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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园子不大，游客单日最多时能达700人。我们的瓜
果基本不用担心销路。这些多亏了县科协的大力支持。”一见
面，孟津县聚泉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经理陈四锋就和记者说，公
司能取得这样好的发展势头，得益于县科协近年推进的休闲
农业科普游园项目。

陈四锋经营聚泉农业采摘园已有3年，该园面积有280
亩，种有袖珍西瓜、草莓、葡萄等水果。建园之初，县科协西瓜
协会就帮助陈四锋引进优质西瓜品种，并传授他种植和管理
相关技术。去年，县科协多方筹措2万元为他提供资金支持，
帮助他引进草莓新品种——“红脸颊”，这种口感、味道独特的
奶油草莓一上市就广受欢迎，前来采摘的游客络绎不绝。

“休闲农业科普游园项目是把科普和农业旅游进行深度
融合，结合生态、观光、休闲、体验、旅游、科普等产业发展，最
终打造成综合性科普示范园区。”孟津县科协主席王跃奇说。
目前，他们已在洛阳洋丰科普示范基地、洛阳聚泉农业科普示
范基地开展相关尝试，初步建成了集旅游观光、休闲度假、采
摘体验于一体的新型科技生态园，带动309户农民参与创业
项目。

在洛阳洋丰果业有限公司，原木搭建的科普长廊绵延数
千米，古色古香的陈设与两侧悬挂的科普宣传画相得益彰。

“这里不光能采摘，还能了解怎样摘得科学，如何吃得健康。”
前来游玩采摘的宋先生一家玩得很尽兴。

“休闲农业科普游园项目在游园、观光、休闲中融入科普宣
传，是不错的尝试，为我们这些游园项目聚拢了人气。”洛阳洋
丰果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杨占通说，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公司占
地面积近千亩，年接待游客20万人次。但随着规模的不断扩
大，企业发展也面临转型升级，科普游园成为其中一个发力点。

除了建设科普长廊，洋丰果业还在园中安装了40多平方
米的LED屏幕，播放科普视频等内容，建设电子商务中心和
多媒体教室，开展相关技能培训。“未来，洋丰果业将继续发挥
科技引领作用，以建成国家田园综合体为目标，奋力前行。”杨
占通说。

王跃奇介绍，孟津县科协开展的“农业产业化+乡村旅
游+科普教育示范一体化”发展模式，立足当地实情，围绕和
服务中心工作，并与当地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得到了国家、省
有关部门的肯定。去年，孟津县科协还在经费紧张的情况下
筹措7万余元，组织500余名贫困家庭青少年到洛阳市科技
馆、龙门海洋馆科普教育基地进行参观学习，孩子们接受了一
次实地科普教育；组织专家编写专题技术手册，送给全县
1500个贫困户；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专家前
来授课，为农户解决技术难题。

本报记者 孟山 通讯员 栗泽华

农业科普游园
打造农村科普新天地

四月的洛阳，牡丹花开正艳。
隋唐城遗址植物园邀请了国内牡丹
专家、洛阳摄影高手、著名牡丹画
家，举行了“专家带您品牡丹”系列
活动，为游客打造多样化赏花游园
体验。

在活动现场，隋唐城遗址植物园
教授级高级工程师李清道，隋唐城遗
址植物园高级工程师潘志好、沈改
霞，带领花友们从西门入口开始，一
路从中原牡丹、江南品种群、西北品
种群讲到了欧美牡丹、日本牡丹，还
对不同地域牡丹的形态特征进行了
详细介绍。同时，专家们还解读了
牡丹在我国的悠久历史和其深厚文
化及牡丹养护管理方面的技巧。

与此同时，洛阳市青年美术家
协会副主席李建隆及洛阳市写生会
副会长王英现场演示牡丹画创作，
指导大家如何观察、构图、着色。洛
阳市摄影家协会秘书长涂伯乐从拍
照的角度、光圈的大小、白平衡、构
图等方面一一为大家指导。

一堂堂讲解精彩、内容丰富的
公益户外体验课在牡丹花海里举
行，一场场不同领域的专家教游客
识、拍、画牡丹活动，吸引了众多游
客参与。

记者 常世峰 通讯员 安瑞云 摄

美国东部时间18日傍晚，肩负寻找系外行星任务的全新探测器“苔丝”（凌日系外行星勘
测卫星）升空。它将接棒“开普勒”望远镜，继续在茫茫宇宙中寻找系外行星。系外行星为何如
此受到地球人类的关注？新一代的“苔丝”能否慧眼识星，开启人类研究系外行星的新时代？

