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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子银行”守护濒危物种
开出生物多样性的绚丽之花

人社部与国际劳工组织优质学徒制培训
与终身学习项目（第二期）启动会在重庆召开

江津区科协
儿童安全科普活动进社区

为提高儿童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
护能力，近日，江津区科协、江津阳光社
工中心在顺江社区社工室开展了“增长
安全知识 学会自我保护”儿童安全科
普活动。本次活动共计35人参与。

活动中，科普志愿者引导孩子们观
看交通安全视频、预防地震安全视频、
溺水自救与救人视频，进一步学习常见
的儿童安全知识。科普志愿者提醒孩
子们注意危险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孩
子们也相互交流分享看完视频后的感

受。在“海姆立克急救法”学习中，科普
志愿者通过暖场游戏“吃饼干”，引导孩
子们思考怎样应对噎食的情况。随后，
科普志愿者示范并指导了孩子们正确
掌握处理噎食的办法——海姆立克急
救法。

接下来，江津区科协将继续走进学
校和社区，开展儿童安全科普活动，提
升孩子们的安全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共同守护儿童安全。

（江津区科协供稿）

近日，沙坪坝区科协联合磁器口街
道科协在凤凰山社区紧紧围绕“保护生
态环境 参与垃圾分类”这一主题开展
科普活动。本次活动共有20余人参
加，包括社区的小学生、重庆大学学生
及外国留学生。

社区利用宣传橱窗、科普讲座等多
种形式向活动参与者宣传“垃圾分类”
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告诉活动参与者在
日常生活中可以为环境保护做什么，共
同保护我们的地球。在垃圾分类及环

保科普知识宣讲中，志愿者给活动参与
者讲解了垃圾分类及环保知识；在志愿
者的带领下，活动参与者拿着扫把、垃
圾袋等清洁工具，一起清扫社区环境、
捡拾垃圾。大家都在这次劳动中体验
到了快乐和光荣，在美化环境中增强了
责任感和荣誉感。

本次科普活动的开展取得了实实
在在的效果，既让活动参与者学到了科
学知识，又美化了居住环境，深受大家
的好评。 （沙坪坝区科协供稿）

沙坪坝区科协
垃圾分类科普活动受欢迎

□冉岳岳

昆明北郊，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
究所内，一栋红色建筑掩映在绿树花丛
中。这里保存着我国大量濒危、珍稀的
野生植物种子，不少濒临灭绝的物种在
这里“平安渡劫”后“多世同堂”。

这里是我国第一座也是唯一一座
国家级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中国
西南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下称种质
资源库），也是世界三大种子库之一。

这座种子库里存放着哪些国宝？
一个保藏野生生物种质资源的“种子
银行”，为何能与中国天眼、人造太阳
等大科学装置一样被全球瞩目？它对
保护和恢复生物多样性有何作用？

“种子银行”的发展之路

我国是生物多样性特别丰富的国
家之一，初步评估我国高等植物中濒
危和受威胁的种类至少有4000种，占
总数的10%，保护形势十分严峻。

面对物种的不断消亡，科学家将
世界上大部分濒临灭绝或数量稀少的
野生植物种子收集起来，贮存到一座
座种子库——“种子银行”。

“种子银行”里存放的种子，正是
基因延续的载体。这些种子与人们日
常生活关系密切。

2004 年，种质资源库在昆明开
工，2007年建成并投入运行。

种质资源也称遗传资源，是指包
含生物全部遗传信息、决定生物各种
遗传性状和特征的资源。这些资源既

存在于栽培植物和家养动物中，也存
在于野生生物的物种中。

之所以把种质资源库建在云南，
就是因为云南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
富——高等植物19333种，约占全国
的50.3%；脊椎动物2273种，约占全国
的49.5%……可以说，云南是名副其
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
园”“物种基因库”。

截至2022年，种质资源库已保存
我 国 本 土 野 生 植 物 种 子 11305 种
90738份；植物离体培养材料2194种
26200 份 ；DNA 分 子 材 料 8541 种
69144 份；微生物菌株 2320 种 23200
份；动物种质资源2253种 80362份，
是亚洲最大的野生生物种质资源库。
它与英国千年种子库、挪威斯瓦尔巴
全球种子库一起，成为全球生物多样
性保护的领跑者。

