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图 11：：林奈实验室组林奈实验室组

织织““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大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大

作战作战””公益活动公益活动。。

图图 22：：林 奈 实 验 室 送 科 普 课 到林 奈 实 验 室 送 科 普 课 到

婺源县珍珠山乡中心小学婺源县珍珠山乡中心小学。。

图图 33：：孩 子 们 在 林 奈 实 验 室 学孩 子 们 在 林 奈 实 验 室 学

习制作动物丰容习制作动物丰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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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微镜下这些会动的就是微生物吗？”“微生物是

小鱼小虾的食物吗？”“是的，同学们，尽管微生物如此

微小，却对整个地球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起着重要

的支撑作用。”在婺源县珍珠山乡中心小学教室里，孩

子们纷纷举手，向讲台上的大哥哥大姐姐提问。

对于孩子们来说，这节课有些特殊。这群大哥哥

大姐姐来自县里一所以著名生物学家卡尔·冯·林奈命

名的自然教育科普机构——林奈实验室。

林奈实验室是个“网红”实验室。这里聚集了一群

来自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山大学、四川大学、英国诺丁

汉大学等高校的博士和硕士毕业生。他们扎根乡村，

用“Z世代”的方式玩转自然科普教育。

因为热爱——“在山河草木中匍匐前行”

走进实验室，一本一人多高的《婺源生物物种名

录》竖立在墙角，可以随手翻阅。它收录了婺源所有

已被发现命名的生物物种，是实验室成员用了数年

时间，走遍婺源的山村、溪流、溶洞和密林调查得来

的。很多来参观的本地人很惊讶，婺源的生物多样

性如此丰富。

“提起婺源，人们会想到梯田、花海。其实，这里也

是 2400 余种高等植物和 120 余种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植物生存的家园。”2013 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学攻读植

物学硕士学位的刘芝龙，来到妻子王煊妮的老家婺源，

他被这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吸引了。2018 年，刘

芝龙博士毕业后，与中国科学院大学植物学硕士毕业

的妻子王煊妮、中国科学院大学动物学硕士毕业的郭

维，携手创建了林奈实验室。

“在当今时代，人与自然间的和谐共处尤为重要，需

要有一群具备科研实力的人投身科普事业。”刘芝龙感

慨道，“我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也有机会留在繁华的城

市，但我认为乡村是开展自然科普教育的广阔天地。”

从创建开始，实验室就吸引着志同道合的年轻人

不断加入，现在已经有了一支由 20 名“90 后”“00 后”组

成的专业团队。

实验室共有 3 层楼，有上百种水生生物，1 个森林

报告厅、3 个自然教室、3 个自然科学实验室、1 个标本

室，户外还有 1 个婺源本土蝴蝶保育花园。实验室里

几 乎 所 有 展 陈 、科 研 对 象 都 来 源 于 大 自 然 这 座 宝

库。6 年来，实验室成员探访了婺源数百个自然村，

对动植物资源进行调查，积累了 1 万多份生物照片、

影像资料。

“在实验室‘浑水摸鱼’，在野地里‘撒泼打滚’，在

山河草木中匍匐前行却内心充盈。”林奈实验室这样在

社交平台写下自我介绍。

小目标——“在科学和公众之间搭座桥”

深秋的夜晚，在实验室的森林报告厅，林奈实验室

技术负责人郭维讲了一堂《哺乳类的情感和理性》公益

科普讲座。

“实验室的公益科普课很有趣，孩子非常喜欢，就

是听课名额难抢，每次都‘秒光’。”一名家长说。

如 何 把 原 本 艰 深 晦 涩 的 科 学 知 识 讲 得 妙 趣 横

生？“创意是最烧脑的，反复修改是常态。”郭维说，自

然教育在于让公众了解大自然的美好与慷慨，让大

家愿意走近、关注、保护大自然。实验室对自然教育

进行本土化尝试，研发了 68 套自然教育课程，既让人

学 到 知 识 ，又 要

让人感到快乐。

“在科学和公众之

间搭座桥。”实验室成员周

雨阳这样给自己定位，“我觉得自

然科普教育是一份很有意义的职业，能够唤醒人们与

自然和谐共生的意识。”

