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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稀植物 愿你被世界温柔相待

■新华社记者 丁静 韩梁

刚刚过去的端午节假期， 北京世园
会上一场以中国特色珍稀植物为主题的

展览吸引众多中外游客。 源于上亿年前
的极度濒危物种华盖木， 种子要覆盖一
年才能萌芽的伯乐树， 附身于岩壁上的
杏黄兜兰……它们有的来自远古冰川 ，
有的出自高山雪域， 中国山水成为它们
的“避风港”。

面对一株源自上亿年前的古老植

物，再柔弱的绿色也会令人肃然起敬。 只
有凝聚保护共识，共同采取行动，才能让
这抹宝贵的绿色永续不竭。

珍稀植物是珍贵的自然资源， 也是
无价的生物宝藏。 被誉为 “蕨类植物之
王”的桫椤，对重现恐龙生活时期的古生
态环境具有重要参考价值；被《中国物种
红色名录》列为极危物种的杜鹃红山茶，
具有重要的生态和经济价值； 中国仅存
500 多棵的五小叶槭，是生物多样性研究
的重要资源。 这些中国特有的珍稀野生
植物，已成为闻名世界的“植物大熊猫”。
保护这些物种， 不仅能帮助人类破解一
些难题，也有助于维护生物多样性，守护
人类共同的地球家园。

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生命经过几十亿

年发展演化形成的，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
生态基础。 然而，无序开发、过度掠夺，使
得全球自然环境遭到粗暴破坏， 大量珍
稀植物濒临灭绝。

“取之有度 ，用之有节 ”是生态文明
的真谛。 中国人民自古崇尚自然，2500 多
年前的诗歌总集 《诗经 》，提到 130 多种
植物。 从《神农本草经》到《本草纲目》，博
大精深的植物文化一直是中华文明的重

要组成部分。

近年来，中国秉持“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 的发展理念， 加强生态文明建
设， 实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战略，制定一系列生物多样性保护计划。
从 1984 年记载 354 种植物的第一批 《珍
稀濒危保护植物名录》公布，到 2004 年记
载 4408 种植物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出
版， 一条条挽救植物生命的记载令人动
容，一株株珍稀植物重焕生机，成为靓丽
的“中国名片”。

从云南香格里拉四五千米石缝中的

珍稀野生牡丹， 到怒江悬崖峭壁上的濒危
兜兰，通过濒危植物保护计划，诸多稀世花
木得到抢救保护，在世园会上绚烂绽放。

中国从不吝惜与世界分享珍稀植物

的宝贵资源：源自中国的“鸽子树”珙桐
挺立日内瓦街头， 传递着世界和平的美
好信息； 银杏树中提取的黄酮用于治疗
心脑血管疾病； 红豆杉中提取的抗癌物
质紫杉醇造福全球。 科学家袁隆平利用
野生稻基因，培育出高产优质杂交稻，为
增加全球粮食产量作出卓越贡献； 复旦
大学教授钟扬， 带领团队在青藏高原艰
苦跋涉数十万公里， 累计收集上千种植
物的 4000 多万颗种子，为人类留存泽被
后世的基因宝藏……2020 年，《生物多样
性公约》 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将在中国
举办， 这是国际社会对中国保护生物多
样性工作的肯定。

一花一木总关情。 野生动植物的命
运不仅攸关地球明天， 也与每个世界公
民息息相关。 北京世园会以 “绿色生活
美丽家园” 为主题， 唤醒更多人尊重自
然、守护家园的意识。 中国将继续与世界
携手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缔造永续
发展的美好未来。

（新华社北京 6 月 12 日电）

真假难辨

“打着欧美外教的旗号 ， 一节课二三百元 ， 几个月过去却没什么效果 ”
“13000 元的口语班，却发现外教没有资质，态度恶劣还不退钱”……“新华视点”
记者近日发现，持续火爆的外教市场存在诸多不规范的现象。

记者调查发现，与繁荣的市场、高昂的收费不相匹配的是，不少外教连基本
的资质都不具备。 新华社发 郭德鑫 作

开天辟地黄泛区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系列评论之三

■李建成

说起黄泛区， 开天辟地只能
是现在， 乡愁嘤嘤讲的才是昔日
的黄泛区。

这几天，乡愁浓得化不开，真
个是剪不断、理还乱。 想起她曾经
袅袅缭绕的炊烟， 抑或是提起她
如此可亲可敬的名字， 总有无限
遐想、无限惆怅。 不忘初心，忘不
掉的是乡愁。 也只能在乡愁里，使
命和责任才会轻易地反复地融进

