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4 2025年5月27日 星期二
编辑 李薇帆 美编 李梦妮

区县新闻中心 63907172 视觉影像新闻中心 63907227 报纸编辑中心 63907186/63907179（传真） 新重庆客户端（融媒体编辑中心）63907249 全媒体营销中心 63907707 63907714

本报讯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
者 赵伟平）5月23日，记者从市农
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获悉，截至去年
底，我市通过对江津区等17个区（县）
开展农业野生植物重点调查与抢救性
搜集工作，累计调查到农业野生植物
资源1626份，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物质基础和保障。

重庆处在喜马拉雅植物区系和
中国-日本植物区系的交会枢纽，是
南北植物的过渡地带，是我国植物种
类特别丰富的地区之一，维管植物有
6000余种，分布有野生猕猴桃、野大
豆、宜昌橙等大量农业野生植物资
源。但近年来受人类活动的影响，很
多作物野生近缘种面临严重的威胁，
一些重要的作物野生近缘种正逐渐
消失，加快农业野生植物资源保护迫
在眉睫。

为加强农业野生植物的保护和利
用，2017年以来，我市按照《农业野生
植物保护办法》等法规和文件，对城口
县、巫山县、巫溪县、奉节县、云阳县、
开州区、万州区、丰都县、忠县、江津区
等17个区（县）开展了农业野生植物
重点调查与抢救性搜集。

经过连续9年的野生植物资源系
统调查，我市基本摸清了资源本底，准
确掌握了我市重要农业野生植物资源
的种群数量、生存现状、濒危程度等，
初步建成原位与异位相结合的保护体
系，为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提供了物
质基础和保障。

截至去年，我市累计调查到农
业野生植物资源1626份，具体有95
科123属326种。其中被列入《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植物名录》的有 57
种。采集标本191份，拍摄照片6000
余张，并在武隆区双河乡木根村迁地
保存农业野生植物资源120种（400
份）。

为进一步准确掌握我市重要农
业野生植物资源的种群数量、生存
现状、濒危程度，今年我市将在万盛
经开区开展农业野生植物资源调
查，力争年底摸清资源本底，建成原
位与异位相结合的保护体系。调查
内容包括万盛经开区内农业野生植
物资源的种类、分布地点以及当地
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种群数量、生长
状况和生境状况、濒危现状及保护
和利用现状，弄清该物种受威胁的
因素，包括人为因素和自然因素。
调查范围为当地农业野生植物资源
分布较集中的区域，即黑山谷风景
区、九锅箐森林公园。

“开展农业野生植物的‘大体检’，
旨在更好掌握保护农业野生植物物种
以及与农业生产有关的栽培植物的
野生种和野生近缘植物的分布范围、
地理位置、居群数量、生态环境和濒
危状况，以及分布点现状，不仅丰富
全市农业野生植物资源数据库，更为
后续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区提供了科学
依据。”市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站相关
负责人说。

守护农业生物多样性安全

重庆累计收集
农业野生植物资源1626份

■新重庆-重庆日报通讯员 赵正荣

5月25日10时12分，从四川成
都开往重庆西站的D1828次高铁开
出仅10分钟，突然传来列车员罗意紧
张而着急的呼救声：“列车上有医生没
有？车上乘客晕倒，突发急病，不省人
事，急需抢救！”

听到呼救，一位 40 多岁、正安
静看书的男医生迅速朝着事发的4
号车厢奔去。几乎同时，另一位40
岁左右的女医治人员也匆匆赶来。
他们只是这趟列车上的普通乘客，
却在这一刻，成为挽救生命的关键
力量。

男医生率先抵达现场，只见一
名老人躺在列车地板上，面色苍白
如纸，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不断滚
落，情况万分危急。男医生迅速蹲
下，凭借丰富的临床经验，展开初步
检查。

