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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调研 省科普作家协会供图

省科普作协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
暨南粤科普创作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 通讯
员 周平 章震）近日，广东南岭森
林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
研究站（依托广东省科学院建
设，以下简称“南岭国家站”）举
办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科普展及
论坛。今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的 主 题 是“ 万 物 共 生 和 美 永
续”。活动旨在展示南岭山地生
态系统的独特性与物种多样性，
提升公众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
认知与关注，推动“绿美广东”生
态文明建设理念的传播与实
践。活动设立三大主题科普展
览（“青山同脉，万物共知”国家
公园与国家植物园联合科普展、
南岭国家公园候选区国家重点
保护植物绘画展、南岭国家公园
候选区鸟类绘画展）和两场专题
论坛（“真像守护 生命有歌”摄影
分享会、“南岭生态系统与生物
多样性研究进展”学术交流会）。

活动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
的方式举行。华南农业大学教
授李吉跃，深圳市视界纪录影视
文化有限公司鸟类专家黄韶峰、
刘丰、陈太平，省科学院微生物
研究所研究员邓旺秋、博士李
挺，南岭国家站常务副站长、省
科学院广州地理研究所研究员
周平等专家共计 20 余人出席。
活动由周平主持。活动通过“报
告+展览+直播”形式，共吸引超
1700人次线上参与。

活动现场举行了顾问聘任
仪式。广东南岭森林生态系统
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正式
聘请李吉跃、黄韶峰、吕双喜三
位专家担任顾问，以加强对生态
保护与科研工作的专业指导。

李吉跃以“国家重点保护动
物”为主题，围绕多年来的拍摄
经历进行分享。黄韶峰以“黄腹
角雉在南岭”为题分享了其团队

多年拍摄的南岭珍奇物种。其
团队历时数年拍摄的珍贵画面，
不仅记录了黄腹角雉从求偶到
越冬的完整生活史，更揭示其与
南岭森林生态系统的依存关
系。刘丰以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白鹇为对象，分享其鸟类摄影经
验。刘丰的影像作品为南岭生
物多样性研究和公众科普提供
了鲜活样本，丰富的素材不仅让
大众更加直观地认识生态系统
的复杂性，也进一步唤起了对生
态保护紧迫性的关注。陈太平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岭人，长期扎
根此地，已累计拍摄南岭鸟类
248种。他的作品不仅丰富了南
岭鸟类物种数据库，更通过镜头
唤起了公众对濒危物种的关注
与保护意识。邓旺秋以“南岭的
真菌多样性”为题进行分享，展
示了南岭山地这片“物种基因
库”中鲜为人知的微生物世界，

并生动讲解了野外采食蘑菇的
潜在风险，进一步增强公众的安
全意识与科学认知。

周平以“生态南岭物种宝库
——南岭生态系统与生物多样
性研究进展”为题进行专题分
享，系统展示了南岭山地作为

“南方低山丘陵”的生态价值，
并介绍了相关科研成果。据介
绍，南岭作为我国“三区四带”
生态安全格局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森林生态系统对区域碳
汇调节、水源涵养及生物多样
性维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战略
意义。南岭国家站拥有完善的
水文、土壤、气候和生物监测设
施，长期开展生态系统多维度
观测，监测351项指标，相关成果
汇编成《南岭地理环境与生物多
样性研究》专著，并发表百余篇
高水平论文。

平台建设方面，南岭站已形

成由 63 名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
团队，其中包括30名具有高级职
称的科研人员和44名博士，团队
聚焦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与生物
多样性研究。在科普方面，南岭
国家站打造了“慧眼绘植物”“慧
眼绘飞鸟”“南岭论坛”等品牌活
动，推出多种生物多样性主题文
创产品，推动生态保护理念深入
人心。“南岭的价值不仅在于物
种丰富度，更在于其作为生态安
全枢纽的系统性功能。”周平表
示，站区将持续推进综合观测能
力建设，深化生态监测研究，为
南方低山丘陵生态屏障建设提
供坚实的科学支撑。

通过直播镜头，周平为线上
观众深度导览三大展览，深入解
读参展作品中的南岭珍稀物种
的特征。此次活动也成为展示
南岭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成
果的全景式窗口。

本报讯 5月24日，广东省科普
作家协会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暨
南粤科普创作研讨会在穗举行。
大会由广东省科普作家协会（以下
简称“省科普作协”）主办，省卫济
医学发展基金会、广东科技报社、
广东科技出版社、广州喜扬扬传媒
有限公司协办，活动吸引了科普创
作者、科技工作者等各界人士共约
200人参加。

开幕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张
景中、俄罗斯工程院外籍院士刘焕
彬、省医学会原会长姚志彬、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
陈玲到场指导。省科协、省科技
厅、省作协、省政府参事室、省卫济
医学发展基金会、省医学会、省精
准医学应用学会、广州市科技局、
市科协、市科技进步基金会等单位
的相关工作负责同志出席活动。

大会以“南粤科普创作研讨
会”拉开序幕。陈玲、省科普作协
理事长王甲东、广州市科协原副主
席叶显玉、省科普作协党支部书记
姚国成、省科普作协副理事长李向
阳、省科普作协监事长崔坚志等业
界专家围绕科普创作与科技热点
展开讨论，为广东科普事业发展注
入新思路。省卫济医学发展基金
会秘书长刘筱燕在研讨会上致辞。

