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支笔，画一朵花，也画一棵树，这些花草树木是长在田野或山林里的野生植物，在大自然
的怀抱里自由生、自由长，到了“广西青梅杯·2024 新春野生植物绘画大赛”参赛者的笔下，则
变成一幅幅美丽的画作。

由美境自然（广西生物多样性研究和保护协会）与中国科学院广西植物研究所、广西林业
科学研究院等共同组织的“广西青梅杯”绘画大赛，近日发布了获奖作品，收集到的 78 幅描绘
野生植物的画作展示着 93 种植物的生机与活力。美境自然工作人员郭潇滢告诉记者：“举办

‘广西青梅杯’是希望将濒危植物保护议题融入绘画比赛，用国家一级保护植物、濒危物种‘广
西青梅’来命名，则是希望扩大它的影响力，让更多人认识它，了

解当地人为保护它所做出的努力。”
也许，保护濒危植物听起来“很小众”，但与野生

动物保护一样，保护濒危植物也是为维持生态平衡，
对保护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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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树林怕海水吗？”一位小朋友的发
问，瞬间引起大家对红树林的好奇。记者
近日来到广东省湛江市，走进由湛江红树
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汽本田汽
车有限公司和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

（SEE 基金会）共同举办的红树林生态体
验营现场，一同感受“海岸卫士”的生态之
美。

从好奇到解密，渐进式学
习红树林知识

“红树林不怕海水，因为它盘根错节
的根系和发达的通气组织，可以使其在
海潮的起落间呼吸顺畅。”SEE 基金会工
作人员关泽华说道。

活动现场，大家不仅通过 VR 俯瞰湛
江这座“红树林之城”的生态盛景，了解湛
江红树林分布和样貌；也可以在一旁的电

子设备上听到“物种宝藏”红树林里的弹
涂鱼、白鹭、招潮蟹繁衍生息的声音；更有
为小朋友们设置的互动游戏，家长可以与
孩子一起将贴纸贴在木榄、秋茄、红海榄
等红树林树干图案上，共同许下保护红树
林的美好誓言。

在生态公开课上，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湿地研究所副所长朱耀军分享了红树
林在碳中和中的重要作用：“红树林作为
重要的湿地类型，它的储碳效率比较高，
通过系统的治理和科学的修复，进一步提
升红树林的生态服务功能，可以让红树林
变成‘金树林’。”

红树林除了能“点碳成金”，对生物多
样性保护还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湛江
市爱鸟协会会长程立用一张张勺嘴鹬、中
华凤头燕鸥、中华白海豚等濒危鸟类和海
洋生物的照片，向大家述说着它们与红树
林相互依存的关系。“近些年，在湛江红树

林能拍摄到的鸟类越来越多，这就是保护
取得的显著效果。”程立说。

从课堂到大自然，沉浸式
领略生态之美

被誉为“海上森林公园”的高桥红树
林保护区位于雷州半岛东岸，每天会有两
个潮起潮落，趁着退潮时间，记者随行走
进红树林内。一进入“森林”，公园铺就的
一条轮胎路就映入眼帘。

“随着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也让红
树林保护策略发生了变化。现在人们破
坏红树林的情况几乎没有了，所以我们把
破旧的轮胎收集起来再利用，打开公众探
索红树林世界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这片
区域并加入到保护红树林的行动中。”湛
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
张苇介绍道。

不同于一般风景区，保护区里红树林
的生长以自然演替为主，很少进行人工干
预，但也有些特殊情况，比如，对特殊物种
的治理。“有些特殊物种的生长速度太快，
种子飘散过多，会侵占本地红树林的生存
空间。所以，会适时人为干预，对其进行
清理，确保保护区内的红树林保持一定的
科学数量。”张苇说。

鱼藤就是这样的物种之一。它会通
过攀缘、覆盖、蔓延的方式遏制红树林的
生长，严重的话会造成红树林枯死。所
以，定期清理鱼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
红树林的正常生长。

从红树林出来后，记者与当地村民一
同 参 与 了 30 分 钟 鱼 藤 清 理 工 作 ，大 家
看着手中袋子里装满的鱼藤，露出了满
意的笑容。虽然一天半的红树林生态体
验营活动结束了，但广东湛江红树林的绿
色故事仍在继续。

“每周一开展户外捡垃圾公
益活动，参与者可凭一袋捡来的
垃圾，免费换一杯美式。”在远眺
苍山、面朝洱海的云南省大理市
海东镇，有这样一位咖啡店主，自
发发起了“捡垃圾换美式”活动，
不仅提升了自己的生态环境意
识，还影响带动身边人参与进来，
共同美化大理的生态环境。

