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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小小
斑叶兰

山西高校教师历时 5 年为“九
曲黄河第一镇”设计吉祥物

广西毛南族警察守护家乡：高铁将至 乡亲生活更“红火”

   中新网作者 孙赟飞 
黄勇盛 刘西婷
　　“由于交通不便，
乡亲们外出常常需要
辗转换乘好几种交通工
具，而贵南高铁开通在
即，乡亲们外出旅游工
作会更加方便，外面的
客人也能坐着高铁来领
略多彩的毛南风情。”
近日，韦钰楠在广西河
池市说道。
　　韦钰楠是南宁铁路
公安局柳州公安处 ( 以
下简称柳州铁路公安
处 ) 河池西站派出所的
一名民警，他也是一名
土生土长的毛南族小

伙。从小在河池市环江
毛南族自治县生活的
他，深深体会到山高路
远出行的不便。
　 由于交通不便，美
丽的毛南山乡景色被
“藏”在崇山峻岭之中，
美味的毛南特产也被
“困”在蜿蜒的乡间小
道里。
   2016 年 12 月，贵南
高铁正式开工建设，这
条高铁线路北起贵阳，
南至南宁，沿线共设 13
个车站，环江站就在其
中。2022 年，韦钰楠从
铁道警察学院毕业，加
入柳州铁路公安处，他

图为广西木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山时
发现小小斑叶兰。　韦志宏 摄

   中新网河池 ( 莫启
文 韦志宏 )
   广西木论国家级自
然保护区 ( 以下简称木
论保护区 )12 日介绍，
木论保护区近日发现新
记录物种小小斑叶兰。
该植物在广西是首次被
发现，这也是今年以来
木论保护区发现的第 12
个新记录物种。
　　小小斑叶兰属于兰
科斑叶兰属植物，生长
于海拔约 1000 米的林
下阴湿处。据了解，该
新记录物种于今年 6 月
底在木论保护区红洞片
区被发现，当时工作人
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
随后拍下照片，后经植
被专家鉴定该物种是小
小斑叶兰。
    “小小斑叶兰是属
于兰科斑叶兰属的植
物，它的植株非常小，
只有 20 至 25 厘米这么
高，它的叶子有白色的

斑状条纹伴紫色，这种
植株非常小，所以很难
被发现。”木论保护区
管理中心科研与资源管
理科科长罗柳娟说。
　　加上最新发现的小
小斑叶兰，目前木论保
护区斑叶兰属植物已达
三种。仅今年，木论保
护区就发现了 12 个新
记录物种，分别有兰科
植物：小小斑叶兰、一
柱齿唇兰、乌来卷瓣兰、
纹瓣兰、虎舌兰、麻栗
坡绒兰、红头金石斛、
伏生石豆兰、麻栗坡蝴
蝶兰；杜鹃花科植物荔
波杜鹃；无患子科植物
长柄七叶树；苦苣苔科
植物伯高光叶苣苔。
   近年来，环江县积
极践行绿色发展理念，
有效保护了木论保护区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
内独特的地形地貌和气
候也为各类植物的生长
提供了良好条件，使兰

科植物多种群落共存，
成片生长。
　　据罗柳娟介绍，木
论保护区经过多年的管
护，喀斯特林区内的物
种受到了很好的保护，

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
现有维管束植物 1766
种，其中国家一级重点
保护植物有 6 种，二级
重点保护(植物)65种，
兰科植物 151 种。

  　中新网 (吴琼 )
   “已提交了版权保
护申请，希望‘石七’
能为碛口文旅产业作出
贡献。”山西传媒学院
艺术设计学院副教授王
薇 10 日告诉记者。历
时 5 年，她亲手为碛口
古镇设计的吉祥物“石
七”即将面世。
　　“石七”面世的背
后，是王薇对丈夫穆思
睿驻村工作和乡村振兴
的支持。39 岁的王薇和
穆思睿同在山西传媒学
院任职，2018 年，穆思
睿到山西吕梁临县碛口
镇开始驻村帮扶工作。
　　碛口古镇位于黄河
之滨，明清至民国年间，
凭借黄河水运一跃成为
北方商贸重镇，享有“九
曲黄河第一镇”之美誉，
是晋商发祥地之一。碛
口古镇南几公里，隐于
大山之中的李家山村，
主体为明清时期的窑洞
建筑，依山就势，沿陡
坡呈阶梯式高下叠置，
从山底一直建至山顶，
多达 11层，是当代著名
画家吴冠中笔下的“世
外桃源”。
　　在穆思睿看来，碛
口镇拥有得天独厚的资
源优势，产业兴旺是乡
村振兴的基础，如何让
游客得到更好的旅游体
验，是个值得研究的课
题。
　　“我们可以试着帮
碛口设计一款吉祥物。”

