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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许纳芳）厦门市赣州商
会昨日举行第二届第四次会员大会。百余
名商会会员企业家、乡贤代表、特邀嘉宾齐
聚一堂，畅叙浓厚情谊，共谋经济发展。

活动现场，厦门市赣州商会会长、厦门
澳丽尔日化有限公司董事长曾罗生作
2023跨年度工作报告。他介绍，自去年9
月以来，厦门市赣州商会全力做好服务会
员企业工作，以轮值团队牵头，先后走访企
业79家，乡贤企业6家。通过面对面交流，
增进会员企业之间的了解，实现信息共享、
抱团发展；成立商会文旅产业委员会，为会
员企业提供共同开发文旅新项目，共享闽
赣旅游“红利”的大平台；开展“十企连心”
活动，以常务副会长为组长，每10至12人
为一组，通过开展小组活动，分享管理经
验、成功做法，达到互帮互学互助的目的，
助力企业做大做强。

曾罗生说，接下来，商会将进一步强化
担当、展现作为，扎实做好商会的各项工
作，为推动厦门和赣州两地经济高质量发
展争做贡献，再立新功。

据悉，厦门市赣州商会成立于2015
年，以“团结 共赢 务实 创新”为办会理念，
以促进厦门和赣州两地投资、经贸、文化交
流合作，服务经济发展，服务企业为主要任
务，曾获2021-2022年度福建“四好”商
会、厦门4A级社会组织、2022年度优秀外
埠商会三等奖等多项荣誉。

本报讯（文/记者 林晓云 图/受访
者提供）灭火器、自行车轮、可口可乐、
篮球、枕头、弹簧绳……日常所见的物
品在物理法则下，竟展现出魔力效果。
昨天下午、晚上，闽南大戏院的舞台
上，主角是和牛顿法则、守恒定律、光
电效应相关的各种物理实验。百老汇
互动科学剧《物理秀》的上演，将物理
奥秘还原成生活现象，激发孩子们的
想象，寓教于乐。

《物理秀》曾在纽约外百老汇连续
驻场演出6年，进行超过1000场经典
物理实验。剧中WHY博士以及助手
用诙谐幽默的表演，在舞台上演示数
十个经典物理实验，展现力学、光学、
电学、声学等多个物理学科领域的奇
妙现象。

此次中文版《物理秀》里，不少元
素让中国观众很亲切，比如研究中国
版图的“质心”在哪里，答案是兰州。抛
掷地图的时候，整张纸都是以兰州为
中心旋转的，这个原理的展现，用了小
圆灯泡放在中国地图小洞里，再把中
国地图扔出，大家看见中间这个兰州
位置的点，始终不会晃动。继而博士还
讲述道，天文学家在探测远方星系的
时候，如果看到一颗微微晃动的恒星，
就可以判断出星系的“质心”不在这颗
恒星的中心。

剧中讲述学骑自行车时，自行车
的轮子有一定的角动量，帮助初学者
在运动中找到平衡。如果不断转动车
轮，也就是使劲儿蹬，就是不断为这个
系统增加能量。最终，骑车者就学会了
如何利用角动量来保持平衡。

看起来外观一样的普通可乐和无
糖可乐，放在水里哪个会下沉？可口可
乐里有糖，且是玉米糖浆，非常浓稠，
每一听可口可乐里有差不多三分之一
的玉米糖浆，所以可乐的密度很高。任
何比水密度高的物体都会下沉，这就
是相对密度。无糖可乐则含有人工甜

味剂阿斯巴甜，只需要一克就可以使
无糖可乐和普通可乐一样甜。所以无
糖可乐密度比水密度低，放在水里会
上浮。

“原来物理可以这么好玩！”观众
观演时可以随时大声喊出自己的答
案，勇敢表达科学见解。有的孩子受邀
登上舞台，成为WHY博士的临时助
手，参与各类有趣的实验，动脑动手，
互动体验。WHY博士风趣幽默，总是
捉弄他的两个助手，高兴起来，他还会
在实验间隙来一段热舞，把全场气氛
推向高潮。