这位店主名叫吴兴帅，已定
居洱海边的海东镇向阳村 4 年，
与村民们朝夕相处，早就爱上这
里的一切。他经营的咖啡店“理
记先生”，也体现着自己的生活理
念——希望记录在大理发生的美
好故事。

然而，吴兴帅发现，这两年，
来苍山洱海旅游的游客越来越
多，随之产生的垃圾也多了起来，
洱海边乱丢垃圾的现象时有发
生。

“维护好咖啡店周边环境是
我们分内的事，也能替环卫工人
分 担 一 些 压 力 ，何 乐 而 不 为 ？”
2023 年年末，吴兴帅决定，发起
一场“捡垃圾换美式”活动。每周
一，参与者可凭一袋捡来的垃圾，
换取一杯美式咖啡。

最初，吴兴帅的想法是自己、
员工以及在店里做过义工的人参
加。但作为一名在抖音平台和小
红书平台上小有影响力的博主，
活动被越来越多人知晓，捡垃圾

的队伍也逐渐壮大起来，每周都
能发现新面孔。

“有一位北京的女游客通过
小红书看到我们的活动，专门飞
过来参加。还有一位在喜洲旅居
的男士，每次骑车过来要一个多
小时，也参加了好几次。”吴兴帅
告诉记者。据介绍，目前已有两
百多人参与过活动，每次捡拾的
垃圾都有五六大袋。

“其实洱海边整体上还是非
常 干 净 的 ，但 这 个 地 方 垃 圾 产
生量太大。马上五一假期就要来
了，通过这项活动，不光是换咖
啡，最重要的还是让大家更注重
环保，让更多人参与进来。”吴兴
帅说。

通过组织这项活动，吴兴帅
觉得首先是自身发生了改变，“不
再乱丢垃圾了”，同时也改变了自
己的孩子。有时候，他会带着儿
子参加，通过言传身教，教育儿子
不能随意丢弃垃圾。

许 多 参 加 过 活 动 的 游 客 也
觉得，捡满一大袋垃圾很有成就
感，同时还很解压。还有一些家
长带着孩子一起参与，希望通过
实际行动，培养孩子的生态环境
意识。

“我会把这项活动一直办下
去，希望有更多人参与进来，一起
捡垃圾、喝咖啡、交朋友，践行绿
色生活理念。”吴兴帅说。

在洱海边，捡垃圾可换美式咖啡
◆本报记者王琳琳

本报讯 甘肃省生态环境教
育 展 馆 近 日 携 手“ 小 学 生 记 者
团”，组织开展了一场别开生面的
环保小课堂活动。据了解，小课
堂以《黄河保护法》为核心内容，
旨在通过生动的讲解和互动体
验，增强小学生的环境意识和法
治观念，让他们更深入地了解黄
河流域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兰州大学“新青兰”志愿者团
队作为授课老师，采用多种教学
方法，包括视频播放、图片展示、

互动问答等，让“小记者”更直观
了解黄河的生态环境和保护工
作。同时鼓励“小记者”积极参与
讨论，分享对环境问题的看法和
建议，促进志愿者与小学生之间
的交流与互动。

接下来，甘肃省生态环境宣
传教育中心将常态化开展生态环
保小课堂活动，发挥生态环境教
育展馆优势，推动全民参与环保、
共建美丽家园。

宋佳

甘肃环保小课堂进校园

“童”心协力共建美丽家园

悦·活

在广东湛江，看见红树林的生态之美
◆本报见习记者邢彭

野生植物入画，感受大自
然的原始生命力

“行走公园、山林的过程中，一群绿色
的小手吸引了我的视线。它们附生于枫
杨、樟等乔木树干上，在春日的微风中摇
曳，阳光透过树叶，在树干下留下点点光
斑。”“最具人气奖”获得者黄梁艺所画的
正是槲蕨，一种野外比较常见的，多年生
附生草本植物。

实际上，“广西青梅杯”将主题定为
“野生植物”，是希望参赛者打开视野，越
过日常习见的人工种植和栽培植物，关注
大自然中的原生植物。

原产于我国的野生植物之所以重要，
是因为它们世代根植于本土，适应本地气
候环境，无需人为干预也能自然繁衍，并
发挥着维护一方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
的重要功能。

“对公众来说，‘原生植物’或‘本土植
物’的概念不易界定，比赛最终将要求放
宽，扩展为‘当地有野生种群的植物’，也
就是能在本地公园或野外环境自然生长，
只要不是明显受到人工栽培干预的植物，

