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建地跨南亚热带和中亚热带，
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的物种基因库
和生态屏障。境内气候温暖，雨量充
沛，山脉纵横，河流交错，海岸曲折，
岛屿众多，生态类型复杂多样，森林
覆盖率、植被生态质量、生态文明指
数均居全国第一。

良好的生态环境孕育着丰富的
野生动植物资源。数据显示，福建自
然分布有脊椎动物1733种、昆虫1万
多种，其中华南虎、黑熊、穿山甲、中
华白海豚等291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野

生动物；自然分布有植物 555种，其中
桫椤、苏铁、南方红豆杉等 131 种及
变种为国家重点保护野生植物。

为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福建着
力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
区为基础、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
然保护地体系。全省共建立各级各类
自然保护地 358 处、自然保护区 111
个、保护小区 3300 多个，保护了全省
80%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
及各类典型生态系统、植被类型。

（张辉 整理）

东南沿海物种基因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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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赖昊拓 通讯员 邱春静） 5月18日是“国际博物
馆日”，当天，新建成的浦城县博物馆开门迎客，搬进“新家”的各类文
物让前来观赏的市民们流连忘返，纷纷为耳目一新的馆藏陈列点赞。

据浦城县博物馆馆长吴卫华介绍，目前，博物馆新馆主体已通
过验收，文物也都完成了上展。18 日，结合“博物馆、可持续性与美
好生活”这一主题，浦城县博物馆新馆已部分开放，同步开展浦城
历史文化知识有奖问答、非遗文化讲座等系列活动，并为文物捐赠
者颁发荣誉牌匾及捐赠证书。

记者了解到，浦城县博物馆投资 6000 余万元建设，建筑面积
约 6100 平方米，馆藏文物 3632 件，其中珍贵文物 1615 件，定位为
综合类历史博物馆。

馆内一楼设置裸眼 3D数字展柜，参观者可对馆藏精品文物进
行交互式触控查询。二楼的浦城历史文化通史展厅以时间为主线，
围绕猫耳山商代窑群遗址、管九土墩墓群两项“全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及牛鼻山遗址、锦城遗址等重要考古发现，通过大量实物及超
写实雕塑、演绎等手段，展示浦城发展概貌与内涵。馆内还设置了
浦城交通史话、文化遗址集锦等主题展厅，集中展示了当地历代杰
出人物、水陆交通体系、商贸往来等内容。

浦城地处闽浙赣三省要冲，有约4000年的文明史、1800多年的建
县史，闽越文化资源丰厚。在福建考古界，素有“地上文物看泉州，地下
文物看浦城”之说。之前由于缺乏符合条件的展馆，当地大部分文物曾
长期存放于库房，新馆的建成改变了这一局面。流连于馆内，明净的展
柜、适宜的灯光、翔实生动的展板，都给参观者以脱胎换骨之感。

据吴卫华介绍，给文物“搬家”是一项难度较大的技术活。由于
文物数量大，且老库房较为狭小，自去年 10 月以来，工作人员即开
始将文物逐一放进囊匣进行预防性保护，并一一拍照留底，在打包、
运输、布展的过程中严格遵照相关要求，规范操作，确保万无一失。

“尘封已久的文物‘活’了起来，为市民提供了一个了解浦城历史
文化的平台，增进了当地民生福祉。”吴卫华说。

浦城县博物馆新馆部分开放
改变大部分文物长期存放于库房的局面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22 日，第十八届、第十九届中国电影
华表奖提名正式公布，56 部入围影片及其主创人员将分别竞逐两
届华表荣誉。福建电影制片厂参与出品的电影《古田军号》《守岛
人》获多项提名。

其中，电影《古田军号》获第十八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
片提名和优秀电影音乐提名（居文沛），电影《守岛人》获第十九届
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提名和优秀男演员提名（刘烨）。

《古田军号》取材于古田会议前后的一段历史，以一名红军小号
手的视角，讲述了红军从井冈山突围到闽西期间，毛泽东、朱德、陈
毅等革命先辈带领红军坚持不懈探索革命真理，开辟中国革命成功
之路的非凡历程。《守岛人》讲述了“人民楷模”王继才与妻子王仕花

