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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安全、健康是人类弥足珍贵的财富，也是人类面临的最普

通、最深刻的话题。随着全球范围内日益严重和频发的环境恶化、资

源消耗、自然灾害以及我国一些地方出现的食品安全等问题，人们更

加珍惜生命、注重安全、关爱健康。近年来，全国科普日、科技周等活

动都在延续着一个相近的主题，那就是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

境、关爱人类健康。

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人的全面发展不仅在中国，而且

对于全球，都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这既包括生命安全与健

康，也包括文化修养与追求，还包括精神升华与超越。哈贝马斯认为：

科学技术今天具有双重职能，它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经济连续保持30年的快速增长之后，中国科技界

开始面向人的全面发展反思自己的社会责任，适应公众的多元化需

求开展科技传播，把科技工作和科普工作由服务经济发展向服务经

济、服务社会、服务民生转变。这也正是党中央在“十二五”期间推进

全民科学素质行动的题中之意。

党中央要求，“十二五”期间，要围绕科学发展这个主题和加快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这条主线，以未成年人、农民、城镇劳动者、领导干部

和公务员及社区居民等重点人群为突破口，推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深入基层、扎根社会。要充分发挥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作用，推出优

秀作品，提升科技传播质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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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实施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强调，公民科学素质是落实科学

发展的有力支撑、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坚实基础、衡量现代化强国的重要标志和

社会文明进步的强大动力，加强公民科学素质建设具有重要而深远意义。

河北省科学技术协会是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和纽带，是推动全

省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我们贯彻落实国务院颁发的《全民科学素

质行动计划纲要》，根据省委省政府的指示，面向公众对科技文化的需求，致力

普及科技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通过传统媒体和

新媒体等多种渠道，先后编辑出版了各类科普图书、挂图、影视作品，在全省科

普工作中担当着重任。

为进一步落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河北

省科协计划今后几年面向社会继续推出全民科学素质教育丛书———《百姓科普

大家谈》系列科普读物。该系列共分十部，分别为《饮食与健康》、《疾病防治与健

康》、《药品安全与健康》、《运动健身与健康》、《美容瘦身与健康》、《心理卫生与

健康》、《美食营养方》、《民间治疗方》、《古代养生方》、《现代养生观》，旨在用系

列化公民通俗易懂的科学知识引导人们的生活，保障人们的健康。其中《饮食与

健康》已于2010年出版。

现在推出的这本书是按不同人群和个性化需求设计的，涵盖了十个方面内

容：男性疾病防治；女性疾病防治；少年儿童疾病防治；中老年人疾病防治；疾病

辨治；癌症防治；用药知识；急救常识；生活保健；家庭护理。全书共辑录相关信

息500条，20余万字。

科学有着美学的姿态，科学是一个崇高的境界。践行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传

播真实、主流、向上的科学技术，永远是科协人的使命与荣耀，更是当下中国社

会需要的一种慈善文化。

希望本书能带给读者一份馨香。在这里，我们可以把科学当作生命来尊重，

把生命当作科学来解读。因为，对人类的人文关怀，才是全民的大赢。

河北省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 唐树钰

201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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