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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漠奇瓜
——那拉瓜

大渡口区科协组织开展
民生走访志愿服务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杨鑫）为认真贯彻落
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和
习近平总书记在“两不愁三保障”突出问题
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近日，大渡口区科协
组织科技志愿者积极开展民生走访志愿服
务活动。

一是志愿者到工业园区、企业，为他们
送去《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
次全体会议公报》等书籍，全面解读党的十
九届五中全会精神。二是志愿者到学（协）
会、农村技术合作社及商会，赠送防疫宣传
海报、防疫口罩等。三是志愿者前往部分社
区，为贫困群众送去春节慰问品，针对健康
医疗保障、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调研。

万州区科协启动
榨菜科技小院科研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姚世衡）近日，万州区
科协组织启动了榨菜科技小院科研工作。
当天，西南大学司军科研团队一行前往万州
龙沙镇、甘宁镇，勘查了榨菜试验基地，比选
了榨菜新品种示范点，并采集整理了榨菜根
种病样品。万州区科协召集研、产双方座
谈，就下一阶段科研团队、研究生如何深入
建设科技小院、开展科研和技术培训进行了
详尽商讨。

区科协高度重视榨菜科技小院科研工
作的推进，拟通过科技小院，引进测土配方
施肥技术、榨菜新品种进行示范，解决万州
区榨菜生产过程中的主要问题，探索现代农
业可持续发展之路，实现人才培养、农民增
收、企业增效等多重目标。

江津区科协
走访慰问基层科技工作者

本报讯（通讯员 李安营）为进一步加
强“科技工作者之家”建设，努力在全区营
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氛围，近日，
江津区科协组织开展春节期间走访慰问基
层科技工作者活动。

江津区科协一行先后深入医院、学
校、学（协）会、科普基地等，详细了解科技
工作者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情况，并借以
向全区科技工作者致以诚挚的问候和新
春的祝福。

走访慰问中，区科协负责人鼓励广大
科技工作者要牢记使命责任、深耕专业领
域、勇攀创新高地。同时要以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为己任，努力在全区推动形成讲科
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氛围。

在全世界最干燥的沙漠中，那
拉瓜顽强地生存并繁衍着。为了适
应干旱环境，它们的构造变得极为
特殊，堪称生物适应极端环境的典
范之一。

顽强的生命力

每天，跟随着大西洋的海风，数以万吨的充沛水汽
浩浩荡荡地向非洲西海岸推进。大量水汽遇冷凝结后
悬浮在海面上空形成浓雾，这些海域因终年浓雾弥漫而
不适航。因为这些海域海难事故多发，所以附近的海岸
被航海者称为“骷髅海岸”。

越过狭长的骷髅海岸，已经被榨干水汽、变得十
分干燥的海风吹拂着全世界最古老、最干旱的沙漠
之一——纳米布沙漠。自有气象记录以来，那里的平
均年降雨量就不足10毫米，连续数年零降雨的情况也
不罕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物自然是极难生存的。然
而，在看似毫无生机的大漠中，一种名为那拉瓜的植物
却顽强地生存下来。那拉瓜是西瓜的远亲，也是一种葫
芦科植物。它们的果实硕大，绿色的外皮上遍布尖刺，
果肉富含水分。

沙漠生存靠独门绝技很少有植物能在纳米布沙漠
生存下来。那里不但缺水，干燥的沙质土很容易被强风
吹散，而且沙土自身含有的营养物质也极其有限，难以
满足植物生长的需求。但那拉瓜通过营造属于自己的
栖息地，得以长期扎根沙漠。

为了生存身怀绝技

那拉瓜的果肉为它们的种子提供了萌芽所需的初
始养分和水分。随着植株逐渐长大，越来越多的沙粒、
灰尘和有机质会被那拉瓜的茎秆截留下来，并在那拉瓜
植株周围越积越多，形成一座圆形沙丘。当圆形沙丘达

