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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8日电 （记者邱超奕）日前，黑龙江干流上

游开库康封冻江段顺利解冻开江，至此东北地区松花江、嫩

江、乌苏里江、黑龙江等四条主要江河全线开江，2021—2022
年度防凌工作顺利结束。开江期间凌情总体平稳，未发生大

的险情灾情。

据介绍，本年度东北地区凌情有四个特点：一是封江时间

总体偏晚。二是封江水位整体偏高。三是乌苏里江、松花江、

嫩江开江时间提前，黑龙江偏晚。四是开江水位普遍偏高。

据悉，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指导协调做好东北江河防凌工作。国家防办密

切关注凌情发展变化，提前发出通知安排部署防凌工作，加强

联合会商和点对点指导，及时派出工作组协助地方做好防凌

工作。黑龙江省有序组织开展应急值守、巡江巡河、破冰除

冰、巡堤查险和涉河安全管理等，确保安度凌汛。

东北地区主要江河全线开江
2021—2022年度防凌工作顺利结束

本报北京 5月 8日电 （记者寇江泽）团体标准《公民绿色

低碳行为温室气体减排量化导则》（下称《导则》）日前发布。

《导则》推荐了衣、食、住、行、用、办公、数字金融等七大类 40
项绿色低碳行为，并对其分别进行了描述。比如，服装领域绿

色低碳行为包括旧衣回收、使用可持续原材料生产的衣被等；

饮食领域包括减少一次性餐具、光盘行动等；居住领域包括使

用清洁能源、节约用水、节约用电、生活垃圾分类等。

《导则》由中华环保联合会绿色循环普惠专委会、生态环

境部宣传教育中心、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北京大学等多家

单位共同编制。编制单位有关负责人表示，《导则》对消费领

域行为碳减排进行量化，填补了公民绿色行为碳减排量化评

估标准的空白，有助于评估测算碳减排行为。

公民绿色低碳行为相关导则发布
推荐七大类40项绿色低碳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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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月 8日电 （记者王浩）记者近日从中国长江

三峡集团有限公司获悉：长江干流的 6 座梯级水电站——乌

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葛洲坝，多年累计发电量

突破 3 万亿千瓦时。这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 9.1 亿吨，减排二

氧化碳约 2.4 亿吨，为我国经济社会绿色发展提供强劲动能。

长江干流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三峡和葛洲坝

水电站构成了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6 座梯级水电站现已

投产的发电机组为 101 台，装机总量为 6200 多万千瓦，约占全

国水电装机容量的 16%。白鹤滩水电站全面投产后，长江干

流建成投产的水电机组将达到 110 台，总装机容量达 7169.5
万千瓦，相当于“三个三峡”装机容量。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

