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走访

社会
智

慧

海

都 2025年5月8日 星期四 责编/关菁 美编/唐昊 校对/惠琴

A05智 慧 海 都
968880

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分类信息
广告热线广告热线：：05950595--2256799022567990

1385075331613850753316
招租热线:0595-27551111
地址：泉州台商投资区滨湖南路中熙产业园（离高速出口约3公里）

租厂房，找中熙产业园
60万㎡精装标准厂房出租，专业化、规模化、产业聚集

（酒店、KTV同步招租）

遗失声明遗失声明遗失声明
泉州市科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50503MA
CUL88030）不慎遗失圆形铜质公

章 一 枚 ， 印 章 编 码 ：

35050310087675，声明作废。

泉州华光职业学院第二食堂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12350000738022222A
遗失泉州台商投资区管理委员会行

政审批服务局2022年10月26日核发

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许可证编

码：JY33505400012422，现声明作废。

“园内很脏，公厕很
臭，动物排泄物满地，像是
无人管理。”黄先生说，“这
样太影响植物园的形象
了，体验感也很差。”

接到报料后，记者来
到位于洛江区河市镇的泉
州植物园，从植物园正大
门进入直走，一路并未发
现黄先生所反映的脏乱差
现象。随后记者又根据黄
先生给的方位，来到了位

于植物园内的四季花园管
理房。管理房的大门被封
起来，沿着管理房右侧的
主路来到了后方的奇趣
园。记者沿着石阶向上
走，很快就来到一处凉亭，
凉亭的柱子、长条座椅、扶
栏上面的木头都有损坏，
且上面有部分动物排泄
物。

记者从凉亭沿着石头
小路继续往前走到一座古

厝，古厝庭前杂草不规则
生长，部分地块还未铺
平。踏进古厝，地上满是
动物的排泄物并散发着恶
臭，古厝内杂草丛生。在
园内的多处空地，记者看
到均有动物的排泄物。在
园内的公厕，记者看到洗
手台脏乱不堪，无法正常
使用，地板上动物排泄物
散发着恶臭，厕所的木门
多处已被虫子蛀空。

梅花山保护区地处武
夷山南段与博平岭之间，相
对海拔差近1500米，植被以
常绿阔叶林和竹林为主，水
系丰富，为两栖爬行类动物
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栖息环
境。“三有”动物三明角蟾便

在当地广泛分布。
去年 8月初，团队在进

行野外调查时，一只角蟾从
路边的灌木丛中猛地跳出
来。团队成员谢铖林敏锐
地发现，这只体长不足30毫
米的角蟾与三明角蟾迥然

不同，明显不是同一个物
种；与雨神角蟾共用一张

“脸”，但仔细观察又略有不
同。后者是 2019年发表的
布角蟾属新种，模式标本产
于武夷山，因暴雨期间活跃
的习性而得此名。

“带娃游园，满地动物排泄物”
市民反映，泉州植物园一处景点脏乱差；部门表示，将整改清理

福建发现一蛙类新物种
在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命名为梅花山角蟾

N海都记者 陈丹萍 吴日锦 文/图

近日，市民黄先生拨打海都热线
968880反映，其与朋友周末带孩子到泉
州植物园游玩，发现植物园有一处公厕
破败不堪、厕所木门多处被虫子蛀空，
庭院内杂草丛生、到处是动物的排泄
物，多处亭子的休憩座椅脏乱不堪且木
头损坏严重，希望相关部门能加强管
理，改善园内环境，让市民、游客前来游
玩有更好的体验。

5 月 6 日，海都记者
将此事反映给泉州植物
园业主单位泉州城市管
理局，该局园林科相关
负责人介绍，泉州植物
园为泉州八个 PPP（政府
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
之一，项目总共有三期，

一、二期已经完工并对
市民开放。三期工程未
开放。

对于市民反映的问
题，该负责人表示，将立
即安排清理。

感谢黄先生报料，线
索费40元

奇趣园内多处凉亭破败
公厕、古厝遍地动物排泄物

目前还在建设中
将立即安排清理

部门回应

那它到底是不是雨神
角蟾呢？大家把这只角蟾
带回酒店，集中讨论。

“蛙类通常在繁殖期
鸣叫。”谢铖林说，由于发
现时未听到它的叫声，无
从得知其具体繁殖期。
雨神角蟾的繁殖期是冬
季，如果它是雨神角蟾，
非繁殖期没有叫声是比
较合理的。加上雨神角
蟾分布范围广泛，所以大
家统一认为，它就是雨神
角蟾，随便拍摄几张照
片，就将它放归野外。

一个多月后的中秋
节，研究团队再次前往梅
花山保护区开展调查。
这一次，它们听到蛙声一
片，且叫声明显区别于雨
神角蟾和三明角蟾。顺
着声音的方向，他们捕捉
到了几只角蟾，发现竟然
与上个月发现的那只角
蟾一模一样。

“这只角蟾绝对不是
雨神角蟾，极有可能是个
比较少见的物种。”论文
第一作者罗萧说，团队成
员当即采集数只角蟾的
个体，提取组织样进行基
因测序，发现它们与雨神
角蟾、三明角蟾等都有一
定的遗传距离。形态比
较和分子系统发育分析
结果显示，该布角蟾属物
种与同属已知物种存在
明显差异，因此确定其为
一个新种。由于它发现
地位于梅花山保护区，且

分布数量较多，将其命名
为梅花山角蟾。

据悉，布角蟾属是一
个分布广泛的属，在角蟾
科内的物种多样性仅次
于掌突蟾属的 108种。本
研究发现梅花山角蟾，将
该属的已知物种数量增
加至72种，将福建省的布
角蟾物种数量增加至 7
种。目前，梅花山角蟾仅
发现于梅花山，研究团队
将持续开展进一步调查，
以评估该物种的分布范
围和种群状况。

N福建日报

6日，知名期刊《野生动物学报》在线首
发福建农林大学团队的最新研究成果。该
研究描述了在福建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发现的一个蛙类新种，并命名为梅花山角
蟾。

梅花山角蟾为角蟾科布角蟾属下物种。
中国是该属物种生物多样性最高的国家，在全
世界此前已发现71个布角蟾属物种中，68个
在中国有分布记录。其中，福建已知有6种，分
别是淡肩角蟾、挂墩角蟾、雨神角蟾、三明角
蟾、戴云角蟾和立春角蟾。它们中的大部分是
2019年之后报道的新物种。

此次梅花山角蟾的发现，源自研究团队在
开展“福建梅花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
两栖爬行类动物调查项目”期间偶然所获。

野外调查时偶然发现

为布角蟾属新种

梅花山角蟾（受访者供图）

古厝内满地动物排泄物

公厕木门被蛀空

凉亭栏杆破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