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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青岛市科技馆志》编印成册，是青岛市科技馆史上的一件大事，可喜

可贺 O 该志以志为载体，志、述、图、表、记兼用，从实际出发设计框架，划分

章、节、目等层次 ，力 求体现结构合理、繁简适当、层次分明的特点 O 该志全

面记述了青岛市科技馆发展的历史与现状，着重记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青岛市科技馆事业发展的巨大变化，从不同侧面展示了科技馆科普展

教、科技培训和青少年科技活动取得的成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专业

特点 O

2014 年 3 月 31 日 是青岛市科技馆建馆 50 周年的日子。 50 年来 ， 青

岛市科技馆在市科协的领导下，在市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以弘扬科学

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和方法，启迪公众对科学技术的兴趣，

提高公众的科学素质，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为宗旨，认

真履行职责 ，积极探索，勇于实践，各项工作取得很大进展 。 50 年来，科技

馆按照时代的要求，组织开展了一系列的科普展教活动，时至今天，许多老

青岛人记忆犹新，给他们科技梦想的启迪留下了深深地烙印 O 从上世纪

五、六十年代开展的科技宣传、培训、讲座到七、八十年代放映科技电影和

九十年代开展青少年科技活动 ……都在影响着他们，成为他们美好的回



忆 。 而这正是一代又一代科技馆人，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默默奉献的结

果 。 犹如潺潺流水，淡泊致远 。

值青岛市科技馆建馆 50 周年之际，谨向科技馆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祝

贺和崇高敬意 ! 同时衷心祝愿青岛市科技馆在新的历史时期传承发展，开

拓创新 ， 为普及科学知识，传播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弘扬民族文化作出新

的更大贡献。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党组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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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例

一、本志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

展观为指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力求达到思想性、科学性

和资料性的统一 O

二 、本志以详近略远为记述原则，上限自 1964 年青岛市科技馆成立

始，大事记追溯到 1958 年，下限至 2013 年 。 突出记述 1978 年中共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青岛市科技馆工作取得的成绩。

三 、本志体例运用述、记、志 、 图、表等形式，以志为主，图文并茂 O 首设

综述，各专志以章、节、目 3 个层次记述，志未设大事记和人员名录。

四 、本志的文体，一律采用规范的语体文。 使用的文字、标点 、数字 、计

量单位，均按国家颁发的统一规范书写 O

五 、文字资料一般不注明出处，重要数据以档案资料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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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述

青岛地处山东半岛南部，位于东经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接管胶澳商埠，同年 7

119 0 30' ~ 121 000' 、北纬 35 035' ~ 37 0 09' 

东南濒临黄海，东北与烟台市毗邻，西与

雄坊市相连，西南与日照市接壤。 全市总

面积为 11282 平方千米. 其中，市区(市

南 、市北 、李沧、 d房山、黄岛、城阳等六区)

为 3293 平方千米，即墨、胶州 、平度、莱西

等四市为 7989 平方千米。 2012 年底，全

市户籍总人口为 769 . 56 万人，其中市区

月设青岛特别市。 1930 年改称青岛市。

1938 年 ，日本再次侵占青岛 。 1945 年， 国

民党政府在美国支持下接收青岛，仍为特

别市。

1949 年 6 月 2 日 青岛解放，改为山东

省省辖市。 1981 年，青岛被列为全国 15

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 1984 年，被列为全

国 14 个进一步对外开放的沿海港口城市

363.9 万人，四市 405.66 万人。 之一 ;1986 年，国务院正式批准青岛在国

青岛地区昔称胶澳。 1891 年(清光 家计划中实行单列，赋予相当省一级经济

绪十七年)清朝政府议决在胶澳设防，青 管理权限 ;1994 年，被列为全国 15 个副

岛由此建置。 1898 年 3 月 6 日， 清朝政 省级城市之一。

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 ，从此，胶澳沦为 新中国成立后， 1949 年 10 月 2 日成

德国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立中苏友好协会青岛分会，会址在中山路

1914 年 11 月，日本取代德国侵占胶澳 1 号，是促进发展中国和苏联两国人民友

进行军事殖民统治。 好事业的民间性组织。 中山路 1 号也称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人民为 之为中苏友好俱乐部。 中苏友好俱乐部

收回青岛进行了英勇斗争。 1919 年，由 1954 年改称中苏友好馆， 内设图书馆、友

于青岛主权等问题，引发了著名的"五 好厅和电影场。 1952 年和 1955 年在中

四"运动，迫使日本于 1922 年 2 月 4 日同 山公园和中山路与广西路拐角处修建两

中国政府签订了 《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 处中苏友好画廊和橱窗。 1953 年 2 月将

