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 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第二个百年
奋斗目标进军的重要一年。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时代、历史与
现实都对生态文明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共建清洁美丽世
界，当代少年儿童既是见证者、受益者，也是参与者、推动者。
为深入推进儿童环保教育，寓教于乐地提升儿童生态文明素
养，带动更多家庭投身生态文明建设，由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
促进会和上汽通用汽车有限公司联合发起的“绿动未来”环保
公益平台（以下简称平台），联袂奥飞娱乐旗下“戏胞文化”推
出的沉浸式环保公益儿童剧《绿动联萌》，10 月 15 日-16 日在
上海圆满收官。

演出现场，300 余组亲子家庭 600 余人在“绿动未来”环保
使者“小青蜂”的带领下，和乐迪、喜羊羊等人气 IP 角色共赴
地球环境守护之旅。众人协力突破关卡，完成环保挑战，在充
满童趣的剧情里学习环保知识，体验公益魅力，为本次巡演画
上圆满的句号。一路走来，《绿动联萌》儿童剧巡演深入全国
五座城市，受到众多家庭尤其是“萌娃”粉丝们的喜爱与欢迎，
解锁了亲子环保公益活动的全新玩法，也为少年儿童的环保
教育提供了实践经验，是平台贯彻儿童环保教育以及“众益”
模式的一次创新创意之举。

“绿动联萌”集结上海“益”起守护未来环境

上海作为此次巡演的收官站，延续了萌趣的风格。乐迪、
喜羊羊、麦奇、贝肯熊等儿童喜闻乐见的人气 IP 角色梦幻同
框，吸引了全场小朋友的目光。环保使者“小青蜂”携环保精
灵穿越而来，警示千年以后地球将面临的生态考验，激发起众
人保护环境的使命感。亲子家庭和人气 IP 角色共同组成“绿
动联萌”，一场爱心拯救行动就此展开。此剧以环保为主题，

以历险为主线，将 IP 角色与“绿动未来”四大环保主题巧妙结
合，通过情景设定、游戏互动的闯关模式，使亲子家庭沉浸在
童趣欢乐的氛围里，潜移默化间学习环保知识，萌生更多对于
环境保护的思考。“喝了被‘污污水’弄脏的河水，麦奇浑身难
受，干净的水太重要了，我以后要从身边小事做起，节约用水，
保护水资源。”看着演出结束后意犹未尽的宝宝，家长们也纷
纷称赞：“这种儿童剧的形式很新颖，互动性很强，宝贝和角色
们玩得很过瘾，还能从游戏中收获不少环保知识，很有意义。”

除了精彩的剧目，演出过程中穿插的爱心捐书环节也令
亲子家庭们印象深刻。2022 年“绿色童享·让爱不闲置”征书
环节随巡演同步进行，鼓励亲子家庭捐赠闲置童书，助力山区
孩子的读书梦。一位爸爸表示：“很开心有机会参与公益活
动，希望我们捐出来的闲置书能切实帮助到乡村的孩子们，也
希望宝贝通过这次活动，能成为一个有爱心的人。”

深耕儿童环保教育 亲子公益体验升级

随着上海站演出落幕，《绿动联萌》沉浸式环保公益儿童
剧全国巡演正式收官。在过去的两个多月里，巡演先后走进
武汉、沈阳、深圳、烟台和上海 5 座城市，跨越 8500 余公里，萌
趣开演 30 场，带动 1290 余组亲子家庭近 3000 人实地体验与
众不同的环保启蒙之旅。同期推出的线上剧目主题互动，让
参与者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沉浸式体验原创剧情，并在
IP 角色的陪伴下，感受环保公益的乐趣，累计线上互动超 15
万人（次）。随巡演一并启动的“绿色童享·让爱不闲置”活动，
共征集到来自线上线下 3000 余组爱心家庭捐赠的闲置童书
6700 余本。10 月底，“绿动联萌”将派遣一位人气 IP 角色，带

着这些书籍，协助平台在湖北山区落成“绿动未来”第七座环
保公益图书馆，让闲置回归价值，让爱心绽放力量。

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孩子是家庭的核心
以及未来社会的接班人，提升他们的生态文明素养显得尤为
重要。自 2018 年“绿色童享·中国儿童环保教育五年计划”发
布以来，“绿动未来”在儿童环保教育领域持续深耕，打造的

“一杯水的约定”“沙漠边的孩子”“为蓝行动”“让爱不闲置”等
系列主题活动，足迹遍布全国 106 座城市，带动 80000 余人亲
历参与，35700 余位小朋友从中受益。同时，平台基于儿童特
点，以环保微课堂、环保绘画比赛、环保科普读物等元素为载
体，不断在活动内容与形式上创新升级，为亲子家庭提供多元
化、高质量、趣味性的环保公益体验，将生态文明的种子深植
儿童心间。