灵魂。
提起乡愁，想故乡。 我们的家

乡叫周口， 还有一个带着伤痛的
别名———黄泛区。 引发笔者浓浓
乡愁的是一位诗人和一位画家。

黄泛区， 是指一大片黄河水
泛滥的区域。 七七事变后，日寇在
侵占华北后欲进犯中原。 蒋介石
决定“以水代兵，决堤阻敌”，令国
民党军于 1938 年 6 月 9 日， 炸开
花园口黄河大堤，迫使黄河改道，
导致黄水泛滥 ，在豫 、皖 、苏三省
之间形成一个巨大的沼泽区。 现
属周口市管辖的扶沟 、 西华 、太
康、淮阳、郸城、鹿邑 6 个县及川汇
区、 沈丘县的部分区域沦为 “泽
国”。 这个“泽国”正处于大片黄泛
区的腹地， 水患之重、 影响之深
远，世所罕见，可称之为实际意义
上的“黄泛区”。

一位画家， 让人心灵陷入酸
涩。 1946 年 3 月，画家黄胄随卫生
部门和“联合国救济总署”联合组
成的 “营养调查团” 到黄泛区写
生， 创作的 300 多幅速写作品中，
涉及的人物有种田的、插秧的、割
草的、讨饭的、开店的、剃头的、赶
路的、睡觉的、哭泣的、上吊的、挖
野菜的、 拾垃圾的， 身份上有商
贩、术士、羊倌、孕妇、民工、纤夫、
孤儿、病人、残疾人、外国人等。 在
一幅无名作品上，黄胄题写“遍地
是汹汹黄水，娘儿们何以为生？ 三
十五年夏， 黄胄作于黄泛区之西
华县城郊，并见饿殍遍野，赤地千
里， 不胜凄凉之感。 此女为张王
氏，其夫被敌人杀死，房屋及地产
皆被洪水冲洗一光， 现在只好挖
食草根度日，以至头胖目肿，面无
人色，笔者睹此，不觉仄然泪下”。
这幅作品后来就叫 《遍地汹汹黄
水》。

不忍看、不敢看。 画中的人物
总是处在一种痛苦、挣扎、死亡的
气氛里，《路迢迢》 中带着孩子逃
难的母亲，《村外》 中怀抱幼儿站
在树下发呆的妇女 ，《风和日丽 》
中蹲在倒塌屋前的妇女儿童 ，还
有《丢去家的人》中在水边徘徊的
女人，《就这样活下去》 中挖野菜

的母女，《救济署门前》 中坐地等
待救济的妇女 ，《家住水晶宫 》中
睡在水洼里的孩子等等。

这是那场黄河水泛滥 8 年后
的景象。 天灾人祸，战乱连年，8 年
里，有多少人背井离乡？ 有多少人
曝尸荒野？ 有多少泪可以流干？ 人
啊，只有记住了悲惨，才能明白幸
福的含义。

一位诗人，说的是陈毅。 1947
年 9 月底，陈粟大军挥师南下，解
放了包括太康、淮阳、鹿邑、扶沟、
商水、项城、沈丘等豫皖苏边区县
城 24 座，将黄泛区变成了解放区。
陈毅征战豫皖苏期间，先后 5 次途
经黄泛区腹地， 在 1948 年夏写下
了著名的诗篇 《过黄泛区书所
见》：一过黄泛区，水茫茫。 陷泥过
膝及腰腹，人马欲渡川无梁。 二过
黄泛区，草黄黄。 芦花飞白，大好
牧场。 蒋匪兵来，人民隐藏。 三过
黄泛区，走跄踉。 川原水洗，城社
荒落，满目凄凉。 内战罪魁，抗战
无能，不顾人民之死亡。 四过黄泛
区，走西华，过淮阳。 从前灾星，水
旱汤蝗。 而今苛政，抽丁征粮。 五
过黄泛区，人民解放。 土地改革，
除暴安良。 民主翻身，武装自强。
气象一新，其乐洋洋。

诗文多辛酸， 诗人最后在惨
淡中是露出喜悦的。 因为在中国
共产党的领导下， 人民终于翻身
当家做主，把一切凄惨埋葬。 诗人
给了我们无尽的豪情！

画作很痛苦，画家存世的 100
多幅有关黄泛区的作品中没有一

丝喜悦。 10 年后的 1956 年麦收前
夕，黄胄奉命采访老战斗英雄、无
脚拖拉机手李来财，路经黄泛区。
今昔巨变 ，让他感叹 ，作画 《在战
火燃烧过的地方》，表现出农家妇
女割麦歇晌时平静幸福的生活 ，
可惜“文革”时下落不明。

苦难尽管几乎不可承受 ，却
可以让人灵魂新生。 黄泛区写生
的次年， 黄胄撰文写道：“要做一
个新时代的画家， 只是会追求与
开创自己的美的道路， 只是自己
吃饱了饭便忘了那些没有吃饭的

同胞是不够的， 他是应当和别的
艺术一样，永远站在时代的前端，
不是同样的可视为时代的号角与

黎明的晓钟吗？ ”画家给了我们另
一种启迪。

唯初心不改，今天的黄泛区，
早已是另一番朝气蓬勃景象。 这
儿的人民是最勤劳的， 可以创造
出传说中的奇迹； 这儿的粮食是
最动人的， 可以散发出人间最美
的麦香；这儿的未来是最可期的，
知感恩、懂报恩，总会让乡愁多一
些情怀，总会让心底多一点光亮。

画中有话画中有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