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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重庆市全民科学素质纲要
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实施工作办公室主办

提提
升升全全民民科科学学素素质质在在行行

动动 市民政局会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
优化孤寡老人服务保障工作

普陀鹅耳枥：

种子送上太空只为拯救它
在自然界，植物往往更加低调，它们窝在某个角落里独自发

育，不会主动和人交集，所以很少有濒危植物能像一些濒危动物那
样引人注目。不过，在世界范围内确实有许多植物非常珍稀，其中
在中国就有一种，它被称为“地球独子”，因为曾经全世界只剩下一
株。这个植物就是普陀鹅耳枥，其野生母树是中国乃至世界最珍
稀的植物之一，为了拯救它，许多机
构都竭尽全力。

璧山区科协
反邪教宣传深入人心

为进一步深化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
扩大反邪教宣传覆盖面，增强人民群众防
邪、反邪思想意识，近日，璧山区科协联合
区委政法委到璧城街道大塘村开展“邪教
危害你我他，反邪防邪靠大家”反邪教宣传
活动。活动中，志愿者们结合大量实际案
例向广大村民开展宣传教育。

此次活动，有效提高了反邪教警示宣
传的受众面，让人民群众更加了解邪教的
危害性，营造了浓厚的反邪防邪社会氛
围。下一步，璧山区科协将继续扩大并加
深反邪教宣传教育工作的广度与深度，有
力且有效地阻止邪教势力的侵蚀和渗透，
积极构建和谐文明社会。

（璧山区科协供稿）

江津区科协
举办科普主题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张珩铃）为了让孩子
们通过阅读收获科普知识，通过阅读收获
快乐，通过阅读收获成长，近日，江津区科
协联合江津阳光社工中心在先锋镇保坪村
开展了“科学阅读 助力成长”主题活动。

通过本次活动，孩子们的想象能力与
创造能力得到进一步提升，对于趣味性科
学阅读、方法性科学阅读、创造性科学阅读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也对科学阅读产生
了更为浓厚的兴趣，在收获知识的同时，也
收获了成长与快乐。接下来，江津区科协
将继续开展相关活动，用科学阅读助力孩
子能力和知识的综合成长，让孩子们在阅
读中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綦江区科协
对口帮扶见成效

本报讯（通讯员 龙小姗）近日，綦江区
科协对口帮扶、协作发展的石柱县三星乡雷
庄村赶水草蔸萝卜长势良好，喜获丰收。

为了促进对口协作发展，綦江区科协
今年按照市科协和区委区政府的安排及要
求，牵头在石柱县推广綦江赶水草蔸萝卜
种植。如今，30亩“春不老”萝卜示范片试
种成功，获得当地村民一致好评。

下一步，綦江区科协与石柱县科协将
进一步加强对口协同发展，扩大綦江赶水
草蔸萝卜在石柱的种植。通过发展壮大这
一特色产业，不断提升广大群众的获得感、
幸福感，走深走实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之路。

为精准掌握空巢、独居、留守、孤寡老人的生活情况，
近日，市民政局会同国网重庆市电力公司，运用大数据监
测、分析手段，科学分析老人的用电量、用电时间、用电负
荷等信息，持续优化城乡孤寡老人服务保障工作。

运用“e电养老”智慧服务平台，经用电户主授权后
自动收集、分析城乡孤寡老人的用电情况，总结用电规
律，智能识别老人居家时段，判断老人生活安全状况。11
月以来，对酉阳县花田乡等3个市级乡村振兴点的1000
位孤寡老人进行实时监测，向社区自动发送预警短信79
条，帮助老人解决问题41个。

针对孤寡老人反映的缺乏生活物资、慢性病治疗需
要接送、居家隔离需要心理疏导等问题，通过“e电养老”
智慧服务平台征集志愿者，开展物资代购、上门接送和心
理健康讲座等志愿服务127次，切实解决孤寡老人生活
困难。

本轮疫情发生后，重庆市民政局向全市注册的3412
位城乡孤寡老人发送慰问信和受疫情影响情况排查问
卷。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动员370名志愿者，有序加入
永川、长寿、开州、城口、忠县、奉节等31个区县，协助社区
全力做好孤寡老人疫情防控工作。（重庆市民政局供稿）

