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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生勇

3 月24 日，绥宁县关峡苗族乡插
柳村村民杨友菊组织劳力将田里的白
萝卜拔出、装车，送往绥宁县新湘茂农
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杨友菊家是建
档立卡贫困户，去年冬天种植了 5 亩
萝卜，共收获了2万公斤萝卜，单这项
产业一家将增收1万多元。

蔬菜种植是绥宁县确定的一项扶
贫产业，去年全县共种植了7000多亩
蔬菜，在全县上下多方努力下将蔬菜

产业做成了富民产业。绥宁县新湘茂
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是一家加工脱
水蔬菜的企业，在加工销售蔬菜方面
作出了突出贡献，在订单之外多收购
了50多万公斤蔬菜。

目前，春耕生产在即，在关峡、瓦
屋塘、唐家坊三个乡镇还有15万余公
斤萝卜在田里，如果不及时收购加工，
这些萝卜将会空心变质，并影响到土
地的后续利用。为解决群众的燃眉之
急，该企业与湖南师大驻插柳村扶贫
工作队合作，对插柳村10余万公斤萝

卜进行收购加工，另外独自承担瓦屋
塘、唐家坊两镇的5 万多公斤萝卜的
收购加工。

当天，在该企业有关峡乡插柳村
村民开车将萝卜送到这里销售。村民
刘章平高兴地说：“搭帮这里收购，不
然萝卜就要烂在田里了。”

“为了集中时间加工这批萝卜，我
公司现将收购的订单内的蔬菜放入了
冷库暂缓加工。”该企业行政助理张家
理介绍说，企业正在全力做好这批萝
卜的收购加工。

眼看萝卜烂地里
爱心企业伸援手

杨敏华 李进锋

本报讯 3 月 22 日，从国土
资源部网站传出消息，新邵白水
洞地质公园成功晋升第八批国家
地质公园。据了解，此次全国共有
31家申报单位被评为国家地质公
园，我市的新邵县白水洞地质公
园入选，这也是继新宁崀山之后，
我市获批的第二个国家地质公
园。

新邵白水洞地质公园园内地
质遗迹景观丰富多样，有构造地
貌、岩溶地貌、水体景观、崩塌景
观和流水地貌 5 个类型，兼具科
学、美学价值和科普教育意义的
地质遗迹景观近 100 处，科普价
值极高的地质遗迹点20余处。白
水洞地质公园以山险、水秀、石
奇、洞幽著称，其中“白水不竭”

“七仙瀑布窥洞成因”“天下第一
镜”的三大谜团最令人不解，至今
无解。2018 年 1 月，新邵县委、县
政府投资近 3 亿元，对白水洞地
质公园进行升级改造（预计两年
后重新开放），开展规划编制、标
牌完善、设施建设等项工作，更好
地促进白水洞地质遗迹资源保护
与开发，致力于将其打造成全国
科普教育基地和旅游观光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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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淑姣 谢珺晗

本报讯 3 月 23
日，新邵县刘某与何某
因涉嫌非法狩猎，被该
县公安民警采取刑事
拘留强制措施。

3 月 22 日，新邵
县森林公安局接严塘
镇派出所移送案件线
索称：严塘镇陡岭村
地带有人非法持枪打
鸟 。 森 林 公 安 局 民
警 立 即 赶 赴 现 场 调
查取证。

经查，3月2日，新
邵县酿溪镇刘某与新
邵县严塘镇湖城村何
某两人相约一起去打

鸟。刘某用网上购买
的气枪打鸟，何某则负
责开车和捡鸟。两人
驾车从 207 国道进入
严塘镇陡岭村地带，在
陡岭村往油匠村的村
道上，共猎杀鸟类两
只。经鉴定，刘某和何
某猎杀的 2 只鸟类分
别为黄颈雉和红嘴蓝
鹊，均为“三有”陆生野
生保护动物。