“舍小家为大家”驻守边疆海岛 32 年的艰苦经历，凸显出以他们为
代表的“守岛精神”。影片中90％以上镜头在福建平潭取景拍摄。

中国电影华表奖是中国电影政府奖，由国家电影局主办并组
织评选及颁奖。该奖项两年评选一次，与中国电影金鸡奖、大众电
影百花奖并称中国电影三大奖。

福建电影制片厂参与出品电影

《古田军号》《守岛人》
获华表奖多项提名

本报讯（记者 郭斌） 由福建省作家协会、福建省文学院、福
建省文艺评论家协会、福建省直机关文联主办的荷露诗歌作品研
讨会 21日在福建省文学院举行。

与会专家和学者就荷露的诗歌创作风格、意象运用、语言表达
等进行了深入探讨和交流，指出荷露的诗歌作品充满了浓郁的人
文情怀和深刻的思想内涵，充满了包容和大爱，生活性、大众性和
时代性兼具，是对以冰心为代表的女性诗歌创作风格的继承，品读
她的诗往往能给予读者幸福感。

荷露，本名叶淑平，福建漳浦人，“荷露心灵美学”创始人，著有
《荷叶诗选》《芗城物语》等，作品曾获福建省政府百花文艺奖。她的
诗歌风格清新自然、质朴真诚、情感饱满，体现了对母爱、童真、故
乡、自然深深的尊崇、歌颂和爱恋。

荷露诗歌作品研讨会在榕举行

5 月 22 日是第 23 个国际生物多样性
日，今年的主题是“从协议到协力：复元
生物多样性”。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
键地区之一。作为全国首批 5个国家公园
之一，武夷山国家公园采取了一系列资
源管护和生态修复措施，不断刷新生物
多样性记录。

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当天，武夷山国
家公园集中发布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
研究成果，多方位展现“世界生物之窗”
的魅力。

6个新物种
22 日，记者从武夷山国家公园科研

监测中心获悉，正在进行中的生物资源
本底调查项目又有新成果。该项目新近
发现 6 个昆虫新种，分别是武夷拟网蚊、
尖吻拟网蚊、武夷倒毛摇蚊、双斑倒毛摇
蚊、扇刺合脉等翅石蛾以及戈氏长肢蝶
石 蛾 。相 关 成 果 已 在 国 际 昆 虫 学 期 刊

《insects》上发表。
据悉，这些水生昆虫发现于国家公

园内桐木、大竹岚、杨梅墘等地的洁净溪
流中。它们的体型普遍较小，成虫体长介
于 1 至 8 毫米之间。科研人员将采集到的
幼虫、蛹通过原地饲养获得成虫标本，通
过体视镜和显微镜观察其形态特征，经
形态学、解剖学、分子生物学等多种技术
手段的比对分析，鉴定为新物种。

其中，武夷拟网蚊、尖吻拟网蚊的发
表，是我国首次报道该科物种，极大增进
了对该科多样性、生物地理以及生活史
的认知；扇刺合脉等翅石蛾的发表，则有
助于厘清该类群的系统发育关系，为合
脉等翅石蛾属提升为亚科水平提供了分
子证据。

水生昆虫对栖息环境的水质有着很
高的要求，大多可以作为优良水质的指
示物种。目前，科研人员已获取了这些新
种的线粒体基因组。未来，将利用环境
DNA 宏条形码技术，开展武夷山水质生
物监测，多维度评估武夷山水质状况和
生态系统的健康程度。

武夷山是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
键地区之一，被誉为“鸟的天堂”“蛇的王
国”“昆虫的世界”“世界生物模式标本产
地”“研究亚洲两栖爬行动物的钥匙”。其
中，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拥有 210.7
平方公里未受人为破坏的原生性森林植

被，是世界同纬度保存最完整、最典型、
面积最大的中亚热带森林生态系统。

“我们采取了一系列资源管护和生
态修复措施，为物种栖息地质量改善、种
群恢复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环境。”武夷山
国家公园科研监测中心主任张惠光说。
为摸清生物多样性家底，武夷山国家公
园于 2020 年 4 月，组织开展两栖爬行动
物资源调查。一年后，又全面启动为期 3
年的生物资源本底调查。调查由生态环
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等 20多家科研
单位及高校的百余名专家参与，覆盖了
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片区的所有区域，
同时采用了红外相机、马来氏网、环境
DNA等生物多样性调查新技术。

调查启动以来，发现了一批新种、新
记录种、新分布记录。去年发表的昆虫新
种中华粘猎蝽，便刷新了粘猎蝽属在东
亚亚热带地区的最北分布记录。此次新
公布的 6 个昆虫新种，再一次丰富了武
夷山昆虫记载，展现了“昆虫王国”的神
秘魅力。

据悉，自 2016年启动体制试点以来，
武夷山国家公园累计发现并公布发现新
种 23个。目前，当地正加快推进生物资源
调查成果的应用转化，编研武夷山生物
志书图鉴，建立完善生物资源监测体系，
指导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1个中国特有物种
画面中，一只黑麂正在山间雪地上