种子入库需闯三关

金铁锁、华盖木、珙桐……保存这
些种子的冷库位于地下6米深处，这
些珍贵的种子躺在玻璃罐中，正在休
眠。这里是它们最安全舒适的家。

一粒种子想进入“种子银行”的保
险柜并非易事，必须得有准入身份，即
满足“3E”标准——濒危、特有、有重
要经济价值。其中，“特有”不光指中
国特有，更指狭域特有。按照该标准，
国家一、二级珍稀濒危植物，如喜马拉

雅红豆杉、巧家五针松，中国特有的云
南金钱槭、滇桐等被优先保存。

种子进入“种子银行”还得经过
70多道关卡，其中最重要的是采集、

“体检”、入库三关。
采集关是指无论沙漠、海岛、热带

雨林，还是世界屋脊、三江平原，从海
拔6000多米的高山，到海平面下50
米的区域，只要有种子的地方，种子采
集员都会到达。

为保证物种遗传多样性，种子采
集员会在不同生长点采集同一种植物
种子。一般每种植物会采集保存
10000粒种子，最少2500粒。

采集回来的种子还不能马上入
库，后面还有几十道的“体检”关。

在种子清理室，科研人员把种子
倒入分离机，饱满的种子落下，空瘪的
种子被吹走。科研人员还会随机抽取
部分种子进行X光照射，种子是否健
康、饱满、有无虫蛀，一目了然。

之后，分拣留下的健康种子继续
被清理、质检、计数。

计数后，种子会被再干燥，在
15℃、空气相对湿度15%的环境中被
放置 1～2 个月，以确保充分干燥。
当种子含水量降到5%～7%，它就能
进入“休眠期”，基本达到进入冷库
的要求。

最后，经过密闭容器分装，种子
会进入“冬眠”套房——-20℃的冷
库。在这里，种子可存活几十年甚至

上千年。
打开冷库门，寒气扑面而来。架

子上整齐摆放着玻璃瓶，种子按体积
大小入瓶，再放进密封盒。瓶子上的
条码，标明种子入库位置和种质信
息。每个物种的种子被分为两份，分
别存放在备份库和活动库中，前者永
久保存，后者做萌发实验或分发利用。
每隔5年或10年，种子管理员会抽样
进行萌发实验，看看种子是否还有活
力。萌发成的小苗不会被浪费，小苗
的信息会被发布到研究所网站上，植
物园和其他科研人员都可以申请使
用，比如昆明植物园中不少植物就来
自种子库。

种子“避难”成效显著

有效贮存种子、抢救性收集种子、
保存濒危动植物遗传材料……种质资
源库自建成后，对我国乃至全球生物
多样性保护意义重大。

目前，超过三成的我国野生植物
种子已在“种子银行”保存，包括大部
分的珍稀、濒危、特有物种，种质资源
库成为名副其实的种子避难所。

种质资源库已建立一个由国内数
十家科研机构、高等院校和自然保护区
参与的种质资源采集保存网络，制定了
采集规范和标准，重点采集国家重点保
护和珍稀濒危物种等野生植物物种。

为了让保护更加精细，种质资源
库还引入“采集单元”的概念——在采
集种子时，除参考国际同行的规范，有
日期、地点、海拔、土壤类型、环境、经
纬度信息外，科研人员还增加了对
DNA材料的收集，为种子建立“DNA
身份证”。

守护种子安全是全人类的任务。
可喜的是，不断有海外成员加入种质
资源库。来自欧洲、非洲、美洲等地的
种子相继来到这里备存。如今，种质
资源库已备份保藏了40多个国家和
地区的2000多份重要植物的种子。

未来，种质资源库将建设超低温
（液氮）库，可将成熟的植物胚性细胞
系、短命种子进行长期保存，以覆盖保
护更多物种。

这些存储生物遗传密码的“种子
银行”，继续为保护地球生物多样性贡
献力量。

□钟力

如果有人告诉你，在天空中张牙
舞爪的雷鸣闪电与在大地上安静本分
生长的植物有关，你会相信吗？

人们对地球上的雷电天气现象观
察发现，雷电现象发生的地方也有规
律，植被茂密的大陆发生雷电现象的
频率较高，而在海洋、南极和北极、沙
漠和冻土地带，这些植被稀少的地方，
雷电鲜有发生。

除此之外，雷电在不同季节发生
的频率也不同。春夏季节，万物复
苏，植物生长逐渐进入蓬勃茂盛阶
段，雷电则呈现多发高发状态；到了
秋冬季，万物逐渐萧条，大地进入休
眠状态，植物落叶枯黄，雷电发生相
对要少很多。

