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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看到荷花花苞的是负责荷区附近一带卫生

的谢师傅。“仔细看，那点小红尖尖就是。”谢师傅指

着一片大荷花叶下的一朵花苞，花苞估摸着有 2~3

厘米长。“这边也有。”顺着谢师傅手指，记者一共看

到了4朵花苞。

“昨天差不多就露出来了。”谢师傅对这片荷塘

非常熟悉。“这边日照特别足，去年也是这边先开的

花。昨天早上扫地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大花苞，看

来又是最早的。”

谢师傅在青帘坊工作八年，在西湖工作了 12

年，“这8年基本都是这边先开的花。我每天都会往

荷塘里瞟一眼，今天还真让我瞟见了。”

西湖今年第一朵荷花探头

仔细看，那点小红 就是

打扫卫生的谢师傅一不留神就瞟到了荷花

本报讯 铭记抗击疫情的勇士，汇聚砥砺前行的

精神力量。5 月 15 日，由浙江日报报业集团、浙商

发展研究院（浙商智库）、浙江省工商联、浙江省侨

联、浙江省科协指导，《浙商》杂志、世界浙商网、《浙

商》全国理事会主办的“众志筑希望 大爱绘未来

——‘大爱浙商’抗疫英雄颁奖大会”在浙江省人民

大会堂举行。

开年以来，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肆虐。在这

场不见硝烟的战场上，海内外浙商发扬义利并举的

传统，用实际可见的行动展现出浓烈的家国情怀和

时代担当。

在疫情发展高峰期，浙商们启动全球紧急采购

计划，迅速转产口罩，将医疗队、战略物资护送至湖

北，全力支援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大规模

捐赠物资等，全球浙商写就了一张令人骄傲的“抗疫

成绩单”。

疫情稳定后，浙商又精准落实疫情防控和复工

复产各项举措，努力化危为机，有力有序推动复工复

产提速扩面。

国土有界，大爱无疆；大难面前，不分你我。随

着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蔓延，遍布全球 18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 200 多万华侨华人，从战“疫”上半场的

支援国内、捐款捐物，进入了下半场，全力从国内筹

集物资，驰援“第二故乡”。

5 月 15 日的大会上揭晓了“大爱浙商”抗疫英

雄榜单。阿里巴巴、吉利、娃哈哈、湖北省浙江企业

联合会等百家企业和组织入选“浙商抗疫英雄榜”；

陈立钻、杨宝庆、陈乃科、林东等 20 位浙商进入“华

人华侨抗疫英雄榜”；浙江省中医药学会、浙医二院、

微医集团等10家机构和企业荣获“浙江抗疫科技之

星”团体奖；徐峰、张骏、潘红英等10人荣获“浙江抗

疫科技之星”个人奖。

本报记者 鲁佳

大难面前展现家国情怀和时代担当

“大爱浙商”抗疫英雄榜单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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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月月 1717 日日，，杭州西湖曲院风荷景区的青帘坊荷区杭州西湖曲院风荷景区的青帘坊荷区，，荷花荷花

宝宝已悄悄问世宝宝已悄悄问世。。 本报记者 董旭明 摄

本报记者 盛锐

这两天淅淅沥沥的小雨，不仅给杭城带来了清凉，也唤醒了“熟睡”的荷花。在曲院风荷景区青帘坊附

近的荷区里，有荷花悄悄地“探头了”。

“这花苞应该开了两天，我同事前天就拍到了。”

一旁正在对着花苞拍照的何大伯认为，其实有人更

早看到了这朵荷花。何大伯拿出手机向记者展示了

同事拍到的照片，角度和这有点像。

“看到同事的照片后，今天早上我跑遍了植物

园、勾庄、西湖一带的所有荷区，终于找到了传说中

的这朵荷花。”何大伯是一位地地道道的杭州人，上

世纪 80 年代曾参与了曲院风荷景区的扩改建。“我

对曲院风荷是很有感情的。以前的荷塘就一点点

大，这边都是后来改扩建的。”

非常熟悉曲院风荷的何大伯说，这朵花苞最快

一周内就能开花，不过花朵可能不是很大，这一片的

荷塘开花最旺的时候会在六月底。

就在记者准备离开的时候，一只蜻蜓飞到了附

近的花苞上，这可真是印证了“小荷才露尖尖角，早

有蜻蜓立上头”这句诗。

拍照的何大伯是位痴心追花人

按照往年的规律来看，西湖

的第一朵荷花盛开一般要在5 月

底6月初。去年，曲院风荷的荷花

拔得头筹！今年的第一名，究竟是谁

拍到的这一朵呢？这很难知晓了。

事实上，在等待第一朵荷花开

之前，养荷人们要忙的事情很多。

4 月是西湖荷花生长的

关键时期，藏在西湖水下的

藕茎“蠢蠢欲动”开始抽芽。

盛夏荷花能不能娇艳盛开

就看它们啦，但也脆弱娇

嫩得很，一不留心就被

草食性鱼类啃食了。

因此，需要进行

清塘，帮鱼儿们“搬家”，

同时消毒、杀菌，抑制青苔、藻类生长，保证荷花“宝

宝”有足够的生长空间和养分。

5 月，荷花“宝宝”进入蓬勃生长阶段，圆乎乎、

绿油油的荷叶纷纷钻出泥土呼吸新鲜空气。这个时

间，也是野生菱“扩张版图”的时候。遇上这种情况，

西湖景区就要打响人工清理野生菱的战役。

7~9 月，西湖里的荷花开得正盛，工作人员要摘

去荷叶莲蓬。对西湖里的荷叶适时进行疏摘，为的

是防止荷叶太密，影响下层荷叶采光。

第二年的 1~3 月这个时节，是荷花的休眠期。

趁着荷花在睡觉，西湖景区的工作人员要抓紧时间

对荷区进行维护。

西湖水域共有 24 块荷区，面积约 150 亩。每一

块荷区的外围都有一圈围网，被一段段竹桩固定着，

这些“保护网”能避免草食性鱼类进入荷区，对荷花

的生长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等待第一朵荷花开之前，养荷人都在忙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