悠闲散步，时而昂首阔步，时而低头嗅
闻，细细啃食身旁树枝上的嫩叶。其整体
毛色呈棕黑色，尾部尤其醒目，尾背面黑
色，尾腹及尾侧毛色纯白。它的角特别
短，有时隐藏在额部棕黄色的毛簇中。

武夷山国家公园生物资源本底调查
项目科研人员近日在回收整理野外红外
相机数据时，发现监测画面记录到了我
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
麂的活动影像。红外相机曾多次拍摄到
其活动轨迹。

作为中国特有物种，黑麂分布范围
狭小，局限在福建、安徽、浙江、江西 4 省
的交界区域，主要栖息在海拔 1000 米左
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混交林和灌木丛
中。黑麂生性胆小，多在晨昏活动，食物
为植物的嫩叶、嫩芽和果实等。

在《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中，
黑麂被列为濒危等级。目前，其野外种群

数量 5000 至 6000 只。历史上，武夷山就
是黑麂的分布区域。此次再次记录到其
活动影像，证明了这一华东哺乳动物旗
舰种在武夷山生存良好。

为了更好开展科研监测，武夷山国
家公园福建片区已布设红外相机 700 余
台。通过红外相机，一批珍稀物种不断进
入科研人员与公众视野。

不久前，当地便通过红外相机，记录
到了欧亚水獭结对活动的画面。这是武
夷山国家公园首次拍摄到这一珍稀物种
的影像。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欧亚水
獭，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认定
的濒危等级物种。2000 年后，福建仅在东
部及沿海的小范围区域有过欧亚水獭的
确切记录。此次记录，与既往已知的分布
点均不相邻。科研人员从欧亚水獭结对
活动推测，国家公园内可能存在一个稳
定的野生种群。

1个新家谱
武夷山淡水蟹的家谱被重新修订了。
淡水蟹是淡水底栖大型无脊椎动

物中的关键类群，也是表征水域生态健
康的重要指示生物。武夷山的淡水蟹资
源丰富。

位于武夷山大山深处的挂墩自然
村，是世界著名的生物模式标本产地。
1873 年，法国传教士谭卫道来到这里，采
集到了一只淡水蟹的雌性标本。这个标
本被送到了法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

但并未引起太多关注。直到 1904年，美国
甲壳动物学家拉斯本才注意到了这个标
本，确定其为一个新物种，命名为挂墩溪
蟹，并将其归入华溪蟹属。

2021 年，来自南京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和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
所的专家，在武夷山国家公园开展了为
期 9 个月的淡水蟹资源野外调查。其间，
他们在挂墩村及其周边的 20多个地点采
集了许多淡水蟹标本。

研究团队重新检视了法国的挂墩溪
蟹模式标本电子照，发现这只是一个雌
性标本。要知道，在淡水蟹分类鉴别中，
雄性第一腹肢的重要性不可忽视。但早
期的分类研究，并未注意到这一点。

研 究 团 队 证 实 ，历 史 上 关 于 挂 墩
溪 蟹 的 分 类 、异 名 和 分 类 地 位 变 更 都
是错误的。

之后，专家们对挂墩溪蟹标本，以及
各地华南溪蟹属物种，进行系统分析研
究。最终改写了挂墩溪蟹的家族图谱，认
定其实为华南溪蟹属物种，并将其重新
命名为“挂墩华南溪蟹”，同时对该物种
的形态特征进行重新描述，补充了雄性
形态鉴别特征。100 多年后的今天，挂墩
溪蟹终于有了自己真实的姓名。

目前，世界上已记录淡水蟹 1300 余
种，其中中国淡水蟹家族记录有 59属 371
种。武夷山国家公园内的淡水蟹家族现
有 3 名成员：挂墩华南溪蟹、福建华溪蟹
和恩氏博特溪蟹，分属于 3个不同的属。

22日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武夷山国家公园集中发布一批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研究成果——

“世界生物之窗”上新了！
□本报记者 张辉 通讯员 肖芳奕

武夷山国家公园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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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推动“政务服务提升年”行动工作，
落实为民办实事、解难事、办好事，提升窗
口服务效能，推动“一窗通办”和线上“一网
通办”业务工作，增强辖区流动人口登记管
理工作，同安分局各派出所以“一趟办好”