就在这时，女医治人员也赶到
了。两人简单交流后，便默契地分工
协作，有条不紊地展开急救。男医生
双手交叠，找准位置，以稳定有力的节

奏，一下又一下按压老人胸口；女医
治人员则专注清理老人呼吸道，防止
呕吐物堵塞气道，同时，不停地推拿身
体上的关键经络，疏通身上的血管，密
切观察老人的生命体征变化，并不时
向男医生通报情况。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两位医治人
员额头上布满细密汗珠，后背衣服早
已被汗水湿透，但他们没有丝毫停歇，
全身心投入这场与死神的赛跑。1分
钟、2分钟……18分钟过去了，就在大
家感到有些绝望时，奇迹发生了！躺
在列车地板上的老人眼皮微微动了一
下，慢慢睁开了眼睛。

“醒了！醒了！”女医治人员惊
喜地喊出声，车厢里顿时响起如释
重负的欢呼声。两位医治人员终于
松了一口气，疲惫的脸上露出欣慰笑
容。

被救老人名叫李时运，家住成都，
72岁，和老伴一起从成都坐高铁前往
三峡旅游。老人本身患有高血压，旅
途中可能因情绪波动等突发疾病。
病人得救后，两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医
治人员只是简单擦拭汗水，便默默回
到各自车厢座位。后经了解，女医治
人员叫王彩，来自贵州省遵义市湄潭
县洗马镇，自幼跟随父母学习急救技
术，关键时刻凭借精湛医术多次挽救
生命。

成渝高铁上20分钟的生命救援

■新重庆-重庆日报记者 左黎韵

5月21日，缙云山自然教育中心
内，十几名小朋友围着一个巨大的旋转
圆盘，随机抽取里面的物种卡片。这些
精致的卡片以手绘插图的形式，生动展
示了缙云山特有的植物种类。

“缙云黄芩，唇形科，多年生草本；
缙云瑞香，瑞香科，灌木……”当孩子们
轻声朗读卡片上的科普知识时，缙云山
这座生态宝库的物种密码正在他们心
中悄然解开。

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横
跨北碚、沙坪坝、璧山三区，拥有2000
余种植物和1300余种动物，保存着全
球同纬度地区较为完好的亚热带常绿
阔叶林生态系统和植物基因库。这里
诞生了缙云黄芩、北碚榕、缙云槭等
36种模式植物，它们承载着独特的科
研价值，是解锁缙云山生态密码的金
钥匙。

36种模式植物凸显缙云
山独特的生态价值

缙云山的物种发现可以追溯到20
世纪30年代。

抗战时期，随着国民政府迁都重
庆，北碚成为战时陪都的迁建区，大批
名流汇聚于此，缙云山得到大批植物学
家的关注。

据重庆缙云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管理局科技科科长刘玉芳介绍，彼时，
我国第一个生物学研究机构——中国
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几经辗转内迁到北
碚，时任研究所所长、著名植物学家钱
崇澍带领大批研究人员在缙云山上开
展野外调查。

“我们耳熟能详的缙云黄芩便在这
一时期发现。”刘玉芳说，当时有好几个
植物专家都在缙云山陆续采集到了缙
云黄芩的植物标本，科学家围绕其究竟
是云南黄芩的亚种，还是一个全新物种
展开了持久的争论。直到20世纪70
年代末，植物学泰斗吴征镒及其学生周
铉在经过严谨的综合研究后，才一锤定
音，确定了其新种地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植物分类学
发展迅速，科学家在缙云山上又陆续
发现了缙云槭、北碚榕、缙云四照花等
一批新种，因其模式标本均采自缙云
山，它们顺理成章成为了模式植物。

“过去，我们主要依靠形态观察来鉴别
物种。”刘玉芳说，如今，随着基因测序
技术的应用，物种鉴定变得更加精准
高效，也为植物新种的研究和发现开
启了新篇章。

2014年，西南大学教授邓洪平带
领的科考团队在缙云山腰一处幽静溪
畔，偶然发现了一片独特的植物群
落。这些植株形态奇特，兼具楼梯草
和赤车草的特征，让在场的植物学家啧
啧称奇。

