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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铁的起源可以追溯
到 3 亿年前，是现存最古老
的种子植物，也是地球的见
证者，研究苏铁，不但可以加
深我们对苏铁植物的认识，
而且可以为植物的演化、古
地质古气候的变迁等提供很
多的证据。”李楠表示。

苏铁中心的研究团队
目前主要有两大研究方向，
一个研究苏铁的基因组，另
一 个 研 究 苏 铁 根 际 微 生
物。去年，仙湖植物园联合
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
等科研单位完成攀枝花苏
铁基因组解析工作，发布了
攀 枝 花 苏 铁 全 基 因 组 图
谱。此举代表着种子植物
基因组演化研究中的“最后
一块拼图”顺利完成。

“以前，只能等到苏铁
开了花才能判定它是雄是
雌，但有了基因图谱，在幼
苗时期我们就可以判定它
的性别，这对于我们开展苏
铁栽培繁育及野外回归都
有很强的指导作用。”龚奕
青表示。

更多的科研还在持续
推进中，去年，“90后”菲律

宾籍博士后梅丽莎（Melis-
sa）加入了苏铁中心，致力
于苏铁珊瑚根内生真菌的
探索研究。梅丽莎告诉记
者，苏铁是能与蓝细菌共生
的唯一裸子植物。研究苏铁
与蓝细菌共生的机制，从苏
铁的珊瑚根中分离蓝细菌，
研究苏铁与蓝细菌共生固
氮的机制，在现代农林业中
具有十分广阔的应用前景。

“我们已经发现了 23
个株系的蓝细菌，其中有 5
个物种属首次发现。同时
分离了 62 个真菌，为下一
步的研究打下基础。”梅丽
莎表示。

苏铁研究团队规模的
扩大以及新生力量的充实，
也让刚刚退休、在苏铁保育
和科研岗位奉献了青春与
汗水的李楠尤为欣慰。“苏
铁不仅具有科研价值，还具
有生态价值、民俗学研究价
值和人文价值，是一辈子的
学问。”李楠表示，希望深圳
仙湖植物园对苏铁保育与
研究的创新实践，能为广东
生物多样性保护研究提供
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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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活化石”守护者
促野生苏铁回归繁衍

步入冬季，苏铁园的
仙湖苏铁依然郁郁葱葱。
这种四季常青的植物高达
1至1.5米，树干圆柱形，叶
长 2至 3.1 米，向四周呈环
状伸展，远远望去，宛若一
只正在开屏的绿孔雀。

“仙湖苏铁属于苏铁
科，最早是由仙湖植物园
的王定跃博士根据华南植
物园的栽培植株发表命名
的，但这种植物是否还存在
野外种群，一开始大家都不
知道。”李楠向记者介绍，
经过不懈寻找，1999年，深
圳首次在深圳梅林水库和
塘朗山发现面积较为集中
的野生种群，自此，仙湖苏
铁正式被列入国家重点保
护野生植物名录中，并在
《世 界 自 然 保 护 联 盟》
（IUCN）濒危物种红色名
录中被评估为极危物种。

1996 年，李楠从北京
来到了仙湖植物园工作，

“我们植物园从 90年代初
就开始收集苏铁。”野外仙
湖苏铁的发现进一步催化
了“苏铁保护热”。2002
年，国家林草局（原国家林
业局）批准在仙湖植物园
设立“国家苏铁种质资源
保护中心”。

如今，走入苏铁园，游
客不仅可以看到仙湖苏铁
等 23 种全部国内苏铁物
种，还可以观赏到来自全
球各式各样的苏铁，移步
换景，犹如穿越回到远古
森林。李楠介绍，苏铁园

由迁地保育区、古苏铁林、
苏铁盆景园、苏铁化石馆、
繁殖温室等组成，面积近6
公顷，收集全球苏铁类植
物共 2科 10属 240 余种，
为还原苏铁自然生境，苏
铁园特意设置了石灰岩、
砾石岩等山石，同时结合
民俗文化元素，打造出“攀
枝花苏铁石灰岩景区”“热
带雨林泽米玛雅文化景
区”“澳洲红石岩山地苏铁
景区”等，为不同种类的苏
铁打造最适宜的家。

阳光沐浴下，苏铁绿
意葱葱，生机勃勃，而在旁
边的化石馆，一百余件珍
贵的来自辽西中生代的苏
铁化石标本，则静静向游
客诉说着苏铁的“前世今
生”。

“我们园首创将苏铁
化石和苏铁活体结合在一
起展览的方式，并通过多
媒体的技术手段呈现苏铁
生长和演化历史。”仙湖
植物园国家苏铁种质资源
保护中心高级工程师龚奕
青告诉记者，化石馆已经
是中小学游学研学、大学
生实习以及植物园日常科
普的主要场馆，2023 年单
月最多可以达到 2.7 万人
次参观。“我们希望用这
种方式，让更多的公众意
识到，如果不行动起来保
护苏铁的话，以后就只能
通过残缺不全的化石而不
是生机勃勃的植株来了解
它了。”