“服务上门”“宣传到户”推动流动人口服务
管理工作。

一是推动“一网通办”，让群众“一趟
办好”。该局积极引导群众在网络政务平
台提交居住证办证材料，只需到窗口一
趟就能够直接领取居住证，让信息多跑

路，让群众少跑路；针对不会使用网络政
务平台的群众，窗口开放咨询电话，引导
一次带齐居住证办证材料，当场受理，当
场办结。

二是落实流口管理，让民警“宣传到
户”。根据警网融合机制，派出所联合网
格员、房东协会、楼户长、巡防队伍等群
防力量，到辖区企业、出租房屋等处开展
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同时开展各类
宣传活动。结合日常检查，要求流动人员
按照《福建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条例》内

容，及时报送个人信息进行登记，同时对
流动人员开展法律宣传，引导知法懂法
守 法 ，远 离 黄 赌 毒 ，不 参 与 违 法 犯 罪 活
动；对流动人员开展反诈骗宣传，守护群
众钱袋子；对流动人员开展交通安全宣
传，提高安全意识。

三是解决群众难题，让民警“服务上
门”。针对行动不便的群众，提供上门办证服
务，窗口民警、辅警携带电脑、相机等工作设
备到群众家中，为其采集办证所需材料，第
一时间将居住证送到群众手上，有效打通了

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此外，为确实有
需要的群众提供延时服务。日前，一名在莲
花镇军营村居住和上班的群众周某因工作
时间冲突，无法到窗口办理居住证，该局窗
口工作人员指导其通过互联网政务平台提
供相关材料，并在窗口等待其下班，为其办
理居住证。针对群众因时间冲突无法在窗
口工作时间内前来办理居住证的情况，经
提前沟通后，该局窗口常以延长服务时间
为群众办理居住证提供便利服务。

（刘晓燕 陈燕红 杨珊珊）

厦门市公安局同安分局“三举措”推动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荷花一枝，夏意满怀。22 日，福州茶亭公园第 23 届荷花展暨吴
建峰荷花国画作品展开展。公园内 5000 平方米荷塘与画家吴建峰
笔下清丽高雅的荷花相映成趣，引游客前来观夏荷和赏画作。

本报记者 游庆辉 摄

新华社北京5月22日电 5月 22日是国际
生物多样性日。中国科学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22日发布《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共收录
物 种 及 种 下 单 元 148674 个 ，较 2022 版 新 增
10381个物种及种下单元。

“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
础，生物物种名录则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物
多样性资源丰富程度的基础数据。”中科院生物
多样性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马克平研究员介
绍，编制《中国生物物种名录》，旨在摸清中国生
物多样性“家底”，促进生物多样性研究与保护。

自 2008 年起，中科院生物多样性委员会
组织专家全面系统收集整理公开发表的中国
生物物种数据，并由分类学专家对每条数据进
行审定确认，最终汇编成《中国生物物种名

录》，每年以年度名录形式发布。中国是唯一一
个每年都发布生物物种名录的国家。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 版共收录物种
及种下单元 148674 个，其中，动物部分 69658
个，植物部分 47100 个，真菌界 25695 个，原生
动 物 界 2566 个 ，色 素 界 2381 个 ，细 菌 界 469
个，病毒 805个。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较2022版新增
10027个物种及354个种下单元，其中，真菌界新增
了8202个物种及 320 个种下单元，成为本年度
名录中新收录物种数量最多的类群。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 版由中科院动
物研究所牵头，联合中科院植物研究所、中科
院微生物研究所、中科院成都生物所、中科院
海洋研究所等多家单位共同完成。

《中国生物物种名录》2023版发布
共收录物种及种下单元148674个

本报讯（记者 陈尹荔） 21 日，由国家图书馆少年儿童馆与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四季童读”2023 年夏季卷发
布会在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举行。

发布会揭晓了“四季童读”2023 年夏季卷 29种推荐书单。书单
继续秉持分级分类、平衡兼顾、客观公正的原则，面向学前、小学初
段、小学高段、初中四个不同年龄阶段，围绕人文、科普、文学三大
主题，为少年儿童遴选新近出版的优秀图书。

国家图书馆“四季童读”项目由北京国家图书馆事业发展基金
会公益资助和支持，于今年 2月发布。该项目已与全国百余家地方
图书馆开展馆际合作，力争打造全国少年儿童阅读推广合作网络。

福建省少年儿童图书馆围绕“四季童读”夏季卷书单，积极策
划并开展了系列阅读推广活动，除夏季卷展览、图书专架及阅读
挑战赛之外，相关童书的推广将融入“名家讲坛”“好书大家读”

“奇想听书汇”“奇想绘本社”“讲座进校园”“悦读暖家行动”等日
常推广活动中。

国家图书馆在榕发布
“四季童读”2023年夏季卷

22 日，小学生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青岛特种作物研究中心试验基地学习
昆虫知识。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