科研人员小心翼翼地采集标本后，
立即展开了长达数月的实验室分析。
通过DNA条形码技术和显微形态学
比对，最终确认这是一个赤车属的全新
物种，并将其命名为“缙云赤车”。这一
发现为缙云山的模式植物名录再添新
成员。

刘玉芳说，目前缙云山共发现了
36种模式植物，如果按单位面积分布
的模式植物数量来算，这一数字在全
国同类型自然保护区中名列前茅，凸
显了缙云山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独
特地位。

人工繁殖让更多珍稀模式
植物野外回归

在缙云山自然教育中心档案室
内，一个木质的抽屉盒里保存着部分
模式植物的采集标本，不少标本采集
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泛黄的卡片上
记录着当时的采集情况。“虽然现在记
录已经电子化了，但这些仍是缙云山
珍贵的收藏，凝聚着一代代人的心
血。”刘玉芳说。

事实上，缙云山的36种模式植物
自发现之初就面临着生存挑战——它

们原本分布范围极为有限，加之缙云山
紧邻城区，受人类活动影响的因素较
大。比如被列为重庆市特有极小种群
的缙云黄芩，不仅其自然繁殖能力较
弱，而且喜欢生长在山间小径边，随时
可能遭到行人的采摘或践踏。

为了能让这些珍稀植物世代延续，
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想尽办
法开展人工繁殖，其间遇到不少困难。

人手不足便是头疼的问题，整个保
护区共有80多个编制，技术岗位更是
缺人。为了做研究，他们曾在山上临时
搭建了一处育苗大棚，仅有的两三个技
术人员承担着从育苗到日常管护的全
部工作，他们每天要在大棚和实验室里
来回奔波，记录数据、管理病虫害、整理
资料，常常忙得脚不沾地。

为了破解这一难题，缙云山曾与北
碚种苗站联合开展缙云黄芩的繁殖培
育，由保护区提供种苗资源，北碚种苗
站负责育苗和幼苗管护。这种优势互
补的合作方式效果很好，他们一共培育
了1万多株缙云黄芩，有7000多株实
现了野外回归。

这几年，缙云山自然保护区的植物
保护工作取得了不少成果。除了成功
繁殖缙云黄芩外，他们还人工培育出北
碚榕、缙云槭等多种模式植物，其中一
些已经重新移植回野外生长。

刘玉芳表示，北碚榕原本只在北温
泉附近有少量分布，十多年前，保护区
通过人工扦插技术成功培育出幼苗，并
把其中两株移植到黛湖保护带，如今已
长得枝繁叶茂。

生态课堂让模式植物走进公众

进入5月后，在缙云山自然教育中

心工作的郑利梅更忙碌了。每年“5·
22生物多样性日”前后，许多周边的中
小学校都会组织学生进入缙云山自然
保护区参观学习，郑利梅带着孩子们，
从认识身边的植物开始，感受大自然的
神奇。

郑利梅的故事要从2013年那个春
天说起。当时，还在保护区大门售票的
她，偶然看到一群来自城里的孩子围着
路旁几簇白色的野花叽叽喳喳。“阿姨，
这是什么花呀？”几个小朋友指着花朵
问她，她竟也叫不出名字。看着孩子们
好奇的眼神，那一刻，郑利梅突然意识
到，自己每天守着的这片山林，藏着太
多值得讲述的自然故事。

在缙云山管理局产业办负责人刘
丽看来，缙云山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
本身就是一部生动立体的自然教科书，
保护区的使命不仅是守护这片绿水青
山，更要让公众读懂它、爱上它。

从2013年起，缙云山便启动了自
然教育，创立了“漫步缙云”自然教育品
牌，形成“漫步缙云·自然有发现”“漫步
缙云·书香漫缙云”“漫步缙云·美自然
之美”“漫步缙云·守护缙云山”四大主
题系列活动。这一年，保护区还发起