这场物理实验剧妙趣横生
百老汇互动科学剧《物理秀》昨日在闽南大戏院上演

厦门市赣州商会
举行会员大会

200多场志愿服务 掀起科普新热潮
我市启动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为6家全国科普教育基地授牌

本报讯（记者 王东城 通讯员 颜
伟强刘小龙姚晓青）昨天，2023年厦
门市“全国科普日”在厦门美术馆启
动，为期一周的厦门市“全国科普日”
系列活动正式拉开序幕。市委常委、
宣传部部长吴子东出席启动仪式，并
为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2021
年-2025年）授牌。

昨天是第20个全国科普日，今
年的主题为“提升全民科学素质，助
力科技自立自强”。厦门“全国科普日”
系列活动期间，我市将集中动员组织
社会各界力量，深入农村、社区、学校、
企业等，打造具有示范性、引领性、创
新性、群众性的厦门“全国科普日”活
动盛宴，共组织开展208场次科普志
愿服务活动，进一步掀起科普热潮。

厦门市“全国科普日”系列活动
由市科协、市委宣传部、市教育局、市
科技局等23家单位联合主办。

启动仪式除了为6家全国科普
教育基地授牌，主办方还揭晓第五届
厦门市十大优秀科普（教育）基地名
单，发布厦门市“银龄跨越数字鸿沟”
科普专项行动和厦门市第一个科普
专项奖——“厦门市科普教育奖”。

近年来，厦门市公民科学素养水
平得到显著提升。2022年中国公民
科学素质调查结果显示，厦门市公民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16.4%，位
居福建省首位，在全国15个副省级
城市中位居第6位，在32个省会及计
划单列市中排名第7位，在全国所有
城市中排名第13位。厦门市公民科
学素质水平位于全国城市前列且向
上势头强劲，为推动实现科技创新引
领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2021年—2025年
第一批全国科普教育基地名单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
厦门市青少年气象天文科普基地
厦门科技馆
同安区科学技术馆
厦门大学海洋科技博物馆
厦门市青少年宫

第五届厦门市十大优秀科普
（教育）基地名单

厦门市园林植物园
厦门市青少年气象天文科普基地
同安区科学技术馆
惠和石文化园
厦门园林博览苑
厦门奥林匹克博物馆
故宫鼓浪屿外国文物馆
厦门大学海洋科技博物馆
诚毅科技探索中心
鲸探海洋科普研学基地

■活动现场，
学生参与科
普互动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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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百场科普志愿服务进基层”活动
全市各级各科普单位共组织开

展208场次科普志愿服务活动，为广
大公众提供优质多元的科普体验。

②优秀科普（教育）基地巡游暨
2023年厦门市青少年科普教育科技
教师培训活动

组织对十大优秀科普（教育）基
地进行考察，开展科技老师培训。

③厦门市“银龄跨越数字鸿沟”
科普专项行动

重点围绕解决老年人交通出行、
看病就医、金融理财、购物就餐等高
频应用场景，为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完善政策措施、加大资源供给，推动
形成全社会积极帮助老年人融入数
字生活的良好氛围。

④“十大优秀科普（教育）基地”
学习宣传活动

集中展示我市优秀科普（教育）

基地在普及科学技术知识、弘扬科学
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等方面取得的新成效。

⑤“科普短视频”大赛
鼓励青少年用口述、情景剧、手

绘、vlog、科学实验等形式，拍摄30秒
至5分钟的原创科普短视频，来加深
对科学知识的认识和深入理解。重点
考察作品的主题创意、科学性等。

⑥青少年科技实践活动
面向广大师生开展 2023 年厦门

市“嘉庚启航点亮蓝色梦想，海上课
堂助力‘双减’增效”海洋科普系列实
践活动、“绘眼观万物 童心探自然”
2023 年自然笔记实践活动等特色主
题科普实践活动。

⑦首次设立厦门市科普专项奖
厦门市科学技术协会和厦门市

教育基金会联合发起首次设立科普
专项奖——“厦门市科普教育奖”。

■风趣幽默的表演，把全场气氛推向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