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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静俊主要工作业绩

本人自 2012 年起从事科普工作，十余年来主导、参与了多项科

普活动组织、科普内容资源创作和普及推广，助力提高了本市公民科

学素质，激发了广大市民对科学的兴趣和热情。现将主要工作业绩总

结如下：

一、2015 年起带领团队全方位承办国内首个国际自然保护周活

动，打造上海生态科普名片

“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由市科委、市生态环境局、市教委、市

绿化市容局、市科协、市水务局、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等七家单位共

同主办，自 2015 年起每年一届、连届举办。我作为项目的主要执行

人，迄今已成功承办九届，明确了项目的科普定位和“国际化”、“大

众化”两大鲜明特点，自第一届起带领相关团队负责“上海国际自然

保护周”品牌下各项主题活动的设计策划和落地开展，有效提高了公

众的自然保护意识和“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的主动性，累

计参与和受众人次超过 1亿。2019 年，本人因承办“上海国际自然

保护周”活动项目对本市生态科普工作做出贡献，获得市人保局、市

生态环境局共同颁发的“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标兵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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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学习、广泛调研，创承办国内首个自然保护周

我从 2014 年初开始策划首届活动，为了能创办好国内首个以自

然保护为主题的大型科普公益活动，本着生态科普、惠民利民的精神，

带领策划执行团队查阅了国内外大量资料，征求国内自然保护领域著

名专家建议，听取市领导与相关部门的意见，促使保护周具备独特创

新的内涵与外延。为了打响沪上生态科普品牌活动“第一枪”，本人

通过多番协调沟通，促成首届自然保护周开幕式与上海自然博物馆新

馆开馆同步开展，形成“1+1＞2”的聚合效应，为首届自然保护周揭

幕积攒了相当的科普人气与期待。在此基础上，我带领团队策划通过

名人效应为项目带来更多的热度和话题：经过各方筛选，决定邀请国

际篮球明星姚明作为首届活动形象大使。姚明作为野生救援公益大使，

“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的公益宣传广告深入人心，他多次前往非洲

参与大象保护工作,在国际社会呼吁公众停止购买象牙等野生动物制

品。我主动沟通，多番尝试后得到姚明本人的积极回应，不仅应邀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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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形象大使，更作为演讲嘉宾在现场分享了他在非洲大陆保护野生动

物的见闻和感悟，获得了现场观众和广大网友的热议和支持，为上海

国际自然保护周项目奠定了“高度”。此后，我每年为活动策划邀请

一位热心公益的公众人物担任形象大使（如胡歌、黄豆豆等）带头发

起《生态文明行动倡议》，通过“名人代言”的方式凝聚起全社会共

同参与生态文明科普传播工作的强大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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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夯实基础、精心策划，调动全民参与自然保护的积极性

“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以“科普自然保护理念”为核心内容，

经过提炼，形成了“记录自然、感受自然、揭秘自然、呵护自然”的

永恒主题，每届活动根据当年生态科普热点设计特定主题。

本人带领策划执行团队充分考虑老中青各类人群自身需求和兴

趣，突出活动的核心对象是广大群众，在加快科创中心建设进程中创

建各类国际科普活动来提高社会公众的科学素养和自然保护意识。尤

其是具有国际元素的“名人讲坛”，本人每年通过专家个人和高校、

科普场馆、国际组织等单位引荐，邀请全球具有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

专家、学者参加自然保护周相关活动，并分赴大专院校、社区等基层

为市民作专题科普讲座，提高受众对自然保护的新认识，并通过组织

召开“圆桌会议”共话自然保护与生态建设，提出大量有关上海生态

建设的合理化建议和行动方案。此外，本人还带领项目团队整合优质

科普教育资源，开展环保科普活动、青少年主题活动、生态践行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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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摄影展、手机随手拍大赛、人与自然市民科普活动、科普场馆主

题活动、主题科普影视展映活动等各项群众性科普主题活动，邀请市

民朋友们在科普场馆和科普教育基地中学习体验，走进环城绿带、动

植物园、湿地公园，充分享受上海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提高保护自

然的意识和主动性。在本人带领的项目团队努力下，2015 年首届活

动参与人次为 43.7 万、受众人次为 97.4 万，直到 2023 年这两项数

据已攀升至 505 万和 1 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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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打造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宣传模

式

本人和本人带领的策划执行团队每年邀请人民日报、央视上海站、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科技日报、中新社等几十家中央、本