10 月 26 日，周六。饶河源国家湿地公园岸边，林

奈实验室组织了“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大作战”公益

活动。“快看，这边有一簇，我们按照老师刚刚教的方

法，将它们物理清除。”孩子们了解入侵生物加拿大一

枝黄花的危害后，踊跃“请战”，家长们也纷纷加入。

实验室把婺源变成自然教育的大课堂，这片土地

就是他们的大教室，孩子们每次都能“玩到飞起”。

这几年，实验室被授予“江西省科普教育基地”“第

四批全国自然教育学校”等称号，获得了江西林业科普

奖等奖项。2023 年，实验室实现了第一个小目标——

在婺源开展 1 万人次公益科普活动。2024 年，实验室

开始朝着第二个小目标进军，在婺源开展 100 场村小

公益自然教育活动。

很多人会问刘芝龙，实验室做公益科普，费用从哪

来？“我们开展公益活动的全部费用都由实验室营收中

列支。”实验室利用寒暑假举办自然科考营、研学游，其

间赚取的收益贴补公益。刘芝龙说，在林奈实验室的

规划里，70%的盈利用来做公益。

村民说——“好生态能带来好生意”

“林奈实验室来了后，村里人气旺了，我的民宿生

意也被带火了。”大鄣山乡通源村是典型的喀斯

特地貌，村庄四周有很多溶洞。在村里开办民宿的

毕旺开，实验室成员亲切地叫他毕哥。

毕哥说，这群年轻人玩的内容，和其他旅行团不一

样。每年暑假，实验室都会来村里开办自然科考营。

他们带着孩子们在峡谷观察夜行性动物的行为，在溶

洞了解喀斯特洞穴生物的节律，为无家可归的鸟儿制

作人工巢箱，教孩子怎样和大自然友好相处。

科考营的到来，给村子聚了人气、生了财气，民宿、

农家乐等随之发展起来。不止是通源村，实验室还在

全县 8 个自然村开办科考营，他们每到一处，还会开发

民俗课程、整治村庄环境，激活一个个古老的村落。这

些年来，累计为村民带来直接收益近 200万元。

生态环保意识的培养，往往就是这样自然而然的

过程。

在实验室的影响下，村民对自己世代生活的环境

有了新的认识。“就拿蛇来说，以往，村民看到蛇会本能

地惧怕，去打蛇。现在不会了，因为蛇也是自然界中的

一分子。”毕哥说，村里的人现在都懂得一个道理——

好生态能带来好生意。

“经常会有村民、孩子拿着不认识的植物照片来问

我们是什么，或者带着受伤的小动物来找我们救治。”

实验室成员李雨说，实验室也承担了婺源县部分野生

动物的临时救助工作。现在，很多村子自发组织了生

态巡护队，村民和实验室间的联动也多了起来。

“接下来，实验室会和乡村进行深度融合。”在刘芝

龙对实验室的规划中，他们会把林奈实验室的卫星实

验室建到乡村，更好地挖掘乡村资源，将生态产品进行

可持续转化，给大家带来更多收益。

在婺源，有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他们开办实验室、保护生物多样性、助力
乡村振兴——

在“最美乡村”玩转自然科普教育
本报全媒体记者 李 芳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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跃 动 青 春 ，逐 梦 大 球 。11 月