刘某和何某二人
于 3 月 22 日被新邵县
森林公安局立案侦查，
并于 3 月 23 日被采取
刑事拘留强制措施，目
前该案正在进一步办
理中。

持枪打鸟被拘留

村民在新湘茂村民在新湘茂

农林产业发展有限农林产业发展有限

公司卖萝卜公司卖萝卜

3月24日，市四中学生前往市特殊学校，进
行“以爱之名 传递温暖”的爱心捐赠活动。为
特校的孩子们送上雨伞、篮球以及羽毛球拍等
价值4500余元的物品。图为当日捐赠现场。

申兴刚 申民兵 摄影报道

（上接1版）
“他就是要带着我们往前走，一直

往前走。”
在钟扬指导下，许敏和赵宁两位

学生利用每个周末到海拔4000多米的
雅鲁藏布江流域探寻，终于在 2013 年
找到分布在西藏的一种全新的拟南芥
生态型。

钟扬将其命名为“XZ 生态型拟南
芥”，这既是两位年轻人姓氏拼音的缩
写，更是西藏首字母的组合：“这是西藏
的馈赠，也是大自然的回报。”

在钟扬心目中，有这样一个“小目
标”：每一份种子样本，要收集 5000 颗
种子。

西藏大学理学院教授拉琼算了一
笔账：集齐一份种子样本的 5000 颗种
子至少要跑500－1000公里。一天800
公里，星夜兼程，已是极限。

两个面包、一袋榨菜、一瓶矿泉水，
就是这简陋的“老三样”伴随钟扬走过
了16个年头的跋涉——

钟扬团队采集的高原香柏，已从
中提取出抗癌成分，并通过美国药学
会认证；

钟扬团队率先寻获的青藏高原拟
南芥已无偿提供给全球科研机构，为全
球植物学研究提供了支持；

钟扬带着学生扎西次仁花了整整

三年时间，将位于青藏高原的全世界仅
存的3万多棵巨柏登记在册。

钟扬曾说：“在仰望星空的同时，千
万不要忘了脚踏实地，因为世界上的很
多伟大都是熬出来的。”

“在艰苦环境下生长起来的
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刚直
遒劲。”

“我开始感受到身体内密密流淌的
鲜血……”

2015年5月2日晚，51岁生日这天，
一向精神抖擞的钟扬倒下了。

时钟回拨到 2001 年，雪域高原上
的西藏大学。

彼时，钟扬自主来到西藏做植物学
科研，却发现西藏大学的植物学专业的

“三个没有”：没有教授、老师没有博士
学位、申请课题没有基础。

他指导西藏大学申请到历史上第
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第一个生
态学博士点，帮助西藏大学培养出第一
位植物学博士，将西藏大学的生态学科
带入了国家“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

拉琼知道这些成绩背后的艰辛：
“过去，我们大家都觉得国家项目对我
们来说就是‘神话’，但是钟老师这些年
带领我们一步步走近‘神话’，还把‘神
话’变成了现实。”

钟扬曾把自己比作裸子植物，像青
松翠柏，因为他知道，在艰苦环境下生
长起来的植物才有韧性，生长得慢，却
刚直遒劲。

钟扬的身体开始发出一次又一次
预警。

2015年5月2日夜，上海长海医院
诊断结果出来：脑溢血。

抢救后的第三天，钟扬还没有度过
危险期，仍旧在重症监护室观察，可他
满脑子全是工作的事儿。

正好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师
赵 佳 媛 来 看 他 ， 他 就 让 她 打 开 电
脑，口述写下他对援藏的思考交给
党组织：“建立高端人才队伍极端重
要……”

赵佳媛一边记录，眼泪一边止不
住地往下流。在学生们心目中，钟老
师就像是一条可以无限拉伸的皮筋，
然而他们绝没有想到，这条皮筋竟然
也有它的极限！

2015年5月15日下午，术后不到半
个月，钟扬奇迹般地重新投入工作。

医生对他下了三个禁令：不再喝
酒、不坐飞机、缓去西藏。

没想到，才过一年，他不顾医生告
诫，再次走上高原路：“我把酒戒了，就
是戒不了西藏啊！”

（据新华社北京3月25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