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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在生物多样性保
护上的持续发力，一个新概念
走进大众视野——“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这些脆弱的野生
植物，极具经济、科学、生态价
值，但种群和个体数量极少。

近年来，云南积极推进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目前已
有华盖木、漾濞槭等 30 多种
摆脱了灭绝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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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植物在野外被发现时，如果只剩下

数十株甚至不到 10 株，是否还具有保护的

价值？

对于植物学家来说，答案是肯定的。这

些物种背后的保护故事，与“极小种群”这个

名字紧紧联系在一起。

寻找、保护、引种、繁育、回归自然……10
多年的艰苦努力下，云南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保护初见成效——最初在野外发现仅有 6 株

的野生华盖木，如今恢复至 1.5 万余株；全世

界仅存 30 余株野生植株的巧家五针松，通过

人工繁育累计获得近万株幼苗；野外已灭绝

的富民枳，在原产地重建了种群……截至目

前，云南已有华盖木、漾濞槭、巧家五针松和

云南蓝果树等 30 多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摆

脱了灭绝威胁。

今年初，云南 3 部门印发《云南省极小种

群 野 生 植 物 拯 救 保 护 规 划（2021—2030
年）》，将 101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物种列为

保护对象，并提出目标：实现所有名录物种种

群数量稳定或增长，改善生境质量，确保免于

灭 绝 ，最 终 形 成 一 套 基 本 完 善 的 拯 救 保 护

体系。

探索——

珍稀濒危的“绿色金
矿”急需抢救性保护

通直的树干，婆娑的枝叶，饱满的松果透

出棕色光泽。

这是巧家五针松，国家一级保护植物，也

是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上世纪 90 年代首次在

野外被发现时，仅存 34 株野生植株。

2021 年 8 月，巧家五针松在中国科学院

昆明植物研究所昆明植物园内实现了首次结

实，标志着这个物种迁地保护的初步成功。

为了这一天，科研人员已足足等待 12 年。

十年之计，莫如树木。不只巧家五针松，

迁地保护后木本植物开花结实都需要很长时

间——华盖木 30 年，漾濞槭 8 年，西畴青冈

13 年……植物物种的保护，需要数年乃至数

十年的辛劳与坚持。

云南是全球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

也是野生物种受威胁严重的地区。这里的珍

稀濒危植物面临着共同的困境：在自然界里

分布地域狭窄，受外界因素干扰，种群及个体

数量都极少，已低于最小可存活种群而随时

濒临灭绝。

为了拯救这些物种，2005 年云南提出了

“野 生 动 植 物 极 小 种 群 保 护 ”的 倡 议 ，并 于

2010 年出台了云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

护规划纲要和紧急行动计划。

2012 年，原国家林业局和国家发展改革

委联合印发《全国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拯救保

护工程规划（2011—2015 年）》，将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拯救保护工作推向全国。

“一个物种就是一个基因库。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是大自然中极为宝贵的基因资源，

犹如潜在的‘绿色金矿’。”中国科学院昆明植

物研究所研究员、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综合保护重点实验室主任孙卫邦说，拯救保

护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就是保护国家可持续

发展的战略生物资源，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

保护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十多年来，孙卫邦率领团队一直致力于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概念的推动和发展、