“笔记缙云山·二十四节气”自然笔记活
动，来自全国各地的自然笔记爱好者以
手写和手绘的方式记录自己在日常生
活中观察到的物候现象，使“笔记”成为
缙云山自然教育的又一个“品牌”。

受到感染的郑利梅决定转型，在保
护区里做起了自然教育。在带过几个
团队后，她发现，许多市民对缙云山的
模式植物很感兴趣，但自己对它们的认
识却非常有限。于是，她向保护区里的
老专家请教，系统性钻研这36种模式
植物的习性、特征，还将它们一一记在
本子上。

一开始，郑利梅也不知道怎么向游
客讲解这些植物，只能照搬知识点，把
植物的特征、习性简单背诵出来。然
而，她很快意识到，照本宣科地讲解，
游客根本听不进去，“大多数游客听不
到几句就走神了，有的干脆跑到一边
去拍照。”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郑利梅开始琢
磨怎么把枯燥的植物知识“讲活”。她
尝试着把实物展示加入讲解中，比如在
讲解北碚榕时，她会从兜里掏出几个榕
果，让游客触摸上面轻软的茸毛，观察
果实的特征，让那些印在文献资料里的
缙云山变得可观可感。

刘丽介绍，目前缙云山自然保护区
已建成1个自然教育中心、3条自然小
径和5个自然教育站点，他们因地制宜
开展自然教育活动，并将缙云山模式植
物的科学普及融入主题活动中。

许多像郑利梅一样的自然导师，
用生动有趣的方式将枯燥的模式植物
讲得通俗易懂，成为游客津津乐道的
话题。

人工繁殖让它们生生不息 生态课堂让它们可观可感

解开缙云山36种模式植物的“身份密码”
●这36种模式植物，因为其

模式标本最先在缙云山采集到而

作为新种发表命名。世界上每一

个植物新种的发表都必须以模式

植物标本为凭证，它相当于该物

种的“身份证”，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缙云山自然保护区，自然教育已成为走进自然，感受生物多样性的一道窗
口。 （受访者供图）

近日，由沙坪坝区教育委员会、沙
坪坝区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指导，
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新东方文旅集
团主办，重庆新东方教育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沃凯德（重庆）文旅有限公司
协办的“渝见科技 赋能成长”——新
东方科技馆启幕活动在渝举行。

作为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和新东
方文旅集团精心打造的首家新东方科
技馆，该馆依托新东方31年教育积淀
以及智慧教育科技教育资源优势，积
极响应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
战略，深度融合“教育+科技”创新理
念，落子重庆，辐射川渝，致力于打造
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摇篮，以沉
浸式学习场景与多元化实践课程，为
重庆乃至更广大中西部地区青少年打
开一扇通向未来的智慧之门。

科创场景赋能
打造沉浸式科技教育新地标

当4只身披炫彩机甲的智能机器
狗与20台小豆机器人组成的“非遗舞
狮”矩阵亮相舞台，传统民俗与未来科
技的碰撞瞬间点燃全场——这正是新
东方科技馆启幕活动的创新表达。

原国家首批航天员兼航天员教练
吴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晴虹

等专家学者，与沙坪坝区相关负责人
参与启幕活动。

走进新东方科技馆内，仿佛踏入
一场沉浸式的科技秘境。

在“天宫启航交互系统”体验设备
上，可以通过触控台模拟天和核心舱
组装发射，实时数据同步还原长征五
号B运载火箭飞行轨迹。“火星基地”
的天问一号火星着陆器、祝融号火星
任务车仿真模型支持沉浸式勘探任务
操作，“太空隧道”则让太空的壮美扑
面而来，“谷神星一号”运载火箭一二
级间段及尾段残骸，更让航天科技从
书本走向现实……

吴杰说：“我深深感受到这座科技
馆的建成，不仅为重庆增添了一处科
学地标，更是在青少年心中播撒下探
索的种子。”