一次与丈夫通话时，王
薇萌生出这样的想法。
王薇说，“石七”的创
意来源于当地的文化元
素，当地上了年纪的人
书写碛口的“碛”字时，
会将其简化为“石七”。
因吴冠中等人的推荐，
当地成为国内画家的采
风与写生圣地，碛口的
旅游发展与绘画息息相
关。于是，便诞生了画
布玩偶“石七”的雏形。
　　同时，王薇设计出
“石七”的卡通形象与
整体 VI，并带领学生做
效果图与规划，这一创
意获批山西传媒学院校
级科研项目，并顺利结
题。2021 年， 穆 思 睿
继续担任驻村帮扶工作
时，王薇又创作系列网
络漫画，通过公众号在
网络上推广完善“石七”
形象。
　　前段时间，穆思睿
结束 5 年驻村工作，已
经返回太原。暑假期间，
他和王薇计划再去碛口
做调研，并在当地设立
工作室，教村民学习翻
模，将村民翻模好的石
膏“石七”形象做成独
特的“画布”，带学生
使用其创作，令“石七”
成为千变万化的画布玩
具。
　　“争取早日让‘石
七’与游客见面，也
为当地民众带来更多收
入。”对于这个暑假假
期，王薇充满期待。

河南洛阳：古都“体验游” 
活力“夜经济”

图为韦钰楠（左）和同事在巡查贵南高铁线路。　
孙赟飞　摄

崩溃的，是九万大山中
蜿蜒曲折的线路。
　　贵南高铁贯穿广西
西北部和贵州东南部，
沿途环境溶洞广布、地
质复杂。刚参加贵南高
铁联调联试安保工作
时，韦钰楠常常走错路。
　　于是，韦钰楠强迫
自己适应没有路标的环
境，比如在道路分叉路
口摆放一些明显的石块
做标记，记住道路两旁
的树木花草、稻田溪流。
韦钰楠也从开始的“迷
途羔羊”变成同事们眼
中的“活地图”。
　　对于河池西站派出
所民警而言，巡查线
路是最基本的工作。在
线路巡防中，民警们常
常面对的是无遮蔽的环
境。在日均气温直逼 40
摄氏度的广西，这算得
上是种“酷刑”，韦钰

楠需要面对的，是烈日
当空照的酷热，是地表
温度烫脚的炎热，是汗
水湿透警服的内心燥
热。
　　“走过多少路，付
出过多少努力，黝黑
的皮肤和身上大大小小
的蚊虫包就是最好的证
明。”韦钰楠笑着说。
如今，距离贵南高铁开
通运营的日子越来越
近，“苦中作乐”的韦
钰楠也感到十分欣慰，
他的梦想也在一步一步
落地生根。
　　“我的家乡在毛南
山乡深处，未来这条高
铁线路建成后，乡亲外
出再也不必拎着大包小
包转车，我们毛南族的
特产美食也能快速送至
全国各地。”韦钰楠笑
道。

毫不犹豫地回到家乡，
参与贵南高铁新线的建
设工作。
　　“刚到这里开展工
作，现实便给了我‘当
头一棒’。”韦钰楠说道。
虽然他性格坚韧、不怕
吃苦，对盘旋的山路也

做好心理准备，但在贵
南高铁新线建设场地中
工作的艰难程度，还是
超乎他的想象。
　　“每天都在‘吃’
土，从早‘吃’到晚。”
韦钰楠表示，这是他和
同事们的日常。更令他 图为韦钰楠正在开展夜间线路巡查。　阳涵锡 摄

图为画布玩具“石七”，创作灵感来源于碛口古镇
部分村民书写“碛”时写作“石七”。　创作者供
图

这是7月 11日晚拍摄的洛阳市洛邑古城景区夜景。
新华社记者 鲁鹏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