文/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图/受访者提供

与恐龙同时代生存！深圳这个
植物园竟藏着远古时代幸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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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吗，有这么
一类植物，曾与恐龙同时称霸地

球，被誉为“植物界的活化石”，它就是赫
赫有名的“苏铁”。经过上亿年的地质与气候

变迁，大部分的苏铁类植物都逐渐退出历史舞
台，少数苏铁植物后裔通过不断演化幸存下来，并
顽强地生存和繁衍至今，成了珍贵的“活化石”植物。

在广东，就有一种以深圳地名“仙湖”命名的苏铁
种类，它们生活在深圳仙湖植物园以及附近的野外保
护小区，成为了生物多样性的独特见证。如今，不只是
仙湖苏铁，来自海内外的240余种苏铁类植物在仙湖
植物园内的苏铁园安家，人工授粉、野外回归、基因
组研究等保育和科研工作也在稳步推进中。“我们
不仅仅希望将苏铁园打造成为深圳的生物多样
性示范点，也希望它能为全国乃至全球的
苏铁保护和研究贡献广东经验。”中

国植物学会苏铁分会会长李楠
表示。

在国家苏铁种质资源保护中心
挂牌后的20余年时间里，仙湖植物
园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来推进苏
铁的保育工作。国外方面，2018年，
从国外引进非洲苏铁 50 余种共计
900 余株，经隔离保育后，已有 120
余株实现定植；国内方面，已实现国
内苏铁所有种类的迁地保育。

俗话说，“千年铁树难开花”。
据苏铁种质资源保护中心高级工程
师陈庭介绍，在纬度较高的温带区
域，铁树开花难得一见，而在适宜苏
铁生长的亚热带和热带地区，铁树
开花是比较常见的事情，得益于得
天独厚的环境条件和科学精心的养
护，苏铁园里铁树开花比比皆是。

对于陈庭和他的团队来说，保
育苏铁需要有“十八般武艺”，有时
候要化身“采粉员”——由于苏铁雄
雌花期经常错开，团队需要在花期
时，小心翼翼地在雄球花的小孢子
叶上采集花粉进行保存，然后在适
宜时机对苏铁雌球花进行“人工授
粉”；有时候则要化身“捉猪小分
队”——随着生态环境持续好转，
有时候野猪半夜会潜入园区啃食
苏铁种子，团队要联手野生动物救
护中心工作人员“擒住”这些贪嘴的
野猪。

“我们还要推进苏铁繁育基地
的建设。”陈庭透露，国家苏铁种质
资源保护中心承接了国家林业和草
原局的项目任务，将牵头对仙湖苏
铁、叉孢苏铁、绿春苏铁、多籽苏铁
这四个苏铁物种进行全方位的保
护，包括编制重点物种保护管理方
案，开展物种调查与监测评估、拟定
重点物种优化配对繁育方案、组织
重点物种履约研究，以及开展重点
保护物种的保护宣传和舆情监测

等，扎实推进苏铁的保育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让苏铁在植物

园安家、生长和繁育，并不是苏铁保
育的最终目标。苏铁中心的科研团
队，有着更大的“野心”——要让苏
铁“回归”到原产地进行保护。

李楠介绍，此前，野外的苏铁面
临着严峻的生存威胁，人为盗挖破
坏、藤本植物绞杀、病虫危害等，致
使苏铁数量逐年减少，部分野外植
株生长不良或处于半死亡状态，不
得不迁地保护。

“全世界约有 40%的苏铁种类
分布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热点
地区，所以苏铁常被当作是全球生
物多样性保护的旗舰物种。这表
明，虽然苏铁类植物的迁地保护十

分必要，但开展苏铁类植物的就地
保护工作同样重要。”李楠表示，随
着繁殖技术的提高以及社会对苏铁
保护意识的提升，尝试让苏铁回到
原产地附近进行生长，这对于促进
野生苏铁属资源的恢复和所在地的
生物多样性，具有深远影响。

2007 年，仙湖植物园组织实施
了全国首个珍稀濒危植物回归自然
项目——德保苏铁回归自然工程。
2012 年，回归种群首次实现雌雄同
期开放，2013 年回归地的石缝里出
现了新一代的幼苗，这些都标志着
苏铁的野外回归的成功。项目负责
人李楠表示，对野外回归的苏铁进
行持续的监测和研究，将是一项长
期的重点工作。