到一定规模，那拉瓜的茎秆和根就会被牢牢压实，风很
难再刮跑它们。

不过，那拉瓜之所以能够在沙漠中存活下来，还
因为它们自身有三项绝招。第一招是扎根深：那拉瓜
的根部可以延伸到沙地表面以下50米，获取沙漠中宝
贵的地下水。这些地下水很可能来自附近骷髅海岸
的雾冷凝水，经由地表渗入地下，并停留在地下蓄水
层。第二招是开源：那拉瓜果实和茎秆上遍布锥状尖
刺，能够在夜间或凌晨等温度较低的时间汇集露水。
露水可以直接被那拉瓜植株吸收，或滴入它们下方的
沙土中被根部吸收，这些露水补充了那拉瓜所需的水
分。第三招是节流：为了避免蒸腾作用带走过多珍贵
的水分，那拉瓜几乎放弃了叶片这个重要的营养器
官。原本存在于叶片中的叶绿体转而分布在那拉瓜
的茎秆和尖刺中，为它们合成糖分。在这三招的帮助
下，一株那拉瓜植物可以在纳米布沙漠中生存100多
年，即便遇到连续几年不下雨的大旱光景，也能顽强
地挺过去。

沙漠生命的庇护所

那拉瓜不仅让自己在沙漠中扎根，还为沙漠中的
动物们提供了水和食物。据统计，纳米布沙漠中至少
有26种脊椎动物（例如胡狼、食蚁兽和沙漠鼠等）靠那
拉瓜植株遮阴，并获取饮水和食物。在那拉瓜的下
方，微生物群落在阴凉中繁衍。作为回报，它们为那
拉瓜提供生长所需的一部分营养。

那拉瓜的果实和种子是生活在纳米布沙漠的托普
纳尔人的重要食物来源。部落中的一些成员在收获那
拉瓜后，会将它们集中堆放保管。那拉瓜果实每个都有
1千克重，橙黄色的果肉中夹杂着奶白色的种子。未成
熟的那拉瓜的果肉中含有葫芦素，人吃下未熟透的果肉
后口腔会感到灼烧般的疼痛，因此要等到那拉瓜熟透才
能生食。托普纳尔人经常会将没有熟透的那拉瓜放进
锅中熬煮数小时，以去除葫芦素的毒性。他们从熬煮后
得到的“糨糊”中挑出宝贵的种子。这些脂肪含量约为
57%、蛋白质含量约为31%的种子，是托普纳尔人重要
的营养来源。

让人不可思议的是，人工种植的那拉瓜很难存活，
这也许是因为野生那拉瓜经过和自然环境的艰苦斗争，
已经适应了极为苛刻的沙漠环境，人工种植很难完全还
原出相同的环境。这样看来，那拉瓜还是更适合在沙漠
里过“苦日子”。

（本报综合）

为进一步提高网络安全应急处置能力，提升网络空
间防护水平，确保网络安全事件处置及时、影响可控，近
日，市民政局开展2021年网络安全应急演练。

本次演练采用现场演练方式，以模拟黑客入侵攻击
市民政局部署在政务云上的综合业务管理平台，并通过
技术手段篡改系统登录页面的场景，对市民政局网络安
全监测预警、研判决策、响应处置、恢复总结等多个阶段
进行全流程实战演练，全方位展示网络安全事件发生后
的应急处置流程，有效检验应急预案的可行性，锻炼网

络安全应急工作队伍，完善网络安全应急体系。
演练结束后，市民政局负责人就做好网络安全保

障工作进行安排部署，要求必须时刻绷紧网络安全
这根弦，严格落实网络安全责任制，强化多方协同配
合，提高网络安全的洞察力、处置力、防御力，筑牢网
络安全坚实防线，为全市民政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
有力保障。

市民政局相关处室负责人及工作人员、相关网络安
全技术服务企业技术人员参加或观摩演练。

（重庆市民政局供稿）

本报讯（通讯员 龙姿含）近日，巴南区
科协组织区农技联合会果树专家赴木洞镇
墙院村开展枇杷春管现场培训会。

培训现场，采取发放资料、专家讲课和技
术示范等方式，实现多方位、多层次的管理技
术培训。专家着重讲解了目前正值枇杷幼果
膨大期培育大果的两个要点：一是疏花疏果；
二是施春季壮果肥，提高果实商品率。

通过培训，大家纷纷表示专家深入田间
地头手把手示范指导，让枯燥难懂的理论知
识更易入脑入心，将把学到的知识充分运用
到解决枇杷果实小、产量低等难题中，为今
年枇杷增收打下坚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