陆地上生长着难以计数的植物，
这些植物在光合作用和蒸腾作用下进
行着新陈代谢。据统计，全世界所有
植物每年挥发到大气中的芳香物质
大约有 1.5亿吨。在阳光的照耀下，
这些植物的芳香分子在空中向上飘
散，每一个芳香分子都带上正电荷，
并成为水汽发生凝结的凝结核。虽
然一个单独的芳香分子非常渺小，
但它们数量巨大，水汽发生凝结后，
裹挟着芳香物质的带电水分子在大
气中聚集，最终形成云朵。当云层中
电荷越积越多，量变形成质变，云朵变
成乌云，云层上下形成巨大的电压差，
便开始放电，形成雷电。

有趣的是，雷电发生后，便开始对
地放电，巨大电流在空中和陆地上流
动。电流到达地面后又被陆地上的植
物吸收，而无论是草本植物，还是木本
植物，对电流的到来都“欣喜若狂”，因
为这些电流带来的能量是植物的天然
滋补剂，能促使植物长得更快，让它们
的果实更加丰硕。

在古代，人们发现频发的雷电
除能让植物早熟外，还能使产量增
加。在现代，科学家们还实验过用
弱电促使植物种子提早发芽，提高
产量。在高压线和避雷针附近的植
物，因为更容易吸收雷电的电流，所
以长得更加旺盛。

植物释放芳香物质从而产生雷

电，而雷电产生电流回归大地，又促进
植物生长，这也是自然界的一个轮回。

也许有人会感到疑惑：海洋里有
大量植物生长，为什么海洋较少发生
雷电？大海里植物是会产生大量芳香
物质，但芳香分子大多被海水溶解，到
达洋面的芳香物质少之又少，这也是
海洋较少发生雷电的原因。

本报讯（记者 樊洁）5月22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与国际劳工组织
优质学徒制培训与终身学习项目（第
二期）工作启动会在重庆人力资源服
务产业园召开。会上，国内与国际领
域专家进行了圆桌讨论，充分交流互
鉴工作成效，为我国企业新型学徒制

培训高质量开展提供了有力借鉴。
二期项目中，参与单位及有关

人员将参与技能开发与培训工具研
发与试用，合作组织职业技能主管
部门、企业与培训院校参加能力提
升培训，开展学徒核心技能培训，开
展学徒制培训与终身学习方面的国
际交流。

全国企业新型学徒制培训自
2015 年 7 月启动试点，2018 年 10 月
全面开展，全国各地各单位通过问
题导向、政策引导、建立机制、盘活
资源和资金支持等措施积极组织培
训，成效显著，基本实现企业降成

本、员工得实惠的效果，有力促进就
业和经济发展。

重庆是人社部确定的首批企业新
型学徒制培训试点省市之一。2015
年7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
在全国启动企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工
作，重庆作为首批试点省市之一，认真
贯彻《试点方案》，有序推进试点工
作。2016年至2018年，先后组织29家
企业、17所院校试点，涉及8大产业领
域、23个职业（工种），试点期间参训
规模占全国的41.6%。2021年，顺利成
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国际劳工组
织新型学徒制试点项目四个省市之

一，组织我市长安汽车、西南铝、海尔
热水器等大中型企业和电子工程职
业学院、五一技师学院、工贸技师学
院等院校，共 21 家单位 300 余名教
师、学员和管理人员参加国际合作项
目，接受国际先进理念和课程工具，并
将国际先进理念运用到学徒制培训组
织实施中。

截至目前，重庆市新型学徒制培
训的参与人数达10万人次，帮助企业
提高劳动生产率助力转型升级，引导
企业更加关注职工技能素质培养和成
长发展，达到“员工提技能，企业增效
益，政府稳就业”的目的。

雷电与植物的不解之缘

□通讯员 刘小兰

近日，以“共建科普高地 共享智
慧生活”为主题的第六届重庆市大足
区公民科学素质大赛在海棠中学成
功举行。

大赛得到大足区全民科学素质工
作领导小组28家成员单位、27个镇街
的积极响应，组成36支队伍共144名选
手参赛。比赛分为复赛和决赛两个赛
程，设置有“科学听我说”展演、必答题、
快问快答、抢答题等环节。题型以《公
民科学素质问答与测试》《科技热词、新
词知多少》《碳达峰碳中和知多少》等系
列丛书和科学家精神、生态环境保护、
防灾减灾、卫生健康（疫情防控）、科学
生产、移风易俗等内容为重点，旨在多