作为今年平台的创新尝试，《绿动联萌》儿童剧在寓教于
乐间培养儿童环保意识，探索亲子公益新模式，是平台对儿童
环保教育工作的承诺践行，彰显了“人人传播、人人参与、人人
受益”的众益理念。同时，此剧也是平台企业主办方上汽通用
汽车承担绿色社会责任的又一优秀成果。上汽通用汽车成立
25 年以来，始终秉承“诚信正直、回报社会”的价值观，积极承
担企业社会责任。通过“绿动未来”环保公益平台等系列公益
行动，全力支持各项环保、教育、文化事业。在环保公益领域，
上汽通用汽车不仅鼓励探索创新的环保践行模式，丰富公益
内涵，更在活动中躬身力行，带动包括员工志愿 者 在 内 的 公
益力量投身环保行动，为环保事业的传播、实践与教育切
实助力。

未来，平台将继续在联合发起方的引领和指导下，丰富创
新环保公益行动，推动更多家庭成为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
与践行者，共谱美丽中国新华章。

闵婕

5 城 30 场童趣演绎 《绿动联萌》引领亲子剧新浪潮

“绿动未来”沉浸式环保公益儿童剧全国巡演圆满收官

▲ 为了守护地球环境的未来，小朋友们积极参与环保闯
关游戏。

▲ 演出现场，“小青蜂”邀请 IP 角色和观演家庭一同加入
“绿动联萌”。

▲ 来自全国各地的小朋友踊跃捐献童书，一起“让爱不
闲置”。

《《绿动联萌绿动联萌》》沉浸式环保公益儿童剧全国巡演在上海落下帷幕沉浸式环保公益儿童剧全国巡演在上海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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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极小物种的回归之路
◆本报见习记者李翔宇

生态环境破坏、适生区域缩小，造
成种群分布受限

回归保育工作的第一步，就是要弄清大黄花虾
脊兰如此稀少的原因。通过杨柏云近 5 年的研究，
这一答案浮出水面。他注意到，大黄花虾脊兰赖以
生存的生态环境遭到了破坏。“根据物种分布模型来
看，未来大黄花虾脊兰的分布区域将受气候变化的
巨大影响，适生区缩小并且破碎化加剧。同时，与传
粉者的共同分布减少。”杨柏云告诉中国环境报记
者，生态环境的破坏和适生区缩小是种群分布的重
要限制因素。

对于植物而言，传粉的媒介也是影响其繁衍
的重要因素之一。“遗憾的是，大黄花虾脊兰传粉
昆 虫 非 常 单 一 ，只 有 木 蜂 属 的 3 个 种 ，而 且 它 们
的数量也在逐渐减少。”杨柏云介绍，木蜂在自然
条 件 下 常 选 择 具 有 遮 雨 的 朽 木 或 木 质 建 筑 作 为
筑 巢 场 所 。 而 随 着 山 区 原 住 民 搬 入 乡 镇 并 对 木
房 屋 结 构 进 行 改 造 ，木 蜂 的 栖 息 地 面 临 直 接 的
威胁。

此外，大黄花虾脊兰自身的特质也使它的繁
育 备 受 阻 碍 。 它 们 是 对 传 粉 昆 虫 无 回 报 的 欺 骗
性 传 粉 ，因 此 ，传 粉 效 率 不 高 ，自 然 结 实 率 只 有
13％ 。“ 尽 管 大 黄 花 虾 脊 兰 一 个 果 实 中 有 数 千 甚
至 上 万 的 种 子 ，但 种 子 的 有 胚 率 还 是 很 低 ，有 生
活 力 的 种 子 则 更 少 ，不 足 30% ，而 且 在 自 然 条 件
下需要有特定的真菌存在，所以繁衍非常困难。”

杨柏云补充道。
生物危害也使大黄花虾脊兰本就艰难的生存环

境雪上加霜。杨柏云心痛地说：“因大黄花虾脊兰有
极高的观赏价值，所以存在被人们过度采挖的乱象，
从目前仅在的分布区域来看，大多生长在人迹罕见
的地方。”

除了人类以外，野生动物也对大黄花虾脊兰造
成了巨大的破坏。杨柏云回忆起自己的回归保育经
历：一次，井冈山山下的回归点突然被野猪冲破护
栏，回归自然生境的小苗全被踩烂；马头山和瑞金赣
江源的回归点也曾被草食动物饱食，几年来的心血
一夜之间成了泡影。

回归保育初步成功，3年小苗终于
开花

自首次发现大黄花虾脊兰以来，杨柏云和他的
团队花了两年时间建立无菌快速繁殖和共生培养体
系。2019 年年底，被驯化好的大黄花虾脊兰小苗回
归到了原生地。

“回归保育的路上，真的吃了不少苦头。”杨柏云
回忆，他与团队每年超过 1/3 时间在回归基地之间
穿梭。蚂蟥咬、蚊虫叮，车陷泥泞、路遇野猪，被岩壁
划伤、与毒蛇对视……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所幸这些辛苦最终有了回报。提到当下回归保
育的成果，杨柏云很是自豪：“在江西省林业局的大
力支持下，我们已经把两万余株大黄花虾脊兰小苗
回归到江西、安徽和湖南 3 个省，并在官山、井冈山、

