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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江西婺源，很多人会想起梯田花

海，一派美丽的风光。其实，婺源还有着并

不广为人知的一面——充满负氧离子的林

间世界，是无数动植物微生物栖息的家园。

走进林间，感受山色如黛、夜月长河，大自然

的馈赠珍贵而慷慨。

有一群年轻人，因为这份馈赠走到了一

起。他们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等

高校和科研院所，成立了一家专门从事自然

教育的科普机构——林奈实验室，以植物学

家林奈为名，希望能让更多人亲近自然、爱

护自然。

在今年 7 月召开的 2023 中国自然教育

大会上，第四批全国自然教育基地（学校）名

单公布，江西婺源县林奈实验室榜上有名。

这几年，该实验室被授予“江西省科普教育

基 地 ”等 称 号 ，获 得 了 江 西 林 业 科 普 奖 等

奖项。

一个小县城，建起一座
实验室

近日，一场开营仪式在位于婺源

县太白路文博艺术公园的林奈实

验室举行。

“大家知道地球上有多

少种生物吗？”台上，刘芝

龙抛出第一个问题。台

下，来自北京、上海、江

苏等地的大人和孩子

们 ，给 出 五 花 八 门 的

答案。刘芝龙笑着揭

秘 ：“ 经 过 科 学 家 估

算，如果算上细菌和

古细菌，可能超过 1 万

亿种。”答案引来一片

惊呼。

接 下 来 ，刘 芝 龙

用一组组图片、一个

个问题，带领学员们

从关于地球的知识最

终回到婺源：“这里位

于北纬 29 度，拥有生

物多样性丰富的中亚

热带常绿阔叶林。”

2013 年，中国科学院大学在读植物学

硕士生刘芝龙第一次来到妻子王煊妮的老

家婺源，被这里极具特色的景观生态系统和

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了。

2018 年，刘芝龙夫妇来到婺源创办林

奈实验室，同行的还有他在中国科学院大学

攻读硕士期间结识的一帮挚友。联合创始

人郭维回忆：“他告诉我们，一起做一件有意

义和好玩的事情，我们一拍即合！”