系统性研究与抢救性保护行动，先后完成多

个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研究。

保护——

每个物种背后都有
一个保护计划

金沙江畔，山峦起伏。

吃过早饭后，老肖提着镰刀早早地出了

门。老肖全名叫肖体进，是元谋县江边乡沙

沟箐村的一名护林员。江边哪条箐、哪个山

头上长着什么样的树，老肖如数家珍。

烈日炎炎，山路难行，沿着干热河谷山侧

的砂石陡坡，老肖仔细地巡护着。山间岩缝

中的几株小树，每次都会让老肖驻足留意。

树干亭亭玉立，枝头吐出嫩绿的新叶，树梢上

的紫红色花穗闪着光泽。这，就是被最新版

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收录的云

南梧桐。

由于数量稀少、生境恶劣，云南梧桐面临

着极其严峻的保护形势。上世纪末，云南梧

桐的野生植株已几乎绝迹。直到 2017 年，孙

卫邦率领团队开展野外调查，意外发现了野

生云南梧桐的踪迹，其中一处便位于江边乡

小山崖岩缝的薄壤中，发现时仅有十来棵植

株存活。

2021 年 9 月，科研机构和地方林草等部

门在江边乡建立了云南省第一个云南梧桐就

地保护点，还向村民和护林员们赠送了人工

繁育的云南梧桐幼苗。

现场见证全程的老肖和周边村民一起，

参与到保护云南梧桐的行动中，巡山时总会

多留意这些树苗的生长，几乎变成了守护云

南梧桐的“活地图”。

和云南梧桐一样，每一个列在云南省极

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中的物种背后都有

一个保护计划。孙卫邦介绍，针对不同植物

物种的资源特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已

形成了就地保护、近地保护、迁地保护、种质

库种质资源保存、种群增强和回归等多种保

护方式结合的综合保护体系。

昆明植物园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专类园

内，壮丽含笑、华盖木、富民枳、漾濞槭等具有

代表性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在此安家。身为

昆明植物园主任的孙卫邦，一有时间就往这

个专类园跑。他告诉我们，园内每一种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的开花结实，都意味着又有一

种植物的灭绝风险正逐渐降低。

从 2015 年始建至今，昆明植物园迁地保

护了 86 种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成为十分重要

的迁地保护基地。近日，昆明植物园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保育温室建成投入使用，将重点

收集保育不能在露天进行栽培，原产热带、南

亚热带和需要高温高湿环境条件的极小种群

野生植物及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研究员杨文忠

介绍，10 多年来，云南省实施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拯救保护项目 120 多个。截至目前，云

南省已建立 30 个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小

区（点）、13 个近地和迁地基地（园）、5 个物种

回归实验基地，共迁地保护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 61 种 10 万余株、回归定植 16 种 3 万余株。

利用——

打通从基础研究到
产业利用的链条

云南梧桐树形优美，树冠亭亭如盖，观

赏价值非常高。专家告诉记者，云南梧桐的

果实可为本土动物提供食物，种子可食用、

入药、榨油；还耐旱耐贫瘠，是干热河谷绿化

造林的最佳先锋树种之一。

可是，单一的保护模式并不足以解决云

南梧桐的濒危困境。为了探索新的保护路

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正高级工

程师罗桂芬对云南梧桐进行了组织培养

技术攻关。将云南梧桐幼嫩的顶芽或侧

芽作为外植体，接种至培养基中，通过

诱导、分化、增殖与生根一系列培养，最

后 进 行 瓶 苗 移 栽 ，就 得 到 了 云 南 梧 桐

植株。

将高大的树木放进瓶子里，听上去似

乎不可思议。此前，罗桂芬在华盖木的组

培上已经实现了成功突破，开启了组织培

养快繁技术在极小种群乔木中成功应用的

先例。

“多一种技术储备，就意味着多了一分

保存物种的希望。”罗桂芬的组织培养实验

室里，保存着不同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组培

苗。“组培成苗比自然播种容易，对于保存和

扩 大 像 云 南 梧 桐 这 样 的 乔 木 种 群 ，意 义 重

大。”罗桂芬说，这也为将来该物种的引种驯

化、保存、园林园艺及其科研价值的发挥利

用提供路径。

可持续利用，才能更加有效地实现极小

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在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中，有不少像蒜头果、红河橙、禄劝花叶重楼、