地媒体参与自然保护周各项活动，各家媒体均对活动作出专题报道和

积极评价，如人民网点赞 2022 年自然保护周“以数字技术赋能绿色

发展”的创意，认为“本届国际自然保护周创新性地将生态科普与‘元

宇宙’结合，让自然保护工作紧跟数字时代发展的潮流，参加数字藏

品收藏的市民也成为了上海绿色元宇宙的第一批‘元住民’”；人民

日报评价：“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已成为广大市民了解自然、亲近自

然、呵护自然的重要平台，以及上海重要的城市名片和活动品牌，形

成了示范引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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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方面，本人和本人带领的策划执行团队创办专门的网站和

微信公众号，便于广大市民及时了解相关资讯、报名参与各项活动，

并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自第三届起向公众直播相关科普活动，累计

直播观看人次超 4000 万。

（第三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直播观看人次 210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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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直播观看人次 859 万）

（第五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直播观看人次 734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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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直播观看人次 842 万）

（第七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直播观看人次 808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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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直播观看人次 810 万）

2023 年，在本人积极协调下，成功与支付宝“蚂蚁森林”达成

首次合作意愿，共同定制线上科普宣传活动。第九届上海国际自然保

护周举办期间，超 1 亿人次支付宝用户通过“蚂蚁森林”抽取第九届

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神奇物种卡片，合成“上海城市湿地生态系统图

鉴”，在寓教于乐的科普游戏中学习和传播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知识，

为项目带来非常可观的正向流量，通过开拓全新的宣传模式进一步巩

固了项目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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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足上海、辐射全球，树立生态环境保护科普典范

每年自然保护周前夕，本人和本人带领的策划执行团队都会通过

联系区科委、科协、各街镇等，协调全市 200 余块商业、户外电子屏

滚动播放自然保护周公益宣传片，并从 2016 年起陆续开拓与沪上两

大机场、华东空管局、东航、国航、南航等单位的合作，于每年“十.

一”黄金周和自然保护周活动期间向旅客发放保护周宣传旗，并在多

个国内、国际航线上推出“自然主题特色航班”，不断树立和强化自

然保护周的品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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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孵化和落地方面，本人在上海与对口合作地区的有关单位间

牵线搭桥，促成“云南灵长类濒危物种保护项目”等有显示度的项目

落地，推进本市及对口合作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公众科普教育等

工作，在全国形成了示范引领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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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我作为该项目主要执行人，协助市生态局制作相

关视频、展板等宣传资料，将“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为作为城市生

态名片和科普典型案例送上了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二阶段会

议这一高层次国际舞台，向全世界展示了上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成果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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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2015 年起运维科普新媒体平台，策划实施多项“10 万+”线

上科技传播活动

（一）长期运维“上海科普”新浪微博账号，累计发布 16000

余条内容

本人及本人带领的项目团队自 2015 年起运维“上海科普”新浪

微博账号，截至 2024 年 7 月，账号累计发布 16000 余条内容，累计

粉丝量超过 22万，固定科普栏目最高阅读量超 1800 万人次。

在本人及团队的运营下，该账号以时事热点科普为主，及时破解

各类谣言、传播正确的科学知识，2015 年获评“上海政务微博（重

要机构类）前十强”，2017、2018 年获得“上海政务新媒体优秀奖”

（该奖项出现在每年度《上海政务新媒体发展报告》中，由市政府办

公厅、市政府新闻办、市网信办联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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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策划实施“科普战疫，我们在行动”活动，获上海市 2020

年度“科技创新

行动计划”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科普专项项目支持在 2020 年年初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本人牵头策划实施“科普战疫，我们在行动”

活动，通过“上海科普”新浪微博号等平台发起“科普战疫，我们在

行动”科普宣传话题与栏目，面向全市社区与广大市民，邀请专家型

志愿者与广大市民开展“零时差、零距离、零障碍”的科普交流活动。

在为期六个月（2020 年 1月-6 月）的活动中，本人及本人带领的团

队通过各平台共发布相关科普推送 400 余篇，“科普战疫，我们在行

动”话题阅读量突破 1000 万人次，在线讨论量达到 1000 余条。相关

科普内容得到市教委、市农委、市绿化市容局、市气象局、各区政府

新闻办以及云南省科协、北京市朝阳区卫健委等外省市官方媒体的认

可和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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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结合“世界高血压日”策划开展“公众科学素养与高血压

