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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杭州西湖安保服务集团有限公司

党支部组建党史教育宣讲团，面向下属十二

个流动党小组进行党史教育宣讲，并送上党

史学习书籍。宣讲团主要从党史为什么学、

学什么、怎么学三个方面进行宣讲，激励流动

党员要坚持学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新局，

通过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

行、践行初心使命，努力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

为推动公司转型升级的新动力。

目前，宣讲团已对 6 个流动党小组进行

党史教育宣讲，接下来还将前往舟山海洋学

院等6个流动党小组进行党史教育宣讲。

本报通讯员 吴绮霞

党史教育宣讲团
走进流动党小组

自党史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杭州西湖投

资集团把党史学习与完善全周期园区服务模

式相结合，深入开展“我与企业心贴心，我为

企业办实事”主题实践活动，打造红色、温暖、

共享园区，打通为企服务“最后一公里”。

在西投创智中心入驻企业党组织中，进行

“集聚式”教育；在脑机智能产业园区党组织中，

进行“专业化”教育；在西投云漫里共享街区入

驻商户的党组织中，进行“网格式”教育。由此，

逐步实现党史学习教育在集团运营园区的有形

覆盖和有效覆盖。值得一提的是，在集团党员

中制定“我为企业办实事”清单，交叉组织党员

通过坐班值守、定期走访等形式，进企业认领困

难、解决问题。 本报通讯员 吴绮霞

打通“最后一公里”
从党史教育中汲取力量

新的一周，我省天气的关键词依旧是雨

雨雨。据省气象台信息，昨天，大部地区降雨

减弱，但温台丽地区有局部暴雨；今天，降雨

再次发展，浙中南地区有局部暴雨。雨水打

压之下，气温跳水，重现 2 字头，本周是夏日

里难得的清凉周。

说杭州。昨天阵雨转阴，昨天下午起到今

天白天，天气短暂转好，夜里阵雨天气继续来

袭。值得注意的是，在周三周四，杭州又有一次

明显阵雨或雷雨过程。

周五多云，大概是近期为数不多的好天

气了。在短暂的降水间歇之后，周六起，雨带

再次回归。

冷空气在行动。北方已经开始剧烈降

温，当冷空气遇上雷雨，气温将重回2字头，缓

解杭城闷热感——前天，杭州最高气温是

30.8℃，昨天起到20日左右，杭州最高气温回

落至24～25℃，十分凉爽。 本报记者 方力

这一周
清清凉凉，滴滴答答

转眼五月，又是一

年枇杷季到来。

昨天，杭州塘栖枇

杷开采的消息在杭州人

朋友圈转发。往年 5 月

25 日左右开始的枇杷

节，今年整整提前了一

周。

然而，有不少身边

的同事和朋友也在跟钱

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吐槽：“今年，我吃到的

枇杷，怎么有点酸？”

还有人说：“一般，

我都去塘栖那边马路边

买枇杷，但试吃的时候

是甜的，回家整篮倒出

来吃，有些味道却很酸，

这是为啥？”

关于枇杷，记者今

天重点来和你扒一扒

“我买的枇杷为什么不

好吃？”和“今年的枇杷

品质怎么样？”这两个大

家比较关心的话题。

眼下枇杷正当时
为啥我吃的有点酸
农业专家分析：今年雨水多，各地采摘都提前了

扫 一 扫 ，看
去年本报记
者关于枇杷
的相关报道

本报记者 施雯

浙江有 25 万亩枇杷。因为 4 月

底到 5 月以来的持续高温，今年，浙

江枇杷的成熟时间提前了一周左右。

塘栖枇杷，其实是个大产区。它

包括了余杭区仁和街道和临平区崇

贤街道、塘栖镇、东湖街道这些地域，

而露地枇杷成熟的先后顺序是仁和

最早，东湖最晚。

“今年，浙江枇杷除了成熟期提

前，白枇杷还因为最近的高温，果面

有些发黄。”我省枇杷首席专家、省农

科院陈俊伟研究员说：“除了高温，连

续多雨的天气，对枇杷品质的影响是

最大的。”

最近几天，陈老师连轴转跑了省

内几大枇杷产区。除了去年寒潮每

个产区都有因冻害不同程度减产外，

专家也特别关注了 4、5 月的异常天

气对今年枇杷品质的影响。

影响枇杷口感的重要气象因素

就是雨水。

“像大家比较熟悉的传统产区，

往年枇杷糖度能达到20以上。因为

最近老是下雨，目前，枇杷糖度只有

14-15，大家吃起来会感觉不够甜。

后期品质如何，还要看气候条件。”陈

俊伟说。

虽然塘栖镇每年都办枇杷节，但

和一般大家喜欢去塘栖采枇杷不同，

记者比较喜欢采摘和购买的是东湖

街道的枇杷——因为它成熟最晚。

从农业常识上说，越晚熟的农产品，

口感和品质会更好一些。

去年，钱报记者曾写过一篇塘栖

枇杷种质资源调查的报道，也从很大

程度上佐证了以上的说法。这项调

查历时十年，是由原余杭区农技推广

中心和省农科院陈俊伟专家团队联

合执行的，大家几乎吃遍了塘栖枇杷

产区所有的白枇杷，最后选出了最好

吃的 22 棵树——这其中，大部分好

吃的枇杷都是位于东湖街道的。

今年
白枇杷有点黄 糖度整体偏低

资讯

“塘栖枇杷是老产区。这里的枇

杷可能有几百上千个品种，因为品种

之间的差异大，我们调查时也有发

现，有些枇杷树上结的果实并不好

吃。所以说，消费者如果买到了不好

吃的枇杷，有可能就是品质差异的问

题。”这是陈俊伟老师的分析。

浙江好吃的枇杷其实不止塘栖

——在宁海白枇杷产区，关于枇杷不

好吃的问题，记者听到了另一种说法。

“这两天，我们去地里测过枇杷

糖度。我想说的是，我们的枇杷今年

还是 5 月 20 日以后采的品质才会

好，但20日以后你来宁海，可能就吃

不到枇杷了。”宁海农业部门的一位

负责人说，“往年，我们产区和塘栖一

样 ，枇 杷 都 是 5 月 20 日 以 后 开 采

的。但今年，大家采摘时间都提前

了，主要原因还是气候影响，农户担

心后期雨水和这几天一样多，那样枇

杷可能会烂掉，提前采摘可以减少损

失。而且早上市，枇杷价格也比较

好。”

传统产区有点像一个班级。枇

杷则有点像是班里的学生，这里既有

成绩名列前茅的学生，但也不乏成绩

平平甚至有点糟糕的同学。

在专家眼中，好枇杷的标准，有点

像一个优秀的班级，每个同学都很努

力，班级平均成绩是在全校排名一二

的那种——要有这样的成绩，就需要

产区保留和引进优秀的白枇杷品种，

不断扩大好品种的生产面积，再通过

后期管理努力保持枇杷的好品质。

在浙江，枇杷面积比较大的有塘

栖（杭州）、宁海（宁波）、兰溪（金华）、

黄岩（台州）、莲都（丽水）等产区。

那么，哪里的枇杷品质整体表现

比较优秀？陈俊伟划重点的，是兰溪

和宁海这两大产区。不过，记者也打

听了一下，宁海白枇杷今年因为冻害

减产幅度比较大；兰溪枇杷地处浙

中，往年均是 5 月上旬开采的，今年

的采摘即将结束，要吃得赶紧。

划重点
浙江哪里的枇杷优秀 专家点名兰溪和宁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