频在抖音上线，这些 70后和 80后带着孩子
一起了解“怎么知道一块石头是不是陨石？ ”

“为什么说光速是不变的？ ”“都说海水是咸
的，为什么海冰不咸？ ”……

据当年曾经编撰《十万个为什么》的老编
辑回忆，书中的许多“为什么”，都是来自相关
领域的科学工作者。 比如： 消化科的医生提
出，饭前便后要洗手；五官科的医生则提出，

看书要保持一尺远的距离等等，因而“生理卫
生”成为当时在《十万个为什么》中销售量最
高的分册。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院士加入到了《十万
个为什么》的作者队伍中，像汪品先院士既参
与了第六版《十万个为什么》编写，也参与此次
短视频制作，在日常更是把博大精深的科学知
识，在抖音等平台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娓娓
道来，以一种喜闻乐见的方式，触达年轻人。

好的科普作品往往也是讲好科学故事的
精品， 因为这些作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科研
人员自己的心路历程， 通过讲故事的方式带
领受众再次去“复盘”他们的科研历程。 而在
这个过程中，不仅仅传递了科学知识，更让我
们能够切身体会到科学研究的本质， 甚至领
悟到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更加重要的内容，

而这也是讲述科学故事所要实现的目标。 同
济大学物理学教授吴於人是近期受到很多人
关注的科普“网红”，虽然她的实验是“土里土
气”的，但讲解却是通俗生动，原理更是清晰
硬核，加上“不刷题”的账号名，她被亲切地称
为“吴姥姥”。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相辅相成， 科学普
及做到位才能让更多人爱上科学， 为科技创
新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怎么让人爱上科学？

怎样让人不畏艰险地做科学试验？ 这样的科
学精神往往要从青少年时期培养， 并在成长
的过程中，培养起自主学习、独立思考、搏击
思想长空的能力， 其中更是离不开线上与线
下的结合，“吴姥姥” 在这个方面也进行了很
好的尝试。

科学传播首先需要建立信任， 并在信任
的基础上去传播，所以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能够
更好地与目标对象产生共情，也就是“同频共
振”。 好的科学故事不仅仅是让人们获得技能
和知识，而且还能让他们懂得如何学习其他知
识和技能。 像上海市青少年活动中心整合高
等院校、高科技企业、教科研院所等多方资源，

打造出适合中小学的《走进人工智能》青少年
科普读本，从科普和青少年教育的角度，用浅
显易懂和活泼有趣的语言， 结合大量漫画图片、

情景对话、感知实验、探索实例，介绍人工智能会
“学习”、会“看”、会“听说”等方面的技术和应用，并
讨论人工智能伦理和展望人工智能未来。

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中，科普工作“怎样做”具有重要的意义。在聚集
一批有影响的科普大 V的同时， 也应充分利用
好本市各级各类科普场馆和基地，进一步提升
宣传推广方式方法。媒体在近日举行的上海市政
协年末委员视察中获悉，截至去年底，上海共有
示范性科普场馆 56家， 基础性科普基地 262

家，青少年科学创新实践工作站29家，基本形成
数量充足、类型多样、功能齐全的科普设施框架
体系。 全市平均每42万人拥有一个科普场馆。

上海科创中心“十四五”规划提出，上海
要 “打造全国科普高质量发展的标杆” 的目
标。 用科普方式诠释科创中心， 通过数字赋
能，让科普供给更均衡、更精准、更充分，推动
公共设施嵌入科普功能， 构建区域特色科普
生态，将进一步助力提升城市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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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上网，“怎样做”落地
方 翔

