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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将至，62岁的胡学健带着砍竹刀、锄头和
簸箕，上山了。沿着山间小道走了六七百米，他来
到翠竹掩映下的两座墓地旁。清理完墓堆上的杂
草，添上三四簸箕新土后，按照当地习俗，他在两
座墓地前摆好祭品，开始祭奠。

胡学健是浙江省湖州长兴县泗安镇长潮岕村
人。长期在家务农的他，平时要照顾 100岁的父
亲胡阿新，也要不时到祖坟地里看护这两座墓地。

“左边的墓是一名新四军无名女战士的，右边
的墓是我曾祖母的。无名女战士虽然和我没有血
缘关系，但父亲和我，都把她当成亲人一般祭扫，
已有近80年了。”胡学健说，“2003年左右，村里接
连下了几天暴雨。当时 80岁的父亲担心墓地被
冲毁，执意上山。雨大路滑，他半路摔了一跤，自
此父亲就走不了山路了，便将守墓的任务交给了
我。”

据长兴县相关史料记载，1944年1月，新四军
第十六旅以长兴县仰峰岕为指挥中心，开辟了郎
（溪）广（德）长（兴）抗日游击根据地，后与新四军

第一师主力汇合，在长兴县成立了新四军苏浙军
区。新四军在长兴县驻扎近2年时间。

“我们家曾是村里的卫生诊所，很多新四军伤
员就是在我们家救治的。”胡阿新用颤颤巍巍的长
兴话回忆道，“1944年的冬天，一名新四军女战士
因抢救无效在我家去世。当时战况紧急，女战士
的战友来不及交代更多，只留下一句话，委托我将
女战士安葬，并帮忙照看下。我一口答应下来，从
年轻时开始一直到摔倒前，守墓有近60年。”

在年年祭扫中，无名女战士墓得到了胡阿新
父子俩的悉心照护，但他们并没有对外宣扬。直
到 2021年 3月，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联合县人
民检察院走访排查全县烈士纪念设施时，才知道
胡阿新父子俩默默守护新四军女战士墓近 80年
的事迹。

“2021年我们实地去察看这座墓地时，女战士
墓虽是座土坟，也没有墓碑，但保护得很好，当时
就被胡阿新父子俩的善举深深感动。”曾参与全县
烈士纪念设施排查的长兴县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

朱胜平说。
据长兴县退役军人事务局副局长李小林介

绍，发现这座无名女战士墓后，他们多方确认了该
名女战士的信息真实性，但由于她的姓名、事迹无
从核实考证，认定烈士工作存在困难。另一方面，
为更好保护女战士墓地，政府拨付一定资金，请胡
学健代为整修坟墓边墙等，并为墓地竖碑，供后人
瞻仰。

“碑立好时，父亲很激动，非要上山看看，被我
们劝住了。”胡学健说，2022年，长兴当地一所高中
的美术老师，还根据父亲口述，画了一幅女战士的
肖像画，父亲看后，开心地说：“像！像！”

“最近几天，新四军无名女战士坟墓上，多了
几束从山上采下来的杜鹃花。”胡学健说，如果有
一天，他走不动了，会把“接力棒”交给下一代。

“也许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她是谁，但我们知道
她为了谁。为女战士守墓，守的不仅是承诺，更是
感恩和记忆。”他说。

（李平）

记者 2日从中国中医科学院获悉，第四次全
国中药资源普查工作共采集植物标本 150万余
份，已在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发表 3 个新属和
196个新物种（包括种下分类群）。第四次全国
中药资源普查项目组办公室邀请分类学及中药
资源学方面的专家对这些新分类群进行了专家
论证。专家认为，这些新分类群的发现对厘清
我国生物资源家底、丰富中药资源宝库做出重
要贡献。

据悉，3个新属分别为征镒麻属、希陶木属、
先骕兰属，196个新物种分别隶属于真菌、蕨类、
裸子植物和被子植物，分布在 57个科 114个属
中。发表的新物种大多有系统分类学综合证据
（包括分子证据），明确了新物种在分类系统中
的地位和位置，保障了发表新分类群的高质
量。同时，利用现代分子系统学方法，厘清了分
类中的一些分歧，为完善植物分类系统做出了
贡献。

这些新发现中，还有对老一辈科学家发现
的疑似新物种确认而来的新物种。例如务川
人字果，是在对贵州第三次中药资源普查标本
整理中发现一份有疑问的标本后，通过几次实
地核查、标本采集、鉴定以及谱系分析，被确认
的新种。这些新资源的发现，还还原或纠正了
中医药传承中的一些偏差。例如西藏苦枸杞
的发现，结合对枸杞子的研究，就厘清了枸杞
子从《本草原始》中记载为“味苦、性寒”，到现
在《中国药典》中记载为“味甘、性平”的原因。
这些发现，推动践行了中医药“传承精华、守正
创新”。

根据项目组前期出版的专著《新资源的发现
及功效研究》统计，新物种中大概有 60%以上具有
潜在的药用作用或者中药功效。回答这些新资源
能否作为中药、有什么样功效的问题，是项目组下
一步需要研究的工作，将为扩大中药资源种类和
来源提供支持和参考。

2011年以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组织开展了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产出一系列成果。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记者从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举行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山西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山西省湿地保护条例》，并将
于2023年6月1日起正式施行。

山西省位于黄土高原，湿地资源匮乏，但所
处区位极其重要，素有“华北水塔”之称。保护好
全省的湿地资源，对于维护华北地区生态安全、
水资源安全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山西以湿地
保护为抓手，推动美丽山西建设，批建了63处湿
地公园。

据了解，条例明确将湿地保护纳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规划，并将湿地保护工作所需经费按

照事权划分原则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条例规定应当根据湿地保护规划和

湿地保护需要，依法将湿地纳入国家公
园、自然保护区或者自然公园对其进行
保护。明确了政府及部门的湿地保护职
责，建立了湿地保护目标责任制、湿地保
护协作和信息通报机制、湿地面积总量
管控制度、约谈制度等。此外，条例还对
建设项目擅自占用省级重要湿地，擅自
改变、移动以及破坏省级重要湿地保护
标志等违法行为明确了法律责任。

（魏飚）

一句话，一辈子
——浙江父子两代接力守护新四军无名女战士墓

第四次全国中药资源普查
发现至少196个新物种

山西立法保护湿地资源
守护“华北水塔”

﹃
葱
葱
﹄
花
已
开

4月3日，一名游客在昆明植物园中乌全球葱园（昆明中心）拍摄葱花。
近日，昆明植物园中乌全球葱园（昆明中心）内的近十个品种、6000 余株观

赏葱属植物逐渐迎来盛花期，吸引游客前来观光。据了解，葱属植物具有重要
的经济利用价值，许多种类被人类作为食用、药用和观赏植物进行了长期的栽
培利用。

陈欣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