马头山、赣江源（瑞金）等多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
建立了回归保育基地，其中在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建立示范回归基地，全省回归点多达 19 个，平均
成 活 率 达 87%以 上 ，回 归 3 年 的 小 苗 也 终 于 开 了
花。”他告诉中国环境报记者，今年 4 月在南昌大学、
井冈山和官山回归点都有回归苗开花。

当然，目前的回归保育工作还只是取得了初
步 成 功 。 当 问 及 下 一 步 的 工 作 计 划 时 ，杨 柏 云
说：“我们计划用 3 年-5 年时间，把它回归到长江
流域各省份适生区，尽量扩大它的回归地。接着
是回归后的监测工作，包括监测大黄花虾脊兰与
传 粉 昆 虫 的 关 系 、与 植 食 昆 虫 和 草 食 动 物 的 关
系、与共生真菌的关系。”

监测工作将是未来回归保育工作的一个难点。
“通过这样一个全面的监测，我们要了解开展大黄花
回归对大黄花物种本身，以及对与大黄花相关其他
生物的各种影响，从而对其自我繁育和生态适应性
进行评估。因为从生物多样性监测角度来讲，监测
物种之间的生态关系，特别是兰科植物与其他生物
之间的生态关系，更能有效地反映出环境变化的影
响。”杨柏云解释。

“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将大黄花虾脊兰回归
打造成中国植物保育的一个经典案例，为讲好生物
多样性保护的中国故事作出自己的贡献。”怀揣着这
样的愿景，杨柏云与他的团队又踏上了前往回归点
的旅途。身后，一株新生的大黄花虾脊兰幼苗正努
力 地 生 长 ，终 有 一 天 将 绽 放 出 金 色 的 花 朵 ，开 遍
山野。

图为大黄花虾脊兰图为大黄花虾脊兰。。

图为杨柏云教授在拍图为杨柏云教授在拍
摄考察摄考察。。

图为大黄花虾脊兰小图为大黄花虾脊兰小
苗回归地生长状况苗回归地生长状况。。

美丽共建

本报讯 广西壮族自治区近年来坚
持保护优先、科学利用，自然保护地体系
建设取得明显成效。目前，广西共建立
自然保护地 223 处，其中自然保护区 78
处、自然公园 145处。

广西以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
保 护 为 重 点 ，强 化 自 然 保 护 区 建 设 管
理。全区 78 处自然保护区在保护典型
自然生态系统、涵养水源、改善生态环境
质量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自然保护
区也是野生动植物物种的最佳庇护所和
复壮繁衍地，对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保
护有着重要意义，有效维护了广西的生
物多样性。

广西还以自然景观保护为重点，着
力推进自然公园建设，在保护资源的基
础上进行合理利用，为提升公众生态环
境素养、传播生态文明、保护区域生态安
全作出贡献。

同时，不断提升广西自然资源价值
的国际认可度和影响力。广西自然保护
地保护着具有全球性突出普遍价值的自
然地理地貌和景观资源，保护内容和成
效得到了国际社会认可。目前，桂林漓
江和环江木论已列入“中国南方喀斯特”
世界自然遗产地名录，广西猫儿山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和山口红树林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也列入了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它
们已然成为广西在自然环境保护与可持
续发展领域的“世界名片”。

此外，广西还不断提升红树林保护
修复能力，使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得到
整体改善。自治区党委、政府高位推动
红树林资源保护和管理体系建设，在政
策、规划、资金等方面强化保护支撑。目
前，广西红树林面积为 9412.11 公顷，位
居全国第二。

蓝皓璟

广西自然保护地成为“世界名片”
共建立自然保护区 78处、自然公园 145处

时间：2022 年 10月
地点：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灵山镇
场景：近年来，河南省罗山县积极建设生
态宜居美丽乡村，因地制宜打造多个农
旅融合综合体，助力乡村振兴。图为罗
山县打造的巨型五彩稻田画。

杨正华摄

在 海 拔 300 米
至 1500 米的山林中，生长

着一类极其稀有的植物：它叶片
硕大，花序修长，花朵形似飞翔的鸽子，

又拥有金子般华美的颜色。它就是被誉为“植
物界金丝猴”的大黄花虾脊兰。

提起大黄花虾脊兰，南昌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
杨柏云教授还记得他与团队在 2017 年 4 月第一次

发现这种花的场景。“看到照片时，我整个人都非常
兴奋。”杨柏云说，那是首次在江西省发现有大黄花

虾脊兰的分布。
“当时只有十几株，数量非常少，而且都分布在

农民承包的山地附近，很容易被破坏。”查阅资
料后，杨柏云得知，大黄花虾脊兰在国内的

野生居群极少，而且国内外在保育方
面做的工作也并不多。于是，他便

开始了让这一极小种群回归的
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