廊发电总量大，调峰能力强，可有效缓解华中、华东地区及川、

滇、粤等省份的用电紧张局面，为电网的安全稳定运行发挥重

要作用，为“西电东送”提供有力支撑，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目标。

世界最大清洁能源走廊
累计发电量突破3万亿千瓦时

相当于节约标准煤约9.1亿吨

“除了日常可见的微型藻，深圳的海洋里

还有很多大型藻，例如褐藻，最大可以长到

60 多米……”来自深圳大学的生态学博士陈

辉蓉，正与线上观众分享关于藻类植物的科

学知识。在深圳，每周五参加仙湖植物园“三

点一刻”系列讲座，已成为不少植物学、风景

园林等领域的科研技术人员，以及植物爱好

者的一种习惯。

位于深圳东北郊的深圳市仙湖植物园是

一个集科研、科普、旅游等功能于一体的植物

园与风景区。这座占地 668 公顷的植物园

内，有近 1.2 万种保育植物，每年吸引到访游

客 400 万人次。

让参观者深入感受
科学内涵

仙湖植物园，以山环水抱的仙湖为中心，

一处处园林景观、亭台楼阁和植物专类园镶

嵌在湖区周边和山谷之中，在都市中心营造

了一幅“山水风光图”。

“普通城市公园里的湖光山色、绿意葱

葱，很多都是高重复度的人造景观，物种的重

复度也比较高。”仙湖植物园主任杨义标说，

多年来的活植物收集和保育工作，极大地丰

富了仙湖植物园的物种多样性，为开展自然

科普教育打下了良好基础。

以蕨类植物为例，仙湖植物园目前已收

集蕨类植物 1000 多种，占全世界蕨类植物种

数近 10%，是我国大陆蕨类植物保存种类最

多的机构。2020 年，仙湖植物园蕨类中心正

式对公众开放。仙湖植物园公众服务中心负

责人王青介绍，蕨类中心这样的植物专类园

在仙湖植物园里共有 22 个。

为了让市民群众更好了解不同植物的特

点，园区还专门设置了一系列讲解设施。

漫步在拥有 600 多株古老硅化木的化石

森林里，只需扫扫二维码，游客就能“穿越”到

亿万年前，从手机上了解一棵参天大树渐渐

演化成化石的时光故事；在育有 1300 多种耐

阴半耐阴植物的阴生园内，一个巨大的展架，

将兰科植物如何在丛林中获取生存空间的奥

秘，以图文并茂、简单易懂的方式呈现在游客

面前……一种种植物的“二维码身份证”、一

个个分布于不同专类园的展架，构成了让游

客快速了解植物生长特性的“科普系统”。

2014 年，仙湖植物园还依托自身丰富的

物种资源和坚实的科研基础，开办起仙湖自

然学校，学校的常规活动每半个月就会有一

次，主要面向 7 至 12 岁的学生。仙湖自然学

校校长李珊介绍，为了让孩子们更有效地掌

握知识，该园还组织科研团队，编制了各类教

材、读物和儿童绘本。

据介绍，仙湖自然学校每年都会开展 36
场解说和教育活动。截至 2022 年 4 月，仙湖

植物园开展的自然教育及文化活动已达 420
场，参与人数超过 12.5 万人次，间接影响人员

24.5 万人次。

培育专业的志愿服务
队伍

仙湖植物园内，身穿“红马甲”的志愿者

们“点缀”在山径中、景区内，成为青山绿水里

最亮眼的颜色。他们有的在为游客指路，有

的则一边带领游客参观，一边进行着专业的

讲解。

志愿者是仙湖植物园科普教育中不可

或缺的中坚力量。由于植物园公众服务中

心的团队成员只有 6 人，要把面向全体市民

的科普教育工作做好，必须充分借助社会的

力量。

2016 年以来，仙湖植物园逐渐形成了完

整的教育类志愿者培训课程体系。“我们对

志愿者的要求高、考核严。”王青表示，来应

征的市民大多不是专业出身，从一名普通的

植物爱好者到合格的讲解员，系统的培训必

不可少。

“比如我们园区有 200 多种苏铁。要让

志愿者从认识外形、熟悉习性，到最后熟练讲

解，仅针对苏铁园区展厅的培训考核就需要

2 个月时间。”王青说。

“培训的第一阶段，不仅要让志愿者能做

到入园引路等基础服务，还要对各大专类园、

展馆有一定的了解，共有 6 科通用培训课程；

其次，还要通过覆盖专类植物的培训课程和

考核，才能作为讲解员带领参观。”李珊告诉

记者，她负责的自然学校，是志愿者服务的主

要阵地。

在深圳海关工作的陈瑞梅是仙湖植物园

招募的首批志愿者之一。尽管在大学里学的

就是植物相关专业，但她也经过了近一年的

培训才正式开始科普讲解生涯。

“兰花有 2.5 万多种原生种，它不能直接

从土中吸收营养，而是要依靠与真菌共生来