同年 12 月 10 日，中国收回胶澳 。 1929 年 枝桥回澜阁更名为"中苏友好阁"由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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沫若手书阁名 O

50 年代中期，在当时历史背景下，巾

苏友好馆以举行庆祝会、纪念会，或举办

各种报告会、座谈会、文艺晚会以及罔片

展览、放映电影 、幻灯等形式，宣传苏联建

设成就，宣传中苏友好的意义，教育人民

向苏联学习 。 中苏友好馆组织出访苏联

的人士作访苏报告 300 余场，昕众达 5 万

人次。举办俄语学习班 15 期，毕业学员

289 人。

1958 年 10 月 10 日，市科联和市科普

协会联合召开常委会联席会议，根据全同

科协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市科

联"和"市科普协会"合并为"青岛市科学

技术协会" (以下简称"市科协" ) ，这标志

青岛市科学技术协会正式成立。 根据巾

共青岛市委和青岛市人民委员会的指示，

两组织的原负责人共同主持市科协工作，

其原所属组织成为市科协的所属组织，著

名科学家童第周担任市科协主席。 同年

12 月，市科协与青岛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合署办公，对内为市科委的一个机构，对

外保留青岛市科协名称O

1 964 年 3 月 31 日，经青岛市人民委

员会批准(青人委字 [1964 J 86 号 ) ，中苏

友好馆改名为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隶

属青岛市科技组(科技组工作职能包括现

科技局和科协) ，由市委直接领导。青岛

市科学技术宣传馆开始试办俄语、英语、

日语进修班。

文革期间，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培

. 2. 

训工作停办。 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改

称青岛市科学技术电影场(以下简称电影

场) ，以放映科普电影为主。在这期间，电

影场为驻青岛的单位和驻军以及青少年

和广大群众放映大量的国内外科普片和

其他内容的影片 O

1974 年春，为了扩大宣传活动范围，

在科技组领导的研究下，在中山路 3 号院

内，扩建一座大型的电影放映厅，由原来

容纳 150 人的放映厅，改建为容纳 700 人

的大礼堂，更新放映设备，成为当时市南

区比较出名的活动场所。 受到市南区政

府、驻青岛北海舰队、青岛警备区、驻青岛

各单位的关注，联系租、借用礼堂，开展各

项活动O

自成立至"文化大革命"结束期间，

科学技术宣传馆(电影场)处在探索阶

段，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内各地尚未建

馆，也元国外经验可学，主要以政治意识

形态为主导，面向"工农兵学商"介绍、宣

传科学知识，开办各类培训班，与青岛市

医学会合作多年办医学培训班，为青岛市

各医院培养上万名医务工作者，社会活动

知名度非常高O

1978 年 3 月，中共青岛市委印发( 青

发( 1978 J 162 号)文件，决定恢复青岛市
科协。 同年 12 月，市委公布市科协领导

班子。 办公地点设在中山路 1 号 。 内部

设办公室、学会部、科普部，直属事业单位

有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 1980 年， 青

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改名为青岛市科技



概述

馆。 合并时，三个单位事业有兴有衰，发展有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 20 世纪 快有慢。

80 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以"实现四个 1995 年，在市科协领导下，科技馆大

现代化"为目标和围绕经济建设为中心开 礼堂、办公场所、学院教室、市委宣传部画

展工作，科技馆各项工作彰显着时代烙 廊橱窗以及 3 号院内居民住户全部拆除，

印，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 青岛市科技馆 建设青岛科技大厦，科技馆原有工作停

运用放映电影、科技讲座、展览、挂图等科 顿。 1996 年至 2006 年期间，科技馆受到

普形式开展科普活动。 增加青少年科技 人 、财 、场地的影响，工作举步维艰，事业

活动和科技干部培训，为适应形势的需 发展缓慢。 期间主要以科普巡回展览、科

要 ，恢复成立"青岛市科技进修班"主要 普服务和科普作品制作为主要工作，组织

开展对科技人员进行补课按需设课。 青 开展科普知识、科技法规等宣传、普及、教

少年科技活动，主要组织开展科技夏令 育活动，在全省率先开展"科普四进"活

营 、计算机竞赛、生物百项竞赛、航模竞 动，在社区、学校、部队、企业开展各类巡

赛、小论文和小发明竞赛等 ， 多次获得国 展、展览，遍及七区五市，累计观众人次数

家、省及市的各种奖励。 当时科技馆在科 逾百万。

技电影放映 、英语培训和青少年计算机培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和中期，青岛科

训在岛城享有较高声誉。 技干部进修学院发展迅速，各项培训工作

20 世纪 90 年代前期科技馆各项工 形成规模。 开展的计算机培训已成为青

作框架初步形成，科技培训和青少年科技 岛市专业技术人员和干部培训基地之一。

活动已成为科协重点工作之一。 为各项 20 世纪 90 年代末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