方面考查选手的科学素质能力，让参赛
选手通过比赛，既成为科学知识获得
者，也成为科学精神的分享者。此外，
比赛还特别设置有奖科普知识问答环
节，吸引不少观众踊跃参与，进一步激
发了大家讲科学、爱科学、学科学、用科
学的良好氛围。

在为期两天的复赛中，政府系统、
教育系统、棠香街道等8支队伍经过激
烈角逐，最终，政府系统代表队一路披
荆斩棘，获得本次大赛一等奖，教育系
统、龙岗街道和人大政协代表队获得二
等奖，卫生系统、棠香街道、邮亭镇和珠
溪镇代表队获得三等奖，郑斯璇、石井
玲、罗章等8名同志在比赛中脱颖而
出，获得第六届重庆市大足区公民科学
素质大赛标兵奖。

第六届重庆市大足区
公民科学素质大赛成功举行

近日，秀山县青少年创新实践基地
在龙凤坝镇南龙村采取“科普大篷车”
的模式，围绕“热爱科学 崇尚科学”主
题开展了科技活动周系列活动，将科技
志愿服务送进乡村。通过与科技“零距
离”接触，为农村孩子们提供了一个走
近科学、了解科学的机会，让孩子们广
泛了解和亲身感受科技的魅力，同时提
升青少年科技创新意识和科技创新能
力，种下了向往科技的种子。

本次“科普大篷车”进乡村活动项目

有跳舞机器人表演、魔方机器人挑战、3D
打印技术展示、3D打印笔互动体验、无人
机展示、教育机器人现场教学等。通过
与展品互动，引导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学
生主动去观察、实操、思考、讨论，提高动
手实践能力，感受科技的魅力和神奇。

下一步，秀山青少年创新实践基地
将不断优化科技志愿服务模式，完善各
类科普活动项目，把优质科普资源送到
更多的乡村，助力做好“最后一公里”的
科普服务。 （秀山县科协供稿）

秀山县“科普大篷车”进乡村活动
在龙凤坝镇启动

□通讯员 严琰

5月24日，为进一步学习宣传贯彻
党的二十大精神，大力弘扬“爱国、创
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的中国科学
家精神，南川区科协在东城街道鼓楼坝
社区开展2023年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

活动现场，南川区科协相关负责人
为大家讲述了“浙大保姆”竺可桢、“中
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癌症诱导分化

之父”王振义以及航天事业的“育苗人”
陈敬熊的伟大事迹，生动地诠释了科技
工作者的初心使命，让大家了解到科学
家们不懈的努力和无穷的探索，营造尊
重知识、崇尚创新、尊重人才、热爱科学
的浓厚氛围。

此次活动的开展，旨在鼓励大家以
科学家精神为追求目标，努力提升科学
素养，树立远大理想，做敢于担当、勇于
奋斗的新时代科技接力人。

南川区科协
科学家精神宣讲活动振奋人心

□通讯员 郑洁

为在全区营造热爱科学、尊重人
才、激励创新的浓厚氛围，5月23日，武
隆区科协、区科技局联合组织区应急
局、区消防队等16个部门在人民广场
举办武隆区2023年科技活动周暨科技
工作者日宣传活动。

活动现场，武隆区科协、区科技局
通过布置大型专题活动海报、横幅、展
桌等打造主题活动的气氛，10多个部门
根据自身工作特点分门别类向过往群
众展开宣传，为群众发放《中华人民共
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全民科学素质
行动规划纲要八问》《重庆市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条例及政策解读》等科普宣传
资料600余份，扇子、口袋、围腰等物品
500余份，为群众带来一场内容丰富的
科普宣传活动。

同时，为在全区弘扬科学家精神，
激励广大群众继承老一辈科学家胸怀
祖国、服务人民、坚守学术道德、严谨
求实的光荣传统，当天，武隆区科协
开展了“党领导下的科学家精神”主
题展活动，吸引无数群众驻足参观。
在活动中，群众通过扫描展板上的二
维码，在“码上观看”平台上了解了更
多关于科学家的介绍。参观过程中，
群众纷纷表达了对老一辈科学家的
敬佩与赞扬，并表示要把科学家精神
讲给孙辈听。

据了解，活动前期，武隆区科协、区
科技局联合发文，动员全区各乡镇街
道、各企事业单位、各部门在主题日期
间因地制宜积极开展活动，扩大活动覆
盖面和社会影响力，让科技工作者得实
惠，让人民群众有获得感，切实提高活
动实效和满意度。

武隆区2023年科技活动周
暨科技工作者日宣传活动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