北碚区科协
组织开展主题宣讲活动

本报讯（通讯员 傅建华）近日，北碚
区科协分别组织航天科创云制造服务（重
庆）有限公司科学技术协会、天府镇天府社
区科普工作站开展了“为加快建设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人才平台而奋
斗”宣讲活动，共有20人参加此次宣讲活
动。与会人员纷纷表示，今后将为重庆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和
全国重要人才高地作出积极贡献。

接下来，北碚区科协将进一步加强对全
区科技工作者的政治引领，团结凝聚广大科
技工作者，以强大的创新自信奋进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新征程，为书写重庆全面建设社
会主义现代化新篇章贡献科技力量。

普陀鹅耳枥的发现

和许多植物一样，普陀鹅耳枥一直生长在舟山普陀
山，但是很少引起别人的注意。

1930年前后，中国植物学家钟观光先生在一次考察
浙江沿海的植物时发现了它，当时引起钟观光的注意的
是普陀鹅耳枥的花朵，普陀鹅耳枥是雌雄异花同株，但是
雌雄花朵有明显的差异，雌花为浅红色，雄花为淡黄色，
非常特别。

直到 1932 年，另一位植物学家郑万钧教授对它
进行鉴定，并第一次确定它是属于桦木科鹅耳枥属
的一个物种，由于只在普陀山被发现，因此得名普陀
鹅耳枥。

其实，普陀鹅耳枥刚被发现的时候，普陀山上是有很
多这种植物的，但是当时人们对新物种的态度并没有像
现在珍惜，由于人为对生态的破坏，以及这个物种本身的
一些问题，最终在短短几十年内，它就只剩下了一株。

为了拯救这个物种，中国的科学家付出了极大的努
力，因为这个物种本身就是“灭绝体质”。

“灭绝体质”的普陀鹅耳枥

作为一个物种，其实普陀鹅耳枥是非常容易灭绝
的，用现在比较常用的话来说就是它们有点进入了进
化的死胡同无法自拔，也正因为如此它一不小心就只
剩下了一株。

首先是它们的花。普陀鹅耳枥在每年的4月中上旬
开始开花，但是开始开出来的都是雄花，到了4月中下旬
雌花才会开放，雌雄真正能够相遇的天数平均只有9天，
而4月份的舟山天气并不好，9天的窗口期很容易被糟糕
的天气打破，无法完成授粉。

更奇葩的是，它们的雌花一般是开放在最高的地方，
而雄花则开在较低的地方，这导致很难通过风完成授粉，
同时由于生态破坏授粉昆虫的减少，它们自然完成授粉
变得非常困难。

据统计，在人工辅助下，普陀鹅耳枥的种子出苗率只

能达到2.5%左
右，因为大部
分种子都是
没 有 授 粉
的。其次是
它 们 的 种
子。普陀鹅
耳枥的种子有
典型的岛屿植
物种子的特征，就
是外壳厚且坚硬，比
如我们熟悉的椰子，就是
这种情况。

这种特征主要用于应对多灾多难的海岛气候，种子
不包裹好一点的话，很难存活，同时这样的种子也更容易
在海水中完成传播，不易腐烂。

授粉难，发芽也难，它们繁殖能力低得难以想象，仅
存的那一棵普陀鹅耳枥的周围从来没有发现过它的后
代。所以，在人为对环境稍有破坏之后，它们就急速走向
了灭绝边缘。

如何拯救“地球独子”

1987年，普陀鹅耳枥被国际物种保护委员会（SSC）
列为全球最濒危的12种植物之一，拯救这个物种警钟从
那时开始拉响。

研究人员花费数十年研究它的人工授粉、繁殖技
术等。对于普陀鹅耳枥而言，它的繁殖方式其实有两
种——播种和扦插，所以在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下，普
陀鹅耳枥的数量也很快开始增长，在2015年的时候就达
到4万株左右，但却依然很脆弱。

所以，接下来研究人员还要筛选出它的变异个体，这
个工作非常艰难，必须对每一棵的遗传信息进行排查。
截至2018年底，研究人员把它送到了全国不同地区的13
个单位进行异地保存和培养，目前的结果是，山西霍州一
带可室外栽培，郑州可开花结果，以及上海的普陀鹅耳枥
今年成功结实。

当然，只在地球上能栽培是不够的，2011年天宫一号
发射的时候，它和另外3种极度濒危植物的种子被一起
送上了太空。

其实把一些植物种子送上太空的目的就是希望获得
它们优质的变异个体。不过，对于像普陀鹅耳枥这些极
度濒危物种而言，更多的是想丰富它们的遗传多样性。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