工作更好地发展， 1993 年，青岛青少年海 济的发展，社会力量办学的增多，对科技

洋科学活动中心和青岛市青少年计算机 干部进修学院办学受到一定冲击，各类培

活动研究中心内部合并，以市科协青少年 训班次和培训人数逐年减少。 进入 21 世

科技中心名义对外工作。 1995 年 4 月， 纪以来，科技干部进修学院主要开展一些

"青岛市科技干部进修学院"从市科技馆 干部教育培训科技人员继续教育工作。

中分离。 1997 年 7 月组建青岛市青少 青少年科技中心独立建制至 2006 年

年科技中心，从市科技馆分离。 这期间， 期间，青岛市青少年科技活动迅速发展。

科技馆人员流动较大主要方向科协机关 市青少年科技中心逐步建立"以青少年科

和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部分人员离开 技创新大赛为展示平台，以青少年科技传

工作岗位，独立开展创收活动。 播行动、青少年科技健身行动、青少年奥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至三个单位 林匹克学科竞赛和青少年科学工作室活

.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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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为支撑的青少年科技教育组织体系" 年人开设、开放青少年木艺工作室、机器

逐步制订各项活动的组织管理办法和活 人工作室、科学小实验工作室、模型制作

动规则 。 青岛市青少年科技活动组织管 室等，每年免费接待学生近五千人次。 同

理工作逐步走上规范化、制度化的轨道 时，科技馆每年组织全市青少年科技教育

在参加科技竞赛中，综合成绩始终在山东 活动主要有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少年

省名列前茅，在计划单列城市和副省级城 科技模型教育系列竞赛、青少年科技传播

市中处于领先地位。 系列活动和信息技术及机器人竞赛等四

2007 年，为适应新时期科普工作新 大类，项目达二十多项。 每年组队参加全

要求，科技馆、科技干部进修学院、青少年 国、省级各项比赛中，获省级以上-等奖

科技中心三单位合并，组建青岛市科技 的学生达二百多人次，科技馆也连续多年

馆。 合并后，科技馆整合人力、场地资源， 被评为最佳组织奖和先进单位。 青岛地

发挥好政府和社会开展科学技术普及工 区被列为全国"科技馆活动进校园"示范

作和活动公益性基础设施的整体优势，罔 区 。 青岛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在全省名

绕贯彻落实《科普法》和《全民科学素质 列前茅，一些特色项目走在全国前列 。 科

行动计划纲要)) ，组织开展科普知识、科技 技馆也被列为全国青少年科普教育基地 、

法规等宣传、普及、教育活动，开展科技交 山东省关心下一代教育基地和青岛市未

流与科技成果展览活动等。 每年利用本 成年人杜会课堂。

地科普场所引进、举办 1 -2 场科普展览， 承前启后，继往开来。 五十年间，科

受众近两万人次 ; 每年开发、制作科普展 技馆历经风风雨雨、起起伏伏的岁月洗

牌 3 -4 套 ，在全市十二区市街道社区、学 礼。 昨天，一代又一代科技馆人把自己人

校、企事业单位巡回展览，受众人数近十 生轨迹镑刻在科技馆历史画卷上，在平凡

万人次;每年举办近二十场科普讲座、报 的工作岗位上，辛勤耕耘、默默奉献，他们

告会，受众近万人次;每年面向中小学校 是奉献者。 今天，科技馆人踏在前辈人的

科技辅导员开展业务培训以及专业技术 肩膀上，改革创新、开拓发展，他们是弄潮

人员继续教育培训工作，培训近 兰千人 儿，正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

次;利用现有场地，面向附近学校和未成 程上谱写出更加辉煌的乐章。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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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沿革