就算合规。”郭潇滢告诉记者。
一般而言，想要判别一株植物算不算

是野生的，需要参考多方面的信息，如分
布地、生长环境等。在美境自然看来，不
依靠人类，各凭本事自由生长的植物，更
能够传递大自然最原始的生命力量。

此次获奖作品展现的植物除了槲蕨，
还有秋茄、塔黄、淡紫金莲花、盘龙参等生
长或分布在海边、高原、高山等生境的野
生植物，它们或有着保护海洋的生态功
能，或维系着高山系统的生物多样性，也
诉说着一个个人与野生植物相遇的故事。

以“广西青梅”命名，保护
它离不开乡村社区参与

广西青梅的故事，也展现着人与野生
植物的奇妙缘分。

1976 年，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那
坡县平坛屯的村民许国红发现了一棵神
秘的大树，树下带翅的果实与他在农业站
宣传栏中见到的植物标本相似，于是他将
采集的标本送至专家鉴定。最终发现这
是一个龙脑香科青梅属的新物种，世界上
便开始有了“广西青梅”这个名字。

由于受早期人类活动破坏天然林植
被的影响，以及其开花、结果、种子萌发需
要特殊的气候条件，在野外自然环境中，
广西青梅现存的植株数量仍然稀少，属于
极小种群物种。目前在全国已知的分布
地只有广西那坡、云南麻栗坡和勐腊。

为延续这一物种，相关部门和机构持
续开展保护工作。目前，广西青梅在西双
版纳热带植物园、桂林植物园和南宁树木
园等地有了人工栽培植株，在南宁植物园
等科研基地开展了种子繁育实验，这些都
是迁地保护工作所取得的进展。

“对于广西青梅而言，更重要的还有
就地保护。”郭潇滢告诉记者：“对于珍稀
濒危植物而言，需要保护的不仅是它们的
植株和野生种群，还有与它相联系的生物
多样性和生态健康，比如，山林里的鸟类、
真菌等原始生境的组成部分，这样才能更
大程度地保留这一濒危植物的所有生命
资料，留住这一物种。”

于是，平坛村成立了广西青梅自然保
护小区，那坡县林业局开展广西青梅的生
态监测与管护工作。美境自然也在当地
开始从社区主导与参与的视角探索更可
持续的保护方式，调动社区力量开展保护
工作。这些工作既减缓了广西青梅天然
林周边经济林的继续扩张，也降低了广西
青梅被村里人当做木材误砍的风险，减轻
了村民活动对广西青梅的威胁。

生境管护助力广西青梅恢
复天然更新

提起在保护过程中最令人激动的消
息，郭潇滢毫不犹豫地分享了广西青梅开
花结果的事情。“我们感觉备受鼓舞是因
为平坛村的广西青梅自发现以来极少有

开花结果的时候，还有研究提到，采集于
这里进行迁地人工栽培的植株也较难开
花。所以天然林中最高大那棵树开花结
果，是极其罕见的景象。”

长期以来，由于生态链不再完整，广
西青梅幼苗被大量的藤本植物和灌丛覆
盖、竹丛遮挡，导致生长缓慢，并呈现出退
化的生境中骨干树木幼年期生长缓慢的
现象。根据龙脑香科植物的生长特性，广
西青梅的生境保护和恢复需要考虑为大
树和幼树去藤蔓、疏林冠、减少竞争植物
等人为管理，助力广西青梅恢复天然更
新。郭潇滢说道：“适度的生境管护工作
和植物样方监测能帮助我们了解它的健
康状况和光照环境，帮助群落和植株的健
康发展。”

不仅如此，为实现更可持续的保护，
2023 年，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美境自然
协助社区完善管护机制，通过开展一系列
活动扩大群众参与，提升社区的保护意识
和能力。

“我们在平坛村小学举行广西青梅保
护主题的自然观察活动，编制天然林群落
健康监测和生境管理操作指南，将保护工
作落到基层，把保护的力量一直传递下
去，实现生态保护带来的集体福祉。”美境
自然将持续推动广西青梅的在地保护。

如今，在平坛村举办的一次次文化活
动现场，村民们共同表达着保护广西青梅
天然林的决心和希望，也共同期待着，它
们再次开花结果的那一天。

静待广静待广西青梅西青梅花花开平坛村开平坛村
◆◆本报记者肖琪本报记者肖琪

测量广西青梅幼树，了解健康状况。

乌来杜鹃乌来杜鹃。。陈梦澜陈梦澜 槲蕨槲蕨。。黄梁艺黄梁艺

环保小课堂活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