走进林奈实验室，一股樟木的香气扑

面而来。一楼，原生鱼缸、原生溪流缸、婺

源 本 土 石 灰 岩 景 观 生 态 缸 依 次 摆 开 。 打

开 原 生 溪 流 缸 ，几 只 淡 水 长 臂 大 虾 正 在

嬉戏。

“这一个缸里便有 100 多种水生生物，

我们严格按照婺源山区源头水系的生态特

点，尽最大可能复刻了水系景观和生物组

成。”刘芝龙介绍，二楼是自然实验室、标本

陈列室、博物自然教室、白桦木活动室……

一个小小的县城，怎么会有如此标准的

自然科学实验场域？为了建设林奈实验室，

这帮年轻人付出了很多努力。

经费紧张，设备采购、安装都是大家一

起动手，砌墙、粉刷、组装展架和实验台更是

不在话下，干得累了烦了，大家就在婺源县

里四处看看，在大自然中，苦闷一扫而空。

“这 些 年 ，我 们 已 经 跑 遍 婺 源 了 ！”王 煊 妮

笑言。

团队的理念和专业吸引着年轻人不断

加入。从高中时就关注林奈实验室的周鑫

龙，考上了福建武夷学院生物工程专业，毕

业后来到这里做一名科普老师。这支平均

年龄不到 30 岁的年轻队伍，就在青山绿水

间，走上自然科普之路。

一门门课程，种下热爱
自然的种子

赤脚蹚过一条小溪，记者在一片林子

里，遇到了来自北京的张乐怡和她的姥姥程

玉华。

这边，张乐怡正在科普老师李雨的带

领下采集红外相机素材，看见红外相机里

出现小动物的照片，她激动地招呼队友过

来看。

百米开外，科普老师何星毅正带着家长

们观测昆虫。他把一只竹节虫交给程玉华，

程玉华小心翼翼地将虫子捧在手心。

“今天只是初级课，明天我们还要去探

索 地 下 河 ，看 看 千 年 溶 洞 ，蝙 蝠 们 的 栖 息

地。”老师们话音刚落，家长和孩子们眼里已

闪闪发光。

这是一门精心设计的户外科普课，目的

就是让大家理解生物多样性，学会尊重自然

与生命。在月光下的森林里，观察夜行性生

物的行为和节律；在峡谷中穿梭，看林鸟的

栖息环境和森林的群落；在实验室动手，借

助精密的仪器揭开生物奥秘的一角……整

个暑期，林奈实验室的老师们都在这样的课

程中度过。

“我们希望用自己的学识，搭建一座安

全、专业、有趣的桥梁，让更多人了解自然、

爱上自然。”刘芝龙说。

为了这个目标，林奈实验室的老师们对

课程的设计细节近乎严苛，王煊妮介绍，在

课程设计阶段，实验室会邀请附近居民来听

课，观察哪些知识点或者哪种讲授方式更能

吸引听众的关注和认同。

在林奈实验室的观念里，科普教育中，

家长也是重要的科普对象。“哪怕需要增加

成本，也要多给孩子们配备几位老师。”刘芝

龙说。

前不久，一场名为“醉酒的植物学家”的

课程，在林奈实验室博物自然教室展开，桌

上摆放着罗勒、薄荷、杜松子等各类植物。

“我们平时喝的所有酒，都和植物有着密不

可分的关系。”刘芝龙用简单的开场白，引导

家长们学习人类利用不同植物来制取饮品

的历史和工艺。

截至目前，有 5 万多名孩子和近 1 万名

家长参加了林奈实验室的自然科普活动。

一个个村庄，成为自然
科普的受益者

这几年，林奈实验室在不断探索中，找

到了一条公益科普、反哺乡村的新路径。

一个中午，简易的餐桌在河畔一字排

开，在紫阳镇雍溪村进行水质观测采样的学

员们就在这里用餐。村民汪细英乐呵呵地

端出一份份凉面，“最近，每天收入都在 400
元左右。”