科研团队研究苏铁的珊瑚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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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汇聚吸引了五湖四海的
年轻人，数以千万的年轻人在这
片热土上与城市共舞，尽情享受
着精彩的青春。如今，在文化
强市建设如火如荼的背景下，
青 春 与 发 展 成 为 了 时 代 主 旋
律，而年轻人则是其中参与和
建设的主角。

“文化强市建设让年轻人与
东莞产生了更强的联结，实现了
人与城的共生共荣。”作为本土学
者，东莞市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教
授黄琦表示，东莞文化强市建设
通过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和人文
环境、提供多样性的发展机会使
得年轻人更愿意将自己的才华和
梦想投入到城市发展中，彼此间
形成了密切的认同感。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
导师谢有顺表示，文化的消费主
体是年轻人，让文化更有活力也
寄希望于年轻群体。东莞是一座
平均年龄34岁的青春之城，城市
人口的年轻化属性是东莞建设文

化强市的另一优势。“在诸多优势
叠加的条件下，东莞要重点做好
本土文化的检索工作，充分挖掘
年轻群体的偏好，将发生在这里
的事件以及和东莞有关联的人物
转化成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象，
不断为文化呈现探索最佳载体。”
他建议。

中国文化馆协会副理事长王
全吉来过东莞多次，他对遍布东
莞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印象深
刻。他说，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
设是新时代我国公共文化服务领
域值得关注的文化新气象。在东
莞，诸多有口碑、有特色的新型公
共文化空间已经落成，但可以进
一步探索运行机制、拓宽服务品
质。“要多关注年轻蓝领群体的创
作和文化生活需求，这个群体在
东莞也非常庞大且藏龙卧虎，怎
么更好地服务他们，是继续拓宽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公共覆盖面需
要思考的课题。”他说，期待东莞
继续示范引领，为全国公共文化
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鲜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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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城融合共话青春
双向促进共赴未来

东莞激发青年活力，打造年轻风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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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莞，有才华和梦想的年轻人可以
免费在星剧场举办一场专属演出，秀出个
人绝活。闲暇之余，还能去图书馆的“知
食”超市闲逛，拉着拉篮，体验时尚、潮流
的全新借阅模式。而身处遍布全城的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小惊喜往往不期而遇，
约上三两好友，点上一杯咖啡，这些“绝佳
打卡点”能让人尽情寻觅心中的“诗和远
方”……

东莞是一座青春之城。青春之城当
有青春之势、发展之机。当前，东莞文化
强市建设如火如荼，“潮流东莞”等城市名
片持续出圈出彩，正铸造着这座青春之城
的气质与灵魂。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一批
多元丰富的文化活动在坚持守正的基础
上，持续推陈出新，诸多高品质公共文化
空间的布局建设也从无到有、从有到精，
这些都不断激发着年轻人的活力和风尚，
使得他们与东莞产生了更强的联结，实现
人与城的共生共荣。

千年丝路，今朝咏叹，中外名
曲，余音绕莞。11月3日晚，2023
东莞市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之“丝
路上的咏叹”谢雨钊声乐专场音乐
会在东莞市文化馆星剧场精彩上
演。舞台上，18首深沉优雅的曲目
与谢雨钊的酽酽歌喉交相辉映。
舞台下，800余名聆听者不时挥舞
荧光棒，共度了一个美妙的秋夜。

“95 后”小伙谢雨钊来自黑
龙江，2021年硕士毕业后成为东
莞城市学院的一名音乐老师。

“这是我在东莞的个人首秀，是
东莞送给我的礼物。”谢雨钊在
圆梦演出后激动地说，感谢文化
馆给予年轻人机会，通过此次青年
艺术家圆梦行动，不仅实现了自我

展示，也提供了表演历练的机会。
为帮青年艺术人才成长，东

莞市文化馆从 2017 年起重点打
造东莞市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
破除学历、户籍限制，为在莞青
年艺术人才提供无差别资助，使
受扶持的艺术人才在展示交流
中提升艺术水平，获得更高知名
度。“目前已累计扶持了超 150
名青年艺术人才。”该项目负责
人魏罗芬说，借助青年艺术家圆
梦行动，受扶持的青年艺术人才
也丰富了文化馆的艺术形式，引
领城市潮流风向，吸引带动更多
年轻人爱上艺术、投身艺术。

