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章编号：１００６－４３５４（２００６）０１－００４７－０２

浅议提高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效果
何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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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气象局实施“科技兴气
象”、“拓展领域”和“人才强局”战略，特别是
业务现代化建设快速推进，对开展气象学术交流
工作的要求和呼声越来越强烈，各种学术交流活
动也越来越多。但是，实际中也存在各类学术交
流活动水平参差不齐、对科技人员吸引力不大、实
际效果亟待提高的问题。
提升学术交流活动的档次

目前部分科技人员对学术交流活动兴趣不
大，认为举办的学术交流活动有部分档次不高，对
提高自身技术素质和开展工作帮助不大。因此，提
高学术交流的质量和效果，当务之急就是要着力
提高学术交流活动的档次。我们注意到，对国内
外知名专家的新技术、新方法、新成果和新思路
的讲座和学术报告，很多科技人员非常感兴趣，来
人之多往往超出预想。因此，组织学术交流活动

时应特别重视，通过各种渠道，邀请国内外知名
的专家来陕讲学，要围绕本单位业务服务和科技
开发实际，邀请目前国内在这个领域从事前沿开
拓性工作的中青年学者来陕交流和指导。操作形
式可以不拘一格，既可专门邀请，也可采取派本
单位的业务技术骨干给专家当助手，积极参加专
家的项目，或利用本单位资金和人力条件，与专
家联合开展研究项目，实现互利互惠等，吸引更
多高水平的专家与我们进行学术交流。同时，也
要重视内部专家的作用。应及时掌握当前科研开
发的重点和热点问题，邀请和鼓励自己的专家及
时将其最新研究开发成果和进展拿出来进行交
流，与其他科技工作者共享。还应注意积极邀请
部门外的相关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帮助科技人员
开拓视野和思路。举行学术交流活动时，应奉行
“宁缺勿滥”的原则，对入选论文严格把关，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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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应采用专用接地线及接地夹将汽车、储气与
装卸设备等电位连接。作业完毕封闭储气盖后方
可拆除。接地设备宜与装卸泵连锁。加气站中的
爆炸场所和火灾危险场所内所有设备及装置都需
做防静电接地，如储气井（罐）、压缩机、加气机、
加气枪、卸气柱等。当与地绝缘的金属部件（如
加气枪、法兰等），应采用多股铜芯软线跨接。但
当金属设备及装置已与防雷保护接地系统连接时
可不做静电接地。防静电接地装置单独设置时，接
地电阻值不应大于１００Ω。
人体静电防护

ＣＮＧ汽车加气站的加气员工要特别注意人

体静电会引起的灾害。应正确使用各种防静电防
护用品（如防静电鞋、防静电工作服、防静电手
套等），不得穿戴合成纤维及丝绸衣物，禁止在爆
炸危险场所穿脱衣服、帽子，不能梳头及拍打衣
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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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些水平不高、甚至滥竽充数的文章剔除掉，确
保学术交流的质量。在质量和规模难以兼顾时，规
模要服从质量。
突出重点加强学术活动的针对性

目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有些学术活动重
点不突出，泛泛而谈，甚至流于形式，与科技人
员的实际需求有相当距离，缺乏针对性。近年来，
陕西气象业务现代化建设发展很快，科技创新和
技术开发的力度大，拓展业务服务领域的进展也
相当快。这些变化，既给气象学术交流工作提供
了大量鲜活的素材，同时也对学术交流工作提出
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果固守过去的老思路、满
足于一般性的安排、号召和组织，这样的学术交
流就很难有吸引力，路子就必然越走越窄。应及
时了解和掌握业务服务和科技工作的最新动态，
围绕部门中心工作特别是业务服务能力建设和开
拓领域的实际需求，突出重点，灵活选题，将那
些科技工作者最关心以及最新的动态和进展作为
学术交流的重点，多组织一些相关的专题报告会，
增强学术交流的针对性，最大限度地满足科技工
作者的实际需求。
多形式、多层次、全方位地开展学术交流工作

随着“三大战略”实施和气象业务技术体制
改革的全面展开，客观形势需要开展更多、质量
更高的学术交流活动，营造更浓厚的学术氛围，促
进陕西气象事业更快更好地发展。显然，仅仅靠
一、两个部门来组织和开展学术交流工作是远远
不够的。目前急需建立一种良性的工作机制，充
分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全方位、多形式、多层次
地开展学术活动。学会作为气象学术交流的主渠
道，应进一步加大学术交流工作的力度，尽可能
多搞一些综合性和层次较高的学术活动，并逐渐
形成制度。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应围绕本专业的热
点、难点技术问题，每年选择１～２个题目，开展
专题学术交流、报告或研讨。基层（包括市局和
有条件的县局）也应根据自身业务服务的需要，通
过走出去、请进来等形式，开展广泛的学术活动。
基层应破除“学术交流主要是上面的事”的观念，
从本单位实际出发，着眼于培养本单位的人才和
促进本单位的业务服务工作，开展形式多样的学

术交流活动，重在取得实效。
开展学术交流的形式可以而且应该是多种多

样的。除了常规的学术交流会、研讨会、报告会、
讲座以外，还可以采取：开展项目合作，在合作
中进行学术交流，培养本单位的业务技术骨干；利
用互联网和内部网快捷、广泛的优势，开展网上
学术交流，有效扩大科技人员参与学术交流的机
会，提高新技术、新方法、新进展传播的实效；充
分发挥《陕西气象》等科技期刊的作用，围绕陕
西业务服务和业务技术体制改革的动态，重点推
介相关的新技术、新方法和新经验，更好地为科
技人员服务。总之，要通过各级、各方共同和不
懈的努力，形成更浓厚的学术氛围，促进学术交
流的全面繁荣和活跃。
构造优良的政策环境，调动科技工作者参与学
术活动的积极性

实事求是地说，陕西科技工作者参与学术交
流活动的积极性是不够高的。最突出的表现是，单
位举办学术交流活动，感兴趣且自愿参加的科技
人员往往不多，有时甚至出现冷场的局面，使组
织者十分尴尬，影响了学术交流的效果。形成这
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部分业务人员受社会
上流行的“官本位”思想影响，认为搞业务技术
辛苦没前途，不如搞行政管理，不愿意安下心来
做学问，对学术交流活动兴趣不大。科技人员是
学术交流的主体，调动他们参与的积极性至关重
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教
育以外，更重要的是有关部门应及时进行必要的
政策调整，在收入分配、表彰奖励、职称评定等
方面更多地向业务技术人员倾斜，使业务技术人
员真正感到搞业务有发展、有前途，大有作为，能
够安下心来钻研业务，进行科技创新和攻关。同
时，要继续深化改革，健全机制，形成“人人有
压力”的环境，使科技人员产生自觉参加学术活
动的动力，变“要我参加”为“我要参加”，单位
的学术气氛自然就会逐渐浓厚起来。此外，还应
改革学术交流的组织形式，增加交流中的互动，发
扬学术民主，提倡讨论和争鸣，激发中青年科技
工作者参与学术交流的热情和兴趣，从而凝聚更
多的“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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