2023 年，考察过雍溪村的整体环境后，

林奈实验室正式与其展开合作。如今，林

奈实验室每年可为村民带来 4 万多元的纯

收益。在驻村第一书记杨千帆眼里，林奈

实验室带来的亲近自然、爱护自然的观念，

更是一笔财富。

两年前，杨千帆开始驻点雍溪村。在这

个小山村，他琢磨从旅游入手，准备将河道

周边全部清理干净，被在附近进行科考的林

奈实验室的老师们劝阻了。“他们认为保存

好现有植被，能够留住更多野生动物。”杨千

帆听从了建议。

有一次，一个投资者看中了河畔一片

平 整 沙 地 ，准 备 办 一 个 山 地 车 营 地 ，杨 千

帆主动向刘芝龙请教。实地考察后，刘芝

龙 认 为 山 地 车 会 对 周 边 生 态 环 境 造 成 不

可 挽 回 的 影 响 ，杨 千 帆 最 终 拒 绝 了 那 笔

投资。

这 5 年 ，林 奈 实 验 室 不 断 寻 找 与 村 庄

人文、生态最契合的融合方式。郭维记得，

第一次去村子里做自然科普讲解，看到野

葱、折耳根，大家笑着叫出本地名字，可一

看 到 蛇 的 图 片 ，村 民 第 一 反 应 是 有 毒 ，要

赶走。

“村民们对于生物物种有着自己的分类

标准，往往排在第一位的就是实用性。能不

能吃，会不会伤人……要改变这种思维习

惯，需要我们长久的努力。”郭维说。

结合当地群众关心的问题，如外来物种

入侵、农业病虫害防治、禁渔禁猎等，林奈实

验室设计差异化科普教育，取得了不错的

效果。

2022 年夏季，林奈实验室连续举办了

12 场关于福寿螺对婺源河流造成生态破坏

的公益讲座，引起了相关部门的重视，发动

近千人次的民众参与到福寿螺的清除行动

中来。

近年来，在婺源县林业局和江西婺源森

林鸟类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支持下，林奈实

验室也承担了部分野生动物的临时救助工

作，不断会有热心村民把发现的受伤保护物

种送来这里。不久前，一位村民送来一条受

伤的国家“三有”保护动物颈棱蛇，令老师们

欣慰不已。

5 年来，林奈实验室在婺源先后举办公

益讲座、开放性学术沙龙 88 场，开展公益

性自然教育活动、科普宣教活动 292 场，深

入 湿 地 公 园 、乡 镇 各 中 心 小 学 、偏 远 村 庄

等 ；同 时 也 开 展 了 线 上 自 然 科 普 直 播

49 场。

近期，林奈实验室又在研发婺源本土珍

稀濒危蝴蝶的人工繁育技术。走进实验室

的后院，那片曾经堆满杂乱树枝和生活垃圾

的小林地，在婺源县城市管理局和紫阳镇政

府的支持下，已经被改造成了婺源首个蝴蝶

保育绿地。这里花草繁密，树上的蛹即将破

茧成蝶，正如林奈实验室的畅想——为更多

人，搭建起亲近自然的桥梁。

在江西婺源县在江西婺源县，，一群年轻人投身一群年轻人投身自然科普事业自然科普事业——

为更为更多人搭建亲近自然的多人搭建亲近自然的桥梁桥梁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朱朱 磊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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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第三十一届世界大学生

夏季运动会闭幕式上，一棵 3D 大树扎

根在舞台上，白鸽般的花朵在枝头绽

放。这一贯穿闭幕式的主体视觉形象

来源于珙桐，又称“鸽子树”；它的花，

也被称为“鸽子花”。

珙 桐 是 蓝 果 树 科 珙 桐 属 落 叶 乔

木，其花朵盛开时外形洁白、形似白

鸽展开的翅膀，山风拂动时宛如满树

白鸽振翅欲飞，故得名“鸽子树”。鸽

子被赋予和平、希望和爱的意义，而

形似白鸽的珙桐也被认为是和平的

使者。汉语中，珙桐的发音与“共同”

相近，因此常将珙桐与共同、和谐、团

结等概念联系起来，视其为和平团结

的象征。

四川与珙桐似乎有着不解之缘——珙桐最早的发现地

和珙桐模式标本的产地，都在如今的四川宝兴县；从数量上

来看，四川全省范围内共有上亿株珙桐，居全国第一。

你知道吗？颜值与实力并存的珙桐，还是我国最具代

表性的孑遗植物之一，被誉为“植物活化石”。在第四纪冰

川时期，地球上大部分地区的珙桐相继灭绝，仅在今天的四

川、贵州、云南、湖南以及湖北等地区幸存。古老历史赋予

了它极高的生物学和生态学价值。珙桐之所以珍稀，不仅

因为它经受了寒冷气候的考验，还在于它对生存环境的特

殊需求。它们仅生长在气候温凉、湿润、多雨多雾的山地环

境，喜酸性或中性土壤，不耐高温、干旱。

令人赏心悦目的“鸽子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花，而

是由叶片特化而成的两片独特的、大小不一的苞片，其真正

的花，是暗藏在苞片下面、呈暗紫色的头状花序。夏季花

序初开时，这些苞片并不是白色的，而是如同叶片一样泛

着新绿；随着盛花期到来，逐渐呈现为乳白色，而后在末

花期转为棕黄色凋落。千万不要小瞧苞片的作用，它除

了外形洁白优雅，其自然展开后的独特颜色和气味，还可

以增加花序被传粉者发现的概率，有助于吸引昆虫前来

传粉。同时，珙桐的苞片像极了花序的防护伞，能有效避

免狂风暴雨和太阳辐射对花序的伤害，让昆虫有机会接

触到更多花粉。

珙桐与大熊猫一样，都是我国宝贵的物种资源。由于

种子自然萌发困难、幼苗存活率低，再加上生存环境变化，

使得珙桐的天然分布面积和数量急剧下降并濒于灭绝，属

于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为保护这一古老的孑遗植

物，我国于 1984 年把珙桐列入首批 8 个重点保护的一级濒

危物种，并把其多个分布区划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近年

来，科学家通过研究揭示了珙桐的传粉特点，为其保护和合

理利用提供了科学依据。

作为宝贵的物种资源，珙桐在科学研究、园林应用和文

化寓意方面都具有深远意义。经过多年努力，一些地区的

珙桐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和恢复，一些园林单位也培育出大

量珙桐树苗。让我们共同努力，保护这一珍稀植物，保护多

样的自然之美。

（作者为西华师范大学植物生态研究团队负责人、教

授，本报记者王明峰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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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成都大运会闭
幕式上，珙桐成为贯
穿闭幕式的主体视觉
形象。珙桐是我国最
具代表性的孑遗植物
之一，有着极高的生
物学和生态学价值