进行繁衍……”每当提起自己热爱的植物，

陈瑞梅就显得格外兴奋。成为科普志愿者

不仅满足了她自身对植物的求知欲，更让她

在工作中体会到了获得感。“看着大家爱上

植 物 的 样 子 ，我 就 觉 得 特 别 高 兴 。”陈 瑞 梅

表示。

经过多年发展，仙湖植物园的志愿者团

队，已由当初的 19 名以环境教育为主的环保

志愿者教师队伍，成长为拥有 106 名专业志

愿者的多功能团队，已累计向公众提供超过

2 万小时的服务。

把科普活动做得更细
更丰富

3 月 28 日，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云赏

花”主题活动在互联网上隆重启动，短短四天

时间，超 400 万爱花网友一同参与了这场万

紫千红的“云赏”盛宴。

陈芳是一位落户深圳还不到五年的“新

深圳人”，提到仙湖植物园，她印象最深的就

是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不仅有漂亮的

花，每类花下还会有一个介绍的小牌子，能学

到不少知识。”她说。

据介绍，粤港澳大湾区深圳花展是仙湖

植物园重点打造的品牌活动。近年来，该植

物园着力通过形式多样的文化、科普活动，吸

引广大市民群众在接近自然、放松休闲的过

程中，同步提升科学素养。

如今，“森林音乐会”“仙湖全国科普日活

动”“仙湖公众开放日活动”已成为深圳具有

代表性的公共文化活动品牌；2021 年初，仙

湖植物园举办“自然教育嘉年华”主题活动，

共吸引了 1.69 万余个家庭参与。

“想了解更多关于秋海棠属植物美丽的

秘密？想来一场沉浸式游园科普吗……”4
月 14 日，仙湖植物园微信公众号推出的一

则活动信息，引得不少市民在朋友圈转发。

这个拥有 150 多万粉丝的公众号，隔三差五

便会发布一条关于公众科普活动的内容，吸

引了不少市民关注。

对大二学生方晴来说，“三点一刻”系列

科普讲座是她关注仙湖植物园微信公众号的

原因。“讲座每一期都会请来植物学、生态学

的专家进行讲解，内容很前沿，且贴近生活。

记得有一期关于深圳常见有害藻华和共生藻

的讲座就让我印象非常深刻，这比看科普书

有趣多了！”

线下做基础，线上打辅助。近年来仙湖

植物园力图通过线上和线下、传统媒体和新

媒体多维度结合，不断创新自然教育传播方

式，让科普氛围更浓厚。

如今，植物园日益完善的科普解说系统

和植物专类区、科普场馆逐渐成为公众的知

识 宝 库 ；生 动 、活 泼 的 专 题 片《仙 湖 植 物 密

码》，相关 APP 等，都为公众提供了获得植物

科学知识的便捷渠道。

“仙湖植物园的植物资源、科研成果资源

太 多 了 ，现 在 给 公 众 展 出 的 只 是 很 小 一 部

分。我们的科普教育还有很大进步空间。”李

珊表示，“希望将来能把科普内容做得更精

细，涵盖面更广、内容更丰富。”

杨义标认为，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对

公共科普与文化服务的要求也会越来越高。

“公共设施就应该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将

继续贯彻‘一切为了人民’的初心使命，立足

自身植物多样性优势，不断深入挖掘各类资

源，大力开展公众科普与文化活动，力求更大

程度地满足市民的需求。”

压题照片：仙湖植物园内景观。

仙湖植物园供图

打造特色科普教育体系，深圳市仙湖植物园—

既是植物园 又是科学馆
本报记者 吕绍刚

核心阅读

深圳市东北郊的仙湖植
物园，集科研、科普、旅游等
功能于一体。近年来，凭借
多样的物种、良好的基础设
施、专业的志愿服务、丰富的
文化活动，该植物园成为当
地中小学生及市民的自然科
普教育基地。

■美丽中国
走进植物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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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8 日电 （记 者李红

梅、王浩、邱超奕）根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5 月 9 日至 13 日，江南南部和华南将出现