据了解，该场馆面积近2000平方
米，将新东方的教育经验和全球领先
的科技应用深度融合，以“科技+教
育”为主旨，聚焦“航天科技+人工智
能”两大热门主题，分为“天宫启航”

“深空探秘”“火星基地”“综合教室”四
大区域，让孩子们能够亲身体验火箭
发射、机器人对抗、无人机实践、AI视
觉识别等先进科技。

新东方集团助理副总裁、西南区

总负责人温巍表示：“希望通过国内领
先的交互体验系统，把晦涩的科技原
理转化为可触摸、可操作的趣味场景，
激发孩子们的好奇心。”

链接国家战略
阶梯式课程培育创新思维

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既需要“仰
望星空”的视野去拥抱前沿科技，更需
要“脚踏实地”的行动将理念落地为可
触可感的实践。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杨晴虹表
示，“我们在重庆播下的，不仅是一座科
技馆的种子，更是科技教育回归‘可体

验、可参与、可成长’本质的探索——让
科技教育真正成为滋养科学思维与创
新能力的生命历程，为培养兼具科学
素养与实践能力的时代新人，提供更
具生命力的解决方案。”

事实上，新东方始终与国家战略
同频共振，积极响应加强新时代中小
学科学教育工作政策指引，围绕“教
育+科技”不断创新，提供场景化、体
系化的智慧教育产品及服务，为科技
教育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东方科技馆在课程研发领域形
成显著优势集群。

其研发团队由多方力量协同组

成，新东方科技馆现有研学课程均由
新东方智慧教育产研团队、高校研究
院人工智能领域教授及重庆新东方学
校优秀师资团队共同研发，严格遵循
教育部《义务教育科学课程标准》及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政策导
向，深度契合“双减”背景下科学教育
做加法的改革方向。内容涵盖人工智
能、无人机、机器人编程、智能制造、无
人 驾 驶 等 前 沿 领 域 ，课 程 融 入
STEAM教育理念，培养学员跨学科
培养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

在教学实践环节，科技馆配备的
教师均来自新东方重庆学校科创一
线，具备丰富教学经验与扎实能力。

这种产研一体化布局、校企深度
协同、课程精准研发的模式，无疑构建
起“可感知、可操作、可创造”的科技教
育新生态。

发挥基地优势
协同育人构建科教生态
据悉，沙坪坝区教育委员会授予

该馆“沙坪坝区中小学社会实践教育
基地”称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与新东
方智慧教育联合课题组授予该馆“人
工智能教育示范基地”称号，中国飞天
梦科技志愿团授予该馆“中国飞天梦

航天科技志愿服务实践基地”称号。
带着责任起航，新东方科技馆对

未来目标清晰。该馆将整合航空航
天、人工智能等领域前沿科学技术和
优质教育资源，打造校外教育实践空
间综合体，面向学校、社会提供一站式
研学服务，为构建馆校协同的科学教
育体系提供创新路径，为家校社协同
育人提供实践样本，赋能学生全面成
长。

区别于传统“参观+讲解”模式，
新东方科技馆将以沉浸式科技体验激
发探索热情，配备科研级设备打造真
实探索场景；开发阶梯式课程体系，精
准对标学科素养要求；联动高校实验
室、科技企业开放课题研究与职业体
验资源，形成“校—馆—企”协同育人
生态，长效激活学生创新潜能。

此外，新东方科技馆将既为学校
提供定制化课程设计、设备支持和课
题资源，助力校本科技课程落地；又面
向社会开放科普展览等服务，构建家
校社协同育人网络。通过立体化教育
生态，搭建实践平台，让更多青少年在
科技探索中点燃梦想，茁壮成长。

谭茭 胡忠英
图片由新东方科技馆提供

首家新东方科技馆在渝正式落地

“教育+科技”双轮驱动 打造青少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摇篮

参观人员在“天宫启航交互系统”设备前参观并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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