于年轻人而言，需要热热闹闹，
能够体验新的潮流文化；也需要静

谧平和，闲暇之余为理想“充电”。
今年 11 月 11 日，位于东莞

图书馆一楼的“知食”超市正式
“开张”，不少读者体验了用拉篮
一次免费借走 20 册图书的惬
意。而诸如“知识做食粮，狂‘吃’
不长胖”“做知识的尝鲜官”等有
趣的标语以及集章新玩法，让到
图书馆借书变得妙趣横生。“对我
们潮流小年轻的心态那是拿捏
得一个准。”在社交平台上，“知
食”超市圈粉了众多年轻读者。

“我们组织专业馆员对年轻
一代读者的阅读需求进行精准化
分析，深度探索时尚化、潮流化的
借阅模式。”东莞图书馆副馆长冯
玲说，在这一背景下，街头阅读计

划、“阅绘一夏‘闪’动全城”绘本
馆体系联动计划、如“阅”而至、

“知食”超市等具有参与分享、场
景互动和潮流传播等特点的阅读
推广项目先后诞生，希望能为年
轻读者带来全新的借阅体验。

创新之余，书香东莞也坚持
守正。东莞图书馆人用 20多年
的坚守、智慧和汗水撰写并公开
出版东莞地方文献系列，漫画、
绘本、粤剧等专题图书馆系列，
城市图书馆发展系列，城市阅读
系列等内部出版物，为城市公共
图书馆提供示范带动的“东莞答
卷”，助力“书香东莞”建设。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什么
事 情 可 以 让 世 界 变 得 更 美 丽

吗？让我们一起从好听的绘本
故事中寻找答案吧。”这是“城市
阅读点灯人”少儿阅读推广人田
彩云在给孩子们讲述绘本《花婆
婆》故事的场景。2018 年，道滘
图书馆馆员田彩云成为了一名
少儿阅读推广人。如今，“城市
阅读点灯人”少儿阅读推广人项
目已运行七年，累计已有 1000
多人加入到了田彩云的行列。

“在文化强市建设的背景下谈
及青春与发展相关话题，其实也绕不
开孩子，孩子是东莞的未来。”冯玲表
示，少儿阅读流行的城市，才是更进
步的城市。培养儿童的阅读能力，能
为这座青春之城勇于创新和不断突
破提供坚实而持续的书香动力。

“才回去两天，昨晚就闹着要
去广东，只因老家没荔香书吧·
莞。”今年暑假，在东莞大朗工作
的石萍带孩子回了陕西老家，随
后发了这样一条朋友圈，引起不
少熟人共鸣，大家纷纷留言说自
家孩子也很喜欢荔香书吧·莞。

荔香书吧·莞是由大朗镇政
府出资建设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今年 6 月对外启用。一启用
便很快成为大家喜爱的图书会客
厅、亲子阅读乐园、网红直播间、
文化艺术中心，是市民寻觅“诗和
远方”的好去处。“年轻人喜欢在
社交平台分享美好，荔香书吧·莞
能满足他们的打卡需求，将大家
从网络世界拉回到现实空间。”荔
香书吧·莞运营方店长萧志刚说，
目前该空间已累计服务11.7万多
人，很多年轻人都反馈说来这里
感觉很特别。

和荔香书吧·莞一样，坐落于
万江新村社区的锐空间·莞也是
深受市民热捧的新型公共文化空
间。“我们这里虽偏僻，但来的市
民并不少，很多是慕名而来，一待
就是小半天。”锐空间·莞主理人
李铭威说，在这里，办公、接待、
展示、活动、阅读、就餐等功能的

空间界限被打破，市民可看展、品
咖啡、拍美图，享受独有的静谧时
光。“我们每年都要在这里举办6
至12场艺术家作品展，通过把年
轻人喜闻乐见的内容引到这个空
间里来，在东莞架起艺术和设计
沟通的桥梁。”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是东
莞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任务，也是提升城市形象
与气质、点亮城市之美的重要抓
手。立足“双万”新起点，东莞锚
定文化强市建设目标，实施“四馆
一剧院一空间”高品质文化供给
工程，致力打造一批融合文化服
务、潮流休闲消费、轻食餐饮等多
业态、复合型、精而美的高品质新
型公共文化空间。

目前，东莞已推出了首批30
个以“·莞”命名的新型公共文化
空间。这些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或
隐于森林里，以“静谧书香”点缀

“绿美东莞”；或藏身于老房子
中，在融合新旧时代印记中呈现
古香古色之美；还有的与湖畔对
话，集轻食、阅读、艺术等于一
身，让休闲、文艺、知识触手可
及，成为承载市民精神生活和社
交活动的不二选择。

高品质文化供给建设青春之城

专家建言：深挖年轻人需求，增强人城黏性

新型公共文化空间点亮城市之美

“知食”超市给不少读者带来惬意借书的体验 青年艺术家圆梦行动已累计扶持超150名艺术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