青岛市科技馆前身是青岛市中苏友

好馆， 1954 年，青岛市中苏友好俱乐部改

称青岛市中苏友好馆，隶属青岛市中苏友

好协会，办公地址中山路 1 号，内设图书

工作机构

1978 年 3 月，中共青岛市委印发(青

发( 1978 J 162 号)文件，决定恢复青岛市

科协。 同年 12 月，市委公布市科协领导

班子。 办公地点设在中山路 1 号。 内部

设办公室、学会部、科普部，直属事业单位

有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

1980 年，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改

名为青岛市科技馆。

馆、友好厅和电影场。 上世纪 60 年代初 1984 年青岛青少年海洋科学活动

期，青岛市中苏友好馆有职工 7 人，主要 中心成立，挂靠在青岛海产博物馆，同年

以放映电影形式宣传科普知识。 10 月被确定为中国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1964 年 3 月 31 日，经青岛市人民委 1985 - 1989 年"关于改善少年儿童校外

员会批准(青人委字(1964 J 86 号) ，中苏 科技教育"合作项目的执行单位。

友好馆改名为青岛市科学技术宣传馆，编 1985 年 7 月 青编字( 1985J44 号文，

制 9 人，属于全额拨款单位，隶属青岛市 建立青岛市青少年计算机活动研究中心，

科学技术委员会。 挂靠在青岛市科技馆。

文革期间，市科委被撤销，科技管理 1985 年，经市教育局批准"青岛市科

工作由青岛市革委生产指挥部科技内务 技进修班"改名为"青岛市科技干部进修

处负责。 1968 年 7 月，科技内务处改为 学校"主要开展科技人员、干部的外语培

青岛市革委生产指挥部科技组。 青岛市 训 。

科技宣传馆作为其事业单位，承担科教电 1987 年 8 月，经市编委批准(青编字

影放映等工作。 1975 年，科技组办公地

址迁至中山路 1 号 。

(1987] 271 号) ，青岛市科技馆由科级事

业单位改为处级，内设 4 个科级单位:综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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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科普宣传活动

第一节 场馆科普活动

市科技馆自成立到 1988 年，科普宣

传形式以利用场馆放映电影为主。 电影

有科教片、新闻记录片、故事片等。 早期

是免费为学校、机关等单位放映，后来逐

渐开始售票，平均每天放映 2 - 3 场 。 并

按时到工厂、农村为工人和农民免费放

映。 仅市科技宣传馆就放映科教电影九

百二十余场，观众达六十四万。

20 世纪 70 - 80 年代，科教电影、科

普作品展览和各种科普刊物是普及科学

知识的好形式，深受广大人民群众所喜

爱。 市科技馆还负责内部影片的放映，并

派出放映师为胡耀邦和谷牧等中央领导

放电影。

20 世纪 80 年代末，录相宣传也己开

展。 市科技馆与有关单位共同拍摄了《 国

棉三厂节能》 、 《青岛微电脑应用》 、 《科技

咨询之花》 、 《气象导航》等录相 ; 与青岛

协、中国科技情报所等单位录制 20 多部

科技录相片，组织巡回放映。 1989 年，市

科技馆购进录放机，开始放映各种录像

片 。

1995 年原市科技馆建筑拆除，开始

建设青岛科技大厦放映工作因此停止。

1998 年底，科技馆、科技干部进修学

院、青少年科技中心三个单位陆续人驻科

技大厦，并在大厦内开展工作。

2006 年，对青岛科技大厦进行整修、

改造，年底通过验收。

2007 年 5 月 1 日，青岛市科技馆在全

省首次推出青少年科学体验活动。

2008 年，面向广大市民，普及市民身

边科学知识，在科技馆科普报告厅举办科

普讲座 10 次，讲座内容为家庭教育、幼儿

科学教育、保健知识等，听众达 600 人次口

面向中小学生，开展丰富多彩的教育和培

训活动，开设"科学体验厅"、"科技教室"

等活动场所，聘请志愿者，利用周末、寒暑

假等对小学生提供常年的丰富多彩、形式

多样的"科技夏令营"、"科技冬令营" 等

电视台合办的《科普园地》专栏己映出了 科技服务工作 ， 全年有 7000 余小学生参

四期 。 1986 年 4 月，市科技馆从中国科 加科技馆场馆的活动。

10. 



领导关怀

↑ 市领导观看学生计算机操作 ↑ 中国科协青少年部领导来中的视察

↑ 市领导参观崇尚科学文明皮网迷信愚昧展览 ↑ 市领导撞见获全国大奖学主



市领导参现回顾与展望展览 市领导参观诺贝尔科学奖百年回顾展

市领导在全国科昔日舰看科普展牌 ↑ 市领导参观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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