新民眼

    本报讯（记者 杨洁 特约通讯员 李辉）

2021年冬至祭扫活动高峰即将来临，今年祭
扫活动继续实行“延长周期、错峰引导、高峰

预约”，预计自 12月初至 21日，全市 54家经
营性公墓（骨灰堂）将有 194万人次、34万辆

车次出行祭扫，人流、车流量较去年同期略有
增加。其中，祭扫高峰将出现在 12月 18日、

19日、20日、21日（共计 4天），人流、车流总
量 126万人次、22万车次；12月 21日（正冬

至）将出现祭扫高峰极值，当日人流、车流量
分别达 56.9万人次、9.7万车次。

本市公安交警部门为此将加大辖区高速

公路、城市快速路，以及公墓、骨灰堂、旅游景

点门前及周边道路警力投放力度，强化通行

秩序管控；加强现场指挥疏导，必要时将采取
人工干预的方式，对排积距离较长的车流实

施有序分流；引导祭扫、旅游车辆规范、有序
前往公墓、骨灰堂、旅游景点内部停车场或周

边道路停车点停放，防止车辆积压导致门前
及周边道路交通拥堵；协调清障施救单位配

齐配足牵引车辆并科学、合理设置待命点，确

保及时处置抛锚、事故车辆。

公安交警部门还将结合“砺剑 1号”专项
行动及交通违法攻坚整治全市统一行动，将

整治点位针对性地向辖区公墓、骨灰堂、旅游
景点、大型商圈周边道路倾斜，加大“右转不

停”“客载货”“路口滞留”等各类易致堵、易致

祸、易致乱交通违法的整治力度，防止“由乱
致堵”“由乱致祸”。

此外，公安交警部门还将重点围绕高
速公路，会同交通执法部门持续加强大型

客车的拦截检查，严查客车超员、凌晨 2 至
5时违规营运等交通违法行为，检查中一旦

发现涉嫌站外上客、非法营运的，立即移交

交通执法部门处置。
公安交警部门在此提醒广大市民，尽量

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前往墓区，如果驾车请提
前了解、规划路线，并听从现场执勤交警的指

挥，保持有序行车、停车，安全文明出行。

冬至祭扫高峰将至，21日达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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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金旻矣）不同树种，怎

样修剪才算过度？昨
天，由上海市绿化和

市容管理局和上海市
房屋管理局主编、上

海市绿化管理指导站
参与编制的《上海市

居住区常见树木修剪

指南》（下称 《指南》）
以宣传海报的形式正

式发布，这份海报画

得明明白白，市民可
自行下载打印。
记者看到，在《指

南》海报中，画出了水
杉、香樟、悬铃木、意

杨 4种上海居住区内

常见的影响居民通
风、采光的树木，每个

树种都画出了自然形
态、常规修剪、回缩修

剪、过度修剪四种形
态，居民、物业和绿化

修剪企业都可一目了
然。同时，海报中也明

确了进行回缩修剪的
条件和程序，并给出

了投诉受理电话。
绿化部门表示，

近年来，居住区树木
修剪越来越受到市民

关注，但《上海市居住
区绿化调整实施办

法》《上海市居住区绿
化调整技术规范》中的修剪要点和技术要

求过于抽象。此次海报型《指南》，将主要的
技术要求图片化，方便居住区管理人员、居

民和养护单位参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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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读亭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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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记者

马丹）申城一早被雨
雾笼罩。凌晨 2 时

27分，浦东新区发
布大雾黄色预警，上午以前部分地区出现浓

雾，能见度不足 500米。然而，浓雾散去，天气
也未返晴。时隔半个月，寒潮又要来袭———它

步步逼近，在与暖湿气流争夺地盘的过程里，

也催生了淅沥的小雨。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最
新消息，今天是近期最暖的一天，受强冷空

气影响，今天半夜起气温将出现断崖式下
跌，16 日～18 日 48 小时的日平均气温降幅

可达8℃～10℃，尤其是 18日早晨，本市将跌

入“冰窟”，市区最低气温预计只有 2℃左右，
郊区更低，将跌到-3℃~0℃，有薄冰，局部地

区有冰冻。好消息是，干冷空气会驱散雨水，
明天起又会切换回晴冷干燥的天气“模式”。

虽然进入深秋以来，冷空气来了好几波，
但都是速战速决型：降温后，立马升温，所以，

至今上海都没有冬天的感觉。今夜这波寒潮

也是相同的“套路”，来去匆匆，周日起气温就
会迅速回升，下周一最高气温可达 14℃。“什

么时候入冬”的问题问了又问，今年的冬天到
底还来吗？市气象局首席服务官邬锐博士说，

上海气象入冬的标准是：立冬后，连续五天日

平均气温低于 10℃，那么五天里的首日为入
冬第一天，按这个标准来看，21日的日平均

气温很关键，让这轮入冬冲刺存有一丝悬念。
“但是，入冬的划分并非仅仅‘气象入冬’这一

种。除了气象意义上的冬天，还有‘气候上的
冬天’和‘传统文化里的冬天’。前者将一年

12 个月一分为四，12 月到下一年的 1 月、2

月为‘今年冬天’。后者约定俗成认为立冬到
立春的这段时间是我国大部分地区的冬天。

如果按照这两种定义，其实，现在上海也可以
算是身处冬季了。”

近期最暖是今天 寒潮今夜就来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