28 日，由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

合主办的第一届全国青少年三大

球 运 动 会 在 湖 南 岳 阳 落 下 帷 幕 。

我省共派出男女足、男女篮、男女

排 6 支 U18 队伍参加预赛，经过激

烈角逐，男篮和男足闯入运动会决

赛阶段的比赛。“这是时隔数十年，

江西再次打进全国最高水平三大

球赛事的决赛，上一次还是在上世

纪七八十年代。”省体育局青少处

处长周晖介绍。此次，江西男篮、

男足分列全国第 11 位和第 15 位，

展现了近年来江西振兴三大球、深

化三大球改革的发展成果，掀开了

江西三大球发展的新篇章。

本届运动会是我国首次设立

的专门针对三大球的青少年体育

赛事，各小项比赛成绩将计入 2025
年第十五届全运会总成绩。作为

一项新增设的全国赛事，三大球运

动会与学青会、全运会一起构成青

少年三大球的全国顶级赛事，成为

青少年竞赛体系的新品牌。来自

25 个省（区、市）的 96 支队伍、1500
余名运动员齐聚湖南长沙、岳阳，

他们用一场场精彩的比赛诠释三

大球运动的魅力，传递青春的活力

与梦想。

104∶97，11 月 21 日 的 岳 阳 市

体育馆电子记分牌定格了江西男

篮与江苏男篮的比赛结果。本届

三大球运动会，江西男篮由南昌市

第 十 九 中 学 、南 昌 市 体 育 运 动 学

校、NBL 赣驰青年队的 15 名运动

员 组 成 。 赛 前 ，没 有 人 看 好 江 西

队，因为同组的上海队、辽宁队、江

苏队都是由CBA俱乐部梯队队员组成。

本场比赛，江西男篮与江苏男篮相比，没有严格意义的中

锋。内线吃亏、篮板吃亏，这就要求包括戴志富在内的 3 个大

前锋轮番硬扛对方中锋，并在肉搏中冲抢篮板。在戴志富看

来，青春就是勇气：“我去扛对方个子最高的，拼命去防他，我

要为江西队拼尽全力。”

比赛打到第四节，9 号队员唐季轩的腿开始抽筋了，此时

江苏男篮疯狂反扑追分。休息不到两分钟，唐季轩再次披挂

上阵。“我想到队伍还需要我，就义无反顾地上场了，虽然当时

腿还是痛，我还是决定拼一拼。”唐季轩认为，拼搏才是青春应

有的样子。

“江西男篮以第 11 名的成绩结束了本届比赛的征程，展

现了新时代赣鄱青少年的风采，创造了江西五人制篮球在全

国综合性运动会中的最好成绩。”江西篮协副秘书长张燚表

示，江西五人制男篮是继 1975 年全国第三届全运会后，时隔

40多年重返全国综合性运动会赛场。

11 月 21 日的长沙贺龙体育场，江西男足对阵曾创国内足

坛“十连冠”的辽宁男足。面对老牌劲旅，江西男足并不怯场，

他们依靠防守强度跟对手周旋，几次反击都很犀利。上半场

辽宁男足先下一城后，江西男足通过角球，由 20 号队员郑启

帆追平比分。下半场易边再战，江西男足获得几次绝佳的进

球机会，但都跟进球擦肩而过。久攻不下，80 多分钟，辽宁男

足一次禁区混战打入绝杀球带走比赛。“虽然留有遗憾，但收

获了与众多强队同场竞技的宝贵经验，这对我们参加明年的

全运会比赛非常有帮助。”江西男足领队、江西足协秘书长助

理龚帅说。

时隔 30 年重返全国运动会足球赛场，江西男足最终以 1
胜 1 平 4 负的成绩获得第 15 名，创造了江西足球队在全国综

合性运动会中的最好成绩。

近年来，江西足协按照省体育局提出的“振兴江西三大球

计划”“三年行动赶超计划”和“江西足球改革发展五大任务”

等工作要求大力做好我省青训工作，我省青少年足球运动员

通过省青少年足球赛事提升了竞技水平，从而在全省形成了

普及、提高、精英三步走的青训体系，构建了青少年足球人才

储备库，并实现了成建制组建、以全运会为目标的 U 系列省

队体系，为省队选拔、训练、比赛和江西足球青训发展提供了

有力支撑。

为做好此次赛事备战参赛工作，江西足协迅速组织球员

集训，不断磨合技战术打法，调整队伍状态。此外，江西足协

还成立了医疗、后勤等工作小组，制定保障方案，明确目标任

务、人员分工，确保运动员在比赛期间生活、训练、比赛得到全

方位支持和保障。

江西足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各 U 系列省队将继

续以 2025 年全运会为目标进行集训备战，争取在全运会上取

得更大突破。

江西男篮（白色球衣）在比赛中。

（图片由江西篮协提供）

11 月 26 日，在泰和县塘洲镇樟溪村，工人正在

对吉安南 500 千伏输变电工程进行检查验收。该项

目总投资 3.863 亿元，投运后，将有效满足吉安市快

速增长的用电需求。 本报全媒体记者 洪子波摄

检查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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