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区块链普及工作总结 社科普及基地
工作总结(模板5篇)

总结是对前段社会实践活动进行全面回顾、检查的文种，这
决定了总结有很强的客观性特征。相信许多人会觉得总结很
难写？以下我给大家整理了一些优质的总结范文，希望对大
家能够有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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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是探索自然规律的活动，而技术则是人类征服自然活动
中所采用的手段和方法，科学的目的是解释事物怎样发生和
为什么发生，技术则是设法使事物按照人的意愿发生与发展，
科学的研究成果是理论而技术的成果是工艺，评价科学的标
准是真伪而技术的评价标准是功利和效果，科学的社会价值
是对人类长远利益，技术的价值标准是直接的利益。

科学与技术有着辨证的相互关系，技术有着更长的源头，正
如人类在了解药物成份和药理学之前就拥有用自然界生物材
料治疗疾病的经验和技术，外科学诞生之前就有了钻颅技术
和其它外科技术。技术具有明显的实践性，科学具有理论性，
前者的实践属性为后者的发展动力，但后者对前者的提高和
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医学作为一门建立在广泛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基础上的研
究人类疾病诊疗规律和维护健康的学科，本身具备科学和技
术的双重特性，它的发展过程印证了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由
于生老病死始终伴随者人类的发展，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就
有对损伤本能地反应，如对创伤的压迫止血和采用树木材料
的固定技术等。在没有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古代只好借助宗
教来解释疾病并指导治疗，随着社会与生活实践的发展，医
学要求更能反应客观规律的理论指导，所以，哲学的出现又
给医学以理论的支持，古代中医的理论就是人们对自然界总



体认识的哲学思想的体现，近代医学的出现则完全要归公于
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等自然科学的成功，
归功于解剖，病理，生理等医学基础学科的成功。现代医学
侧运用了包括社会科学，心理科学，信息科学，工程科学等
学科在内的更广泛的其它科学成果。

只有当技术的目的不再仅仅是解决问题，而同时研究事物的
规律，具有上升为理论层面的研究，形成较为完整的理论体
系，现有的技术组合才能成为科学体系。外科学如果只停留
再解决疾病手术过程和技艺的研究，而不是研究整个诊疗过
程的客观规律，不上升到理论的研究，外科也将沦落到简单
的技术，外科医生就会成为掌握技术的工匠。社会发展的需
求，整体科学水平是推动新的学科诞生和发展的催化剂和发
动机，就像外科学的诞生是人类对单纯药物治疗的结果不满
意的产物，同时得到了解剖学，病理学等有关科学发展的催
化一样。介入放射学的发生与发展完全遵循了外科学发生发
展的基本规律，在医疗实践中先有了定位下的穿刺，然后出
现对血管狭窄病变的扩张治疗，先有血管的选择性造影，然
后发展到动脉内的其它介入技术，由于它的微创性和高效性，
介入放射学才成为了医学领域发展最为迅速的临床应用科学。

1）微观深入的研究与宏观扩展并进：

2）精细分科与多学科综合统一；

3）医学工程技术化；

4）医学模式转化。介入放射学的诞生正好在以上几个方面适
应了医学发展的趋势，所以，可以预言介入放射学在临床医
学中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现有的临床医学分类既有按照治疗手段的分类，如内科和外
科，又有按照治疗对象的分类，例如妇产科，小儿科；还有
按照人体解剖部位的分类，例如耳鼻喉和牙科；有的却是按



照病种分类，例如传染科，内风湿科，肿瘤科； 更有按照治
疗技术来分类，如放射治疗科等。研究医学科学技术的专家
明确指出，这种分类具有随意性，不确定性和交叉性，各个
医院采纳的分类方式基本是满足临床实用性和工作效率。如
果按照这样的目的，将现有的导向设备集中起来，将具备影
像学和临床医学的人员相对集中。成立类似外科这样的专门
学科和医院科室无疑是一个最佳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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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服务居民，开展各类低碳生活教育讲座

发动退休科技人员20人充实到科普志愿者队伍中，举办

“低碳生活” 专题讲座，组织科普志愿者为社区居民开展
“绿色与低碳同行”的系列活动等。

二、营造宣传氛围，开展科普活动

开展科普活动的主题是“森林为民”，由于目前森林植被遭
到破坏，造成自然灾害频繁发生，特别是全球气候变暖深刻
影响着人类生存和发展。为响应联合国号召，科技协会举办
各种与森林有关的科普活活动，大力宣传森林知识，宣传林
业在应对气候变化中的独特作用，引导社会公众自觉参与碳
补偿、消除碳足迹，加快公众形成低碳绿色的生活方式和消
费模式，全年接待青少年参观人数7000人，社会公众4000人
次。