“苔丝”是 2009 年升空的“开
普勒太空望远镜”的继任者。“开普
勒”设计任务期3.5年，几经磨难，
目前仍在服役中。但“好摘的果子
都摘完了”，天文学家希望给太阳
系外的行星邻居做更详细的“普
查”，因此“苔丝”接棒上场了。

人们寻找系外行星主要试图
回答3个“终极问题”：

第一，我们从哪里来？这是目
前系外行星研究中科学意义最强
的领域，其中包括行星起源过程中
的碰撞和气体吸积及新型动力演

化过程中的共振、椭圆轨道和混沌
现象等。

第二，我们是宇宙中孤独的文
明吗？物理学家费米曾提出过一
个著名问题：“他们都在哪儿呢？”
自从知道地球并非宇宙的中心，
人们就猜测或许有地外文明的存
在，但对水星、火星等太阳系行星
的探索尚未找到生命存在的证
据，于是科学家们把触角伸向了
系外行星。

第三，我们要到哪里去？在地
球资源枯竭后找到“另一个地球”

是众多科幻小说的主题，现在发现
宜居星球已经成为严肃的科学研
究，2016年，一个国际团队发现一
颗环绕比邻星运行的行星可能具
有适合生命繁衍的环境，激发了人
类寻找“第二地球”的热情。

“苔丝”任务负责人、美国麻省
理工学院天体物理学家乔治·里克
说：“我们为未来系外行星研究奠
定基础，不仅是21世纪，还包括22
世纪，甚至1000年以后，‘苔丝’都
将以建立了最好、最明亮的太阳系
邻居体系而被铭记。”

目前已知仅银河系中的恒星
数量就数以千亿计，太阳系外行星
的数量必然不在少数。

太阳系的行星在各主要的古
老文明中均有记载，但确认系外行
星的存在是最近30年的事。

1988 年，天文学家通过间接
手段发现距地球45光年外仙王座
的少卫增八 A 疑似有一颗系外行
星，但直到2003年才确认了结果。

1992 年，天文学家首次确认
围绕脉冲星旋转的两颗系外行星，
1995 年，才第一次确认发现围绕
一颗主序星旋转的系外行星。

系外行星如此难找，主要是
因为与耀眼恒星不同，自身不发
光的系外行星掩藏在恒星光辉
中，很难被准确观测。为了“看到”
系外行星，天文学家可谓使出浑身
解数。

在 10 多种观测方法中，径向
速度法和凌日光度法是两种主要
的间接观测方法。其中，凌日光度
法可以确定行星的半径。其原理
是行星穿过母星时，母星的亮度会
基于母星和行星的相对大小而微
弱变暗，地球大小的行星“凌过”太
阳大小的恒星时仅造成恒星变暗
0.008%，因此需要探测设备具备

“火眼金睛”才可能看得清。

美国夏威夷大学天文学家丹尼尔·胡贝尔
说：“‘苔丝’是我们理解行星和其母星的规则
改变者。”具体来看，探测器“苔丝”主要有三
大绝活。

第一，它看得远。据美航天局介绍，“苔
丝”将扫描约20万颗太阳附近的明亮恒星，
寻找“凌星”的系外行星。

两年内，“苔丝”将扫描全天约85%的区
域，将其分为26个不同部分，飞行器上的照
相机对每个部分仔细观察27天。

与“前辈”“开普勒”相比，“苔丝”的观测
视野要广400倍。“苔丝”观察到的恒星也比

“开普勒”任务观察到的恒星亮 30 倍到 100
倍，可供地基和天基望远镜更加方便地进行
后续研究。

第二，它找得多。这颗卫星预计发现“大
批”系外行星，可能包括数千颗系外行星候选
者，大幅增加目前已知的系外行星数量。

资料显示，“开普勒”任务确认发现了
2600多颗系外行星，但没发现的都是掩藏在
明亮恒星光芒下的“难啃的骨头”，需要“眼更
尖”“不怕晃”的“苔丝”继承使命。

第三，它有“后手”。找出数千颗候选系
外行星后，“苔丝”还可以同地基望远镜的后
续观测配合，确认系外行星的真实身份，如行
星质量等。运用已知的行星大小、轨道和质
量，科学家还可推断出行星组分，即它们是像
地球一样的岩石行星，还是像木星一样的气
态行星，或是更为不同寻常。

美航天局“苔丝”项目科学家史蒂芬·
莱因哈特说，这一探测器寻找的目标可成
为未来几十年科学研究的主要内容，这是系
外行星研究新时代的开始。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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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牡丹

李清道给市民讲解牡丹常识

专家亲自示范

李建隆传授画牡丹的技艺

介绍与牡丹相关的知识 拍张牡丹试试手

涂伯乐讲解拍牡丹的技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