刘焕彬、陈玲及省科技厅引智
处处长史利兵、省科协学会学术部
副部长胡宏等在会上致辞。王甲
东回顾了第七届理事会五年来的
工作成果。他表示，协会要增强自
身能力和实力，以更高标准、更严
要求、更实举措推动各项工作再上
新台阶。张景中、钟南山、刘焕彬、
钟世镇、吴硕贤、王甲东、许家强、
张振弘、区益善、陈超民 10位专家
获得“卓越贡献奖”。冯海波、池晓
玲（女）、林穗（女）、易长安、胡世

云、李天石（女）、黎贵、张意、古芳
（女）、何文钦 10位专家获评“资深
科普作家”。

大会审议通过省科普作协第
七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第七届理事
会财务报告、第一届监事会工作报
告，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广东省科
普作家协会章程》等文件，选举产
生了协会第八届理事会和第二届
监事会，汪华侨当选第八届理事会
会长。汪华侨表示，将带领新一届
理事会聚焦科普创作创新，推动产
学研用协同发展，为提升全民科学
素养贡献力量。廖兆龙、汤少明、
区益善、黄达全、王华基、张振弘、
张元坚、黄文华、杨国安、李振坤、
闵华清获颁顾问聘书。

学术分享环节，姚志彬以“医
学的乡愁”为题，从医学与人文视
角探讨了健康与生命的深层意
义。讲座彰显了科普作品在连接
科技与人文中的独特价值。现场
还宣读了广东省解剖学会等 17个
单位的贺信。会上，常务理事关
歆、会员梁少棉、特邀表演嘉宾曹
秀霞带来精彩节目。

此次大会不仅是对广东科普
事业发展成果的有力展示，更通过
高规格的学术研讨与规范化的组
织建设，为下一阶段科普工作搭建
了“创新、协同、共享”的发展平
台。与会者表示，将以此次会议为
契机，携手共进，以科普之光照亮
创新之路，为建设创新型社会续写
新篇章。

省科普作协接下来将继续发
挥桥梁纽带作用，深化科普供给侧
改革。通过数字化、智能化技术手
段，推动科普内容、形式和传播方
式的全面创新，为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科
普力量。 （省科普作协）

南岭国家站举办国际生物多样性日科普展及论坛

助力地方南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记者 胡漫雨）为

贯彻落实全省高质量发展大
会精神，按照省科协实施“百
千万工程”科普赋能惠民行动
工作部署，省科普作家协会调
动专家资源，帮助对接地方产
业发展需求，打造服务基层的
科技、科普力量，助力“百千万
工程”与社会大众健康融合发
展，有效促进我省社会经济高
质量发展。近日，省科普作家
协会党支部书记姚国成，协会
食药同源健康专委会主委、省
中医院主任医师胡世云，协会
食药同源健康专委会副主委、
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肖凤霞
等专家一行 14人赴阳江市阳
东区调研南药产业发展情
况。阳江市科协党组书记余
华雄、主席姜树勤，阳东区委
副书记刘山陪同调研。活动
由省科普作家协会、阳江市科
协、广东科技报社主办，食药
同源健康专委会、阳东区科协
承办，阳江市科协、阳东区委
及区科协、区农业农村局、当
地企业代表及科研机构等相
关负责人共约 50人参加相关
活动。

调研组一行先后到阳东
南药产业园大陂村种植示范
基地、广东阳江八果圣食品有
限公司、广东丰境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阳江市百盛园实业有
限公司、广东粤森生态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阳东区妇幼保健
院、广东南湾水产有限公司、
阳东区众富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参观交流。聚焦南药产
业发展与乡村振兴融合路径，
调研组每到一处都根据当地
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品研发

与科普等工作有机结合，通过
专家与企业代表及相关负责
人进行深入交流互动，了解阳
东地方中医药产业、农业水产
和科技小院建设等情况，积极
建言献策，有针对性地提出意
见及建议。

调研期间，主办方在阳江
市阳东区牛大力产业园召开
广东省科普作家协会助力“百
千万工程”专题座谈会，与会
人员围绕南药基地建设、产品
研发、食药养生、助力阳江南
药产业发展、助力“百千万工
程”等方面进行发言，并表示
将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大食药
同源的宣传推广力度，充分发
挥省科普作协的平台及智力
资源优势，让当地的南药产品
更新换代符合现代人群养生

保健的需求，进一步挖掘食药
养生价值。胡世云在阳东区
妇幼保健院开讲“南药与食药
同源科普大讲堂”，针对南药
范围、特点及食药应用等进行
专题阐述解读。

此次调研活动是省科普
作家协会组织专家团队深入
基层与地方科协开展工作互
动合作的又一有益尝试。接
下来，协会将进一步发挥省级
科技社团优势，在科普基地建
设、推动食药同源工作及产业
科技创新等方面把脉献策，并
与提升公民科学素养、发展休
闲康养和中医药产业等有机
结合，提升服务基层的能力水
平和实效，助推阳江特色产业
发展。

省科普作家协会组织专家赴阳东开展科技、科普专题调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