胡黄连、姜状三七和云南金花茶等具有药用

或 观 赏 价 值 的 物 种 ，有 巨 大 的 开 发 利 用

潜力。

富含“神经酸”的蒜头果，具

有辅助人类神经吸收营养和修

复的功效，2012 年被列为《云

南省极小种群物种拯救保

护 紧 急 行 动 计 划》重 点 保

护 对 象 。 云 南 省 林 草 科

学 院 油 茶 研 究 所 通 过 多

年 技 术 攻 关 ，使 蒜 头 果

移栽成活率达 85%以上，

现 年 可 量 化 培 育 蒜 头 果

苗木 200 万株。

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

业利用的链条，实现“在保护

中利用，在利用中保护”，蒜头

果如今在广南实现回归种植 2.4
万余亩，成立产业联合总社，不仅摆

脱濒危状态，还成为名副其实的致富果。

未来——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
保护迎来新发展阶段

2022 年 2 月，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科

普基地落户昆明市西华公园，这也成为全国

首家参与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探索和科

普展示的城市公园。在这里，市民可以近距

离观赏到华盖木、巧家五针松等 15 种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

走出深山，走近百姓，极小种群野生植

物正逐渐为人熟知。“与城市公园合作共建

保护科普基地，提升公众参与度，让极小种

群的科普工作更加常态化、社会化。”孙卫邦

说，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到保护中来，科研

人员想了很多办法。

为了帮助滇桐引种回归，2017 年，在德

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林草局和江东乡林业

站的帮助下，孙卫邦团队征集江东乡当地志

愿者，由志愿者认领了 150 株滇桐幼苗，并栽

培到自家的承包地中。这种回归模式激发

了当地民众对滇桐的关注和保护热情。

从 2005 年云南省率先提出概念至今，拯

救保护极小种群物种正在成为社会共识，也得

到国际植物保护生物领域广泛关注。当前，

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基本理论、保护模式和

实践经验已被多国应用于其本土植物保护。

在全面评估基础上，云南省对前期规划

名录进行了重大调整，形成《云南省极小种

群野生植物保护名录（2022 年版）》，并对保

护本省的极小种群野生植物提出新的十年

规划，云南省极小种群野生植物保护迎来新

的发展阶段。

在最新名录中，共收录 101 种极小种群野

生植物物种，与 2010年的老版 62种相比，有 40
种被撤出，同时新增了 79种。让专家们高兴的

是，华盖木、巧家五针松、蒜头果等 10余种物种

因拯救保护成效明显而被调整出了新名单。

据介绍，未来云南省计划在滇西北、滇东

南等不同的生物地理区内建立“极小种群野生

植物专类园”，开展种质资源调查、收集、保存、

繁育等工作，并开展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迁地

和近地种群构建、野生种群的恢复与重建。

图①：巧家五针松果实。 陶 恋摄

图②：云南梧桐花朵。 杨 静摄

图③：华盖木花朵。 孙卫邦摄

图④：西畴青冈幼果序。 陈智发摄

图⑤：漾濞槭花果。 陶丽丹摄

图⑥：研究人员在野外调查同色兜兰。

蔡 磊摄

图⑦：滇桐组培苗。 罗桂芬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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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魏哲哲）第十届“全国杰出

青年法学家”颁奖仪式 12 日上午在京举行，10 名“全国杰出青

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和 20 名提名奖获得者受到表彰。

这 10 名“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得者，是新时代全

面推进依法治国进程中涌现出的大批优秀青年法学法律工作

者的代表。他们是：中国人民大学王旭、中央财经大学尹飞、

北京大学吴洪淇、南京大学宋亚辉、南开大学宋华琳、西南政

法大学周尚君、浙江大学赵骏、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胡健、

中国社会科学院谢增毅、中国政法大学雷磊等。

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是国家和民族长

远发展大计。中国法学会会长王晨表示，在强国建设、民族复

兴的新征程上，广大法学法律工作者特别是青年法学家要有

新担当新作为。要牢牢把握新时代法学研究和法治实践前所

未有的机遇，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伟大实践，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贡献智慧和力量。

据悉，由中国法学会组织举办的“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

评选活动是我国法学领域的重要奖励项目。自 1995 年启动

以来，已经成功举办了十届，评选产生了 99 位全国杰出青年

法学家。这些获奖者，有的走上立法、执法、司法等领域重要

岗位，有的成为法学教育科研领域的著名学者、学科带头人、

领军人物，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法学专家，为法治中国建设

作出了重要贡献。

10 名青年法学法律工作者

获评“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近日，在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新员工赵大宇郑重