本报北京 8 月 15 日电 （记者王浩）近

期，水利部组织完成了 2022 年度全国水土流

失动态监测工作。结果显示，2022 年全国水

土 流 失 面 积 下 降 到 265.34 万 平 方 公 里 ，较

2021 年减少 2.08 万平方公里，减幅 0.78%，年

际减少量和减幅均较上年度有所扩大。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水土流失持续呈

现面积强度“双下降”、水蚀风蚀“双减少”的

良好态势，水土保持率从 2011 年的 68.88%提

高到 72.26%，中度及以上侵蚀占比由 53.08%

下降到 35.28%。全国共治理水土流失面积

64 万平方公里，年均减少土壤流失能力达 16
亿吨，治理东北黑土区侵蚀沟 1.93 万条，治理

南方红壤区崩岗 868 处，治理砒砂岩区 149
万亩。

水利部门全面实施江河源头区、重要水

源地、水蚀风蚀交错区等区域水土流失预防

和治理，加快实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

重大工程，我国不同类型、不同区域和流域的

水土流失状况均实现持续好转。

从类型上看，水力侵蚀面积减少 1.52 万

平 方 公 里 ，减 幅 1.38%，风 力 侵 蚀 面 积 减 少

0.56 万平方公里，减幅 0.36%。

从区域分布看，东、中、西部水土流失面

积均有所减少，西部地区减少量大，中部和东

部减幅大。西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223.35
万 平 方 公 里 ，较 2021 年 减 少 1.37 万 平 方 公

里。中部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28.39 万平方

公里，较 2021 年减少 0.43 万平方公里。东部

地区水土流失面积为 13.60 万平方公里，较

2021 年减少 0.28 万平方公里。与 2011 年相

比，京津冀地区、长江经济带、西北黄土高原

水土流失面积分别减少了 18%、14%、14%，水

土流失状况明显改善。

从重点关注区域看，东北黑土区、西南石

漠化地区、丹江口库区及上游地区、三峡库区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相 比 2021 年 减 幅 在 1.18%至

1.53%之间。高寒高海拔的青藏高原和三江

源国家公园水土流失面积减幅分别为 0.43%
和 0.23%，减幅均较上一年度有所扩大。

从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看，40 个

国家级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水土流失面积年

际减幅为 0.74%，从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看，

25 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水土流失面积均

有 所 下 降 ，水 土 流 失 面 积 占 其 土 地 面 积 的

27.70%，较 2021 年减少 0.66 万平方公里，减

幅 0.62%。

2022年全国水土流失面积降至265.34万平方公里
年均减少土壤流失能力达16亿吨

本报北京 8月 15日电 （记者顾仲阳）为推动成渝地区双

城经济圈生态共建共保，重庆市潼南区和四川省遂宁市今年

联手打造“遂潼一体化”林长制创新示范区建设，范围涉及潼

南 11 个镇 36 个村，遂宁 13 个镇（乡）35 个村，示范区建设实施

方案明确了两地联合做实森林防火、防虫、防占“三防”工作重

点任务，协同推进遂潼涪江、资潼琼江沿岸及丘陵地区生态修

复等 4 项合作目标任务，形成森林资源保护和林业产业发展

的强大合力。

据悉，在川渝“遂潼一体化”林长制创新示范区域，镇（乡）

级林长每季度联合开展巡林 1 次，村级林长、警长每月联合巡

林 1 次，护林员每周联合巡林不少于 1 次。针对示范区建设重

要问题，两地每年召开联席会议不少于 1 次。

潼南区林业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自示范区建设以来，两地

高效共享信息，潼南 11 个镇森林山火发生率、涉林案件分别

同比下降了 17.3%和 45.5%。

重庆潼南区、四川遂宁市

推进林长制创新示范区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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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生态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强

调，全社会行动起来，做绿水青山就

是金山银山理念的积极传播者和模

范践行者，身体力行、久久为功，为

共建清洁美丽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即日起，本版推出“美丽中国·
关注自然教育”系列报道，关注各地

在自然教育科普等方面的做法，讲

述生态环境保护理念如何深入人心

的故事。

四川珙县的珙桐。 曾 朗摄（人民视觉）

上图：老师带着孩子们进行户外

科普活动。

本报记者 朱 磊摄

左图：孩子们在林奈实验室用显

微镜观察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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