今年入汛以来最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

长，累计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局地有大暴

雨、特大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记者

从水利部获悉：暴雨区内主要江河将出

现明显涨水过程，部分河流可能发生超

警洪水。国家防办、应急管理部安排部

署重点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预计 9 日开始，广西、广东、福建、湖

南 南 部 、江 西 南 部 等 地 降 雨 日 数 可 达

4—5 天。9 日至 13 日，长江以南大部地

区的最大日降雨量可达大到暴雨，华南

大部、江南南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

东、广西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地区伴有

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

天气。江南南部、华南大部、西南地区等

地 9 日至 13 日累计降水量将较常年同期

明显偏多，大部地区偏多五成至一倍，局

部偏多 3 倍以上。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暴雨区内主要

江河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广西柳江上

游及蒙江、北流河、桂江，广东贺江、北江

上游、韩江上游，湖南湘江，江西赣江上

游，福建富屯溪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

水。水利部门密切监视雨水情，滚动开

展预报预警，加强中小河流洪水、山洪灾

害防范，加强水库水电站巡查和大坝、泄

洪设施等重点部位监测，确保暴雨区内

的病险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此

外，针对沿河低洼地区、旅游景区、山洪风险区等及时发布预

警信息，指导基层地方政府及时组织危险地区群众转移避险。

国家防总副总指挥、应急管理部部长黄明要求全力做好

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5 月 8 日，国家防总秘书长、应急管理

部副部长兼水利部副部长周学文主持防汛视频会商调度，与

中国气象局、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会商研判，视频连线江苏、浙

江等省份防指和消防救援总队、森林消防总队，安排部署重点

地区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气象专家提示，南方进入多雨期，致灾风险加大，并有可

能出现极端天气，应提前做好防灾救灾准备工作。南方地区

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易造成水稻倒伏、农田短时积涝等，各地

需及时清理沟渠，保证排水通畅，减轻渍涝影响。公众要关注

各地滚动发布的气象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在强降雨和强

对流天气时段外出。北方地区需关注 10 日至 12 日一次较强

冷空气活动，届时将带来降温降水大风天气过程，预计西北、

内蒙古、东北、华北大部地区降温 4—8 摄氏度，公众需根据气

温预报适当增加衣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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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红

分类地位：马鞭草科、冬红属

鉴别特征：常绿灌木，高3—7米；叶柄长

1—2 厘米；花为总状花序，花顶生，为萼伞

形，花冠喇叭形，花萼朱红色或橙红色；果实

倒卵形，包藏于宿存、扩大的花萼内；花期冬

末春初

生活习性：原产喜马拉雅地区，要求光照

必须充足，越冬温度要求在零摄氏度以上

▲虎颜花

分类地位：野牡丹科、虎颜花属

鉴别特征：多年生常绿草本，具粗短的

根状茎；叶基生，叶片膜质，心形，顶端近圆

形，边缘具细齿，基部心形；花瓣 5，暗红

色，蒴果漏斗状杯形；花期约11月下旬，果

期3—5月

生活习性：生长于中国广东西南部，海

拔约480米的山谷密林下阴湿处、溪旁、河

边或岩石上积土

本报北京 5 月 8 日电 （记者贺勇）近

日，经专家验收，我国首个青头潜鸭人工种

群在北京动物园宣布建立。

青头潜鸭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 2019 年，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的统一

部署下，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动物园、武汉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和湖北省长江生态保护基

金会联合开展青头潜鸭的易地保护研究。

其中北京动物园主要围绕青头潜鸭引种和

人工孵化技术开展工作。研究小组经过三

年的努力，建立的青头潜鸭人工种群近日经

过了专家验收，为我国在青头潜鸭鸭卵孵

化、胚胎发育、人工育雏等各个阶段都积累

了宝贵的科学数据和研究技术。

目 前 ，北 京 动 物 园 共 有 青 头 潜 鸭 54
只。北京动物园副园长张成林介绍，下一

步，北京动物园将与北京市生物多样性保护

研究中心等单位继续合作，重点开展青头潜

鸭饲养繁殖技术研究，进一步扩大青头潜鸭

人工种群数量、研究其野化放归技术。

我国首个青头潜鸭人工种群建立

现有54只

本报兰州 5月 8日电 （记者付文）近日，

《甘肃省河流健康评价报告》在兰州发布。甘

肃全省 14 个市州及兰州新区开展了 170 多条

河流的健康评价，其中 107 份报告已经通过

验收。结果显示：非常健康的河流 12 条、健

康河流 64 条、亚健康河流 29 条，亚健康以上

河流达 71%，没有病态河流。

据介绍，河流健康状况评价从水文水资

源、河流物理形态、水质状况、水生生物和社

会服务功能 5 个方面，进行定量分析计算；按

照非常健康、健康、亚健康、不健康、病态 5 个

等级，给出河流综合健康状况。本次评价涵

盖了所有年径流量大于 1 亿立方米的河流，

包括了 95%以上的年径流量在 0.5 亿至 1 亿

立方米之间的河流，总径流量超过了 520 亿

立方米，评价河流总长度达到 10140 公里，具

有较强的代表性。

甘肃河流众多，东西跨度大，分属长江、

黄河等流域，涉及黄河干流、渭河、泾河、洮

河、黑河、嘉陵江等 11 个水系。

甘肃省发布河流健康评价报告

对170多条河流进行“体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