接过两张尾号为 001 的证书——全国第一张智能制造工程技

术人员专业技术等级证书和智能制造助理工程师职称证书。

此次证书颁发仪式上，天津市还有 27 人和他一样获得全国首

批智能制造专业技术等级证书。

今年 3 月，天津市人社局首次采用高校、领军企业、数字

人才培育项目培训机构三方协同实施的数字人才产教融合

“订单班”模式。一面对接企业转型升级阶段对数字人才的

需求，一面对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的毕业学年学生，针对智

能制造生产的实际情况，经过学校选拔、企业面试后，开设

了首个数字人才产教融合订单班。赵大宇就是首期订单班

的学员。

“订单班开设了与智能制造相关的专业课程，有理论学

习，有实操考试，工作中遇到相关问题能更容易地上手解决。”

赵大宇说，学员们与企业签订了就业三方协议，毕业后就能

上岗。

学员就业的同时，企业的实际困难也得到了解决。“订单

班根据企业的人才需求，对课程进行特色化设计，增加了 90
课时的数字化专项培训，学员能达到‘毕业即就业，就业即顶

岗’的工作状态，我们很满意。”天津荣程祥泰投资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张荣华说。

近年来，数字经济日益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

擎。天津市首创产教融合订单班的模式，实现“高校教学计

划”“培训课程计划”“企业招聘计划”的“三结合”，真正实现

“人才毕业就能上岗，上岗就能胜任”。

目前，天津市已有 20 家大数据、智能制造企业的 1000 多

人次参加了数字人才项目培训，首批大数据专业、首批智能制

造专业初级培训班已完成相关培训和全国统一专业技术等级

考核。下一步，还将再遴选一批相关培训机构，进一步加大数

字人才培训力度。

“订单班的模式，打通了高校、企业和人才培训机构的壁

垒，实现了‘产、教、用’的联合培养。”天津市人社局专业技术

人员管理处处长田海嵩说，力争到 2030 年末，培训数字经济

技术技能人才 1 万人以上，培养数字经济工程师 5000 人以上，

其中数字经济卓越工程师达到 1000 人以上，形成国内有影响

力的数字人才高地。

立足需求，产教融合——

天津加速企业数字人才培养
本报记者 乔 杨 武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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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7 月 12 日电 （记者刘诗瑶）7 月 12 日，由自然

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十三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搭乘“雪龙 2”

号从上海出发，前往北冰洋执行科学考察任务。本次考察是

党的二十大后我国组织开展的首次北冰洋科学考察活动，预

计总航程约 1.55 万海里，9 月下旬返回上海。

据悉，本次考察将聚焦中北冰洋太平洋扇区和加克洋中

脊两大区域，执行环境关键要素长期观监测、洋中脊地质和地

球物理调查、国家科技计划项目和国际合作四大任务；实施大

气、海冰、海洋和底质环境调查、生物群落和资源调查以及污

染物监测，在冰区择机开展海冰综合调查。

本次考察将有效提升我国在北冰洋环境保护、北极快速

变化响应以及海洋污染评估等方面的能力，获取洋中脊动力

学等相关研究所需的关键信息和数据；同时与俄罗斯、泰国等

国科学家联合开展相关研究，有效推进北极科学考察国际

合作。

中国第十三次北冰洋科学考察队起航

本报北京 7月 12日电 （记者李昌禹）民政部最新统计显

示，目前全国科技领域社会组织超过 4 万家，其中民政部登记

全国性社会组织 236 家、国际科技组织 17 家。

据不完全统计，2022 年度，各类全国性科技学术社团开

展 学 术 研 讨 7000 余 次 ，举 办 展 览 500 余 次 ，开 展 培 训 活 动

8000 余场，参加国际组织近 1000 个，开展国际交流超过 1000
次。广大科技类社会组织深入开展学科建设、人才建设，积极

推进学术交流、促进科技创新，成为建设科技强国的重要社会

力量。

全国科技领域社会组织超过 4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