达标线上研讨会”，超 10 万人次与院士专家线上交流

每年 5月 17 日是“世界高血压日”，本人连续多年携手总队专

家型志愿者，为市民带来线上线下健康科普活动。2022 年 5月 17 日，

本人通过联络高血压诊治专科联盟、中国医师协会心血管病专业委员

会等单位，在线上共同举办了“公众科学素养与高血压达标线上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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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并通过“科普云”、腾讯小鹅通等平台全程直播，邀请中国科

学院院士葛均波、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孙英贤、中山医院副院长钱菊

英等十余位专家在线科普高血压病的治疗、控制和预防，实时回答网

友提问，提高公众对高血压病危害的认识与重视，建立良好的生活习

惯。本次活动得到社会公众、尤其是高血压病患者的积极参与，直播

浏览量 10.8 万人次，网友互动留言提问 157 条，点赞数达 1.7 万人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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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013 年起统筹管理上海科普教育志愿服务总队，开创科普

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上海科普教育志愿服务总队”（以下简称“总队”）于 2013

年 12 月 7 日经市精神文明办正式批准成立。本人作为总队办公室主

任，统筹管理队伍人员招募、分队开拓、活动策划实施展等各项工作。

截至目前，总队有专家型志愿者和普及型志愿者共 5000 余名，并与

一批有意参加科普教育公益活动的企事业单位长期合作，共同开展科

普教育志愿服务工作。

几年来，本人聚焦科普人才、服务社会需求，带领志愿服务团队

开创各项品牌活动，充分整合社会科普资源，有针对性地向老、中、

青各类人群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和宣传，提高广大人民群众的科学素质。

（一）加强信息管理，推动志愿服务规范化和制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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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自队伍成立以来不断完善官网的活动信息发布、志愿者注册

报名和信息录入流程，加强信息化管理，并通过一系列的针对性培训、

交流会议和评审表彰，大幅度

加强志愿者组织内部的建设，激励更多人参与科普教育志愿服务，

推动科普教育志愿服务事业的规范化和制度化，有效提高志愿者队伍

的执行力和凝聚力。

（二）不断拓展分队，在创新中提升志愿服务整体水平

本人从零开始，成功为总队拓展了 9支高校分队，复旦大学等多

个沪上高校的有关院系均与总队开展长期合作。同时，在与本市部分

企事业单位和区科委（协）良好的合作基础之上，通过本人的协调和

努力，先后促成了上海科普教育志愿服务华东空管分队、气象分队、

青浦分队、虹口分队、闵行分队、知行合医健康科普分队的成立，进

一步充实了科普志愿者的队伍，实现市区两级科普教育资源的共享和

优势互补。

（三）集结青年力量，积极挖掘和培养科普事业后备军

由本人促成的志愿服务品牌项目“阳光科普、你我共享——科普

场馆志愿行”近年来共组织开展了 600 余场科普场馆志愿讲解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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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参观高峰时期场馆专业讲解员的工作压力，向公众传播科普知识；

每年暑期，本人都组织总队的志愿者参与由上海科普教育发展基金会

主办的“赛复”科普夏令营活动，带领热爱科学的青少年学生深入创

意农场、科普场馆等地，完成“牛奶烟花”、“可乐大炮”科学实验

和趣味手工，进一步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科学实践能力；超过 1200

人次志愿者为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颁奖典礼、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等

市级大型活动提供后勤支持、外宾接待、医疗保障、法律咨询等志愿

服务，得到相关领导、外籍嘉宾和市民群众的一致好评。

（四）打造服务平台，让科普教育更融入百姓工作生活

近年来，本人通过线上线下联动的方式，协调组织了一批专家志

愿者针对老、中、青各类人群开展科普互动体验活动，打破原有“大

课式”讲座模式，通过创意手工、科学实验、实践操作等一系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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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闻乐见的方式，将专业的科普服务送到市民身边，直接参与人次超

过 15000 人。同时充分利用新媒体平台的传播优势，通过官方网站、

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号等平台完成各类志愿服务活动的前期招募、现

场直播和后期回顾，并开展各类在线科普访谈等。该项目获得“2022

年度长三角优秀科技志愿服务项目”、“2021、2022 年度上海社区

教育志愿服务品牌项目”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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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以上项目外，本人还参与了青少年科普教育、市民终身教育、

《60 岁开始读》科普教育系列丛书内容传播、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

申报及评审组织、上海科普教育创新奖系列微电影——“科普之光·追

光者”筹备等一系列工作。在未来的工作中，我将不断提高自身的科

普能力和水平，创新活动的策划和组织方式，加强科普资源的整合和

利用，为公众提供更加优质和丰富的科普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