三、井冈山干部学院亚林中心教学点筹建工作扎实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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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年科普工作总结



一、加强组织领导

社区始终把科普宣传工作摆上社区工作的重要议程，成立了
社区科普工作领导小组和科普工作站。科普工作由社区主要
领导亲自抓，并带头开展各类科普活动。同时选拔素质高、
工作能力强、热心科普工作的人员为科普工作站工作人员，
明确科普建设思路以贯彻实施《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
为重点，科普画廊为载体，围绕户外科普活动，不断推动辖
区科普教育工作的健康发展，将全民科学素质工作专项目标
任务分解落实到位。

二、强化科普队伍建设

做好科普工作，提高公众科学文化素质，不但需要建设一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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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区、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为探索全国社科联系统协作开展社会科学普及活动，整合协
调社会科学普及力量和资源，创新社科普及活动形式和载体，
不断提升全国各地社科普及工作水平，按照全国第十四次社
会科学普及工作经验交流会方案，各省(区、市)社会科学界
联合会周密组织科普联动活动，广大社科工作者充分发挥自
身学科优势，以饱满的热情、新颖的形式、喜闻乐见的方法
吸引广大群众参与，实现了科普资源共享、信息互联互通，
区域优势互补。活动中涌现出了大批优秀科普名家和科普工
作者，推出了一批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关注百姓生活的通
俗科普读物。经各单位推荐，全国第十四次社会科学普及工
作经验交流会组委会决定：北京考古学会齐心等115位同志
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名家”；《北京精神50问》等119
本读物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北京市东城区委
宣传部吴笛等122位同志为“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
首都图书馆等103个单位为“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



现予以表彰。希望受到表彰的单位和个人珍惜荣誉，再接再
厉，把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作为社科普及
活动大众化、通俗化的核心内容，推出更多更好的科普作品。
号召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以先进为榜样，解放思想，开拓创
新，把开展社科普及活动与宣传党的十八大会议精神相结合，
延伸到基层社区，深入农村乡镇，为繁荣发展社科普及事业
作出更大贡献。

附表1：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名家名单

附表2：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作品名单

附表3：全国优秀社会科学普及工作者名单

附表4：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普及基地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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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绿色航运建设

（一）试点单位。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水运科学研究院。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推进现有集装箱、散货、杂货船舶受电设施升级改造，分步
推动挂五星旗沿海航行船舶实施符合岸电要求的相关改造。
推进港口岸电设施升级改造，重点推进连云港新东方码头、
泉州太平洋码头、武汉阳逻国际港铁水联运码头等在建码头
岸电配套设施改造建设。建立实施岸电使用制度，鼓励船舶
靠港使用岸电，总结岸电推广经验，提高岸电使用率。打造
绿色航运样板工程和绿色航线，积极推进40万吨超大型干散
货船航线岸电使用、津冀港口集装箱和干散货船舶岸电使用、



自有船舶靠泊自有港口岸电使用，形成绿色航运建设和推广
机制，完善相关标准规范。

（三）预期成果。

通过2年时间，完成35艘挂五星旗沿海航行集装箱船舶、16艘
散货船舶、16艘杂货船舶受电设施改造。完成连云港新东方
码头等在建码头岸电配套设施改造4套。新建集装箱船舶、散
货船舶全部加装船舶受电设施，船舶靠港使用岸电艘次年均
增加10%以上，自有船舶靠泊自有港口岸电100%使用，年替代
燃料量8万吨标准油，年减少二氧化碳25万吨。绿色航运建设
取得明显成效，在绿色航运机制、绿色航线建设等方面形成
可推广、可复制的相关政策成果、技术标准等。

（一）试点单位。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

（二）试点内容及实施路径。

1.加强航运数据共享。加强与航运产业链上下游、政府监管
部门及相关行业对接，推动航运数据互联互通。依托区块链
技术，强化多方数据共享，推动物流、资金流、信息流高效
衔接。利用跨链存储、去中心化和加密技术，提升数据安全
保障能力。开展航运区块链相关标准研究，推进航运数据安
全制度建设。

2.优化航运服务流程。依托区块链电子数据的可靠性和不可
更改性，改造传统航运服务模式和单证体系，建立多式联运
全程“一单制”，优化航运服务流程。

3.拓展航运物流服务。推动航运物流信息透明化与全程共享。
优化库存管理，促进供应链降本增效。基于航运物流全程可
视化信息数据，提供物流征信服务，创新航运物流信用监管



模式。

4.发展供应链金融。推动区块链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借助
区块链技术，保证物权凭证的真实性、可承兑性和防伪性，
打通供应链金融信息通道，加强供应链金融产品研发。

（三）预期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