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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记者帮

新闻+

本报讯 从 6 月 15 日开始，“杭州人

游杭州·经典上岛游”减免 20 元的优惠活

动开始实行，一直持续到 2022 年 8 月 31

日。参加优惠活动需要在购票时出示市

民卡、身份证或者户口本等有效证件。

优惠后，豪华画舫船原价 70 元/位降

至 50 元/位，1.2 米~1.5 米儿童票价为 25

元/位；休闲船原价55元/位降至35元/位，

1.2米~1.5米儿童票价为17.5元/位。

优惠活动吸引力大吗？

昨天上午10点多，在西湖一公园码头，

一艘船上坐满了游客，即将出发。可能是

因为工作日，游客基本是以老年人为主。

“这两天游客量还行。”码头工作人员

表示，因为优惠活动刚开始，又是中高考

期间，加上工作日，没有出现很大的客流，

“估计周末人会多起来。”

在二公园码头，不少画舫停着。在价

目表上，记者看到学生价和 60-69 周岁的

老人票价60元，70岁以上老人票价50元，

也就意味着本次优惠活动基本上已经是

游船的最低价了，就算是儿童票，豪华画

舫的价格也比原来的35元低了10元。

工作人员表示，需要乘坐豪华画舫的

游客，可以在二公园、湖滨以及少年宫的

码头购票上船，其他码头是休闲船，“豪华

画舫可以坐 50 人左右，休闲船有 40 人的，

也有60人的。”

接近正午，早上的船陆续回来，湖面

上基本都是摇橹船。摇橹船没有参加优

惠活动，一艘船每小时150元。

夏季的西湖，是赏荷的好时候，在一

公园码头边，记者看到，已经有不少荷花

盛开，和游船相映成趣。

断桥荷花区域位于桥头，有不少花朵

已经绽放，不过更多的还是花苞，估摸着

再有一周就能盛开。

曲院风荷景区，荷花开得不多。

扛着单反相机的朱大伯，在荷区专心

拍荷花，“我观察下来，现在开得最好的还

是断桥那边，其他的略逊一些。”他说，“按

照往年的经验，西湖荷花最盛的时候，应

该是在七月中上旬，快了快了。”

本报记者 盛锐

游船优惠，荷花已开
周末乘船游西湖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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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是杨梅采摘季，很多杭州市民都在惦记着夏日里的这一口鲜甜。

慈溪的、仙居的、上虞的⋯⋯浙江很多地方都有好品种。

问题来了：杭州主城区有杨梅可以采摘吗？有！就在西湖边的杨梅岭村。

昨天，钱报·小时新闻记者就到杨梅岭村去采杨梅了。

@杭州人

杨梅岭杨梅岭真有杨梅真有杨梅，，味道如何味道如何
钱报记者和村民上山，边采边吃，带回家的做成杨梅烧

杨梅树不高，踮踮脚就能摘得到

在杨梅岭村，记者沿着乾龙路走到杨梅岭村村口道闸，右边

是一片片龙井茶园，大片的杨梅树则分布在左侧山头。

还没往山上走，就看到有满头大汗的村民提着一袋袋刚摘好的杨

梅往回走，还热情地与大家分享：“我们半小时采了三大袋。”

村民采杨梅，每个人背着茶篓，“我们杨梅岭村，春有西湖龙

井，夏有杨梅，秋有桂花，我们采茶采杨梅，这个茶篓都用得上。”

村民柴大姐特别自豪地介绍着，拿着刚刚采下的一颗杨梅递给

记者尝，一股鲜甜涌入口中。

走到半山腰，记者看了一下，树上的杨梅大部分都已发红，

越是高处，深红、黑红的杨梅就越多，但手够得到的地方半青半

红色的居多。

满脸是汗的柴大姐说，采杨梅简单，直接梗上一拉就下来

了，长得高的杨梅就得爬上去摘，是个体力活。但是，这里的杨

梅树，树龄都不大，人爬上去容易断枝，搞不好就要摔下来，没经

验的千万别往上爬。

还好，杨梅树并不算高，一般踮踮脚都能够得到，高点的地

方，拿个杆子拉下来也能够得着。

这里的杨梅山没有正规游步道，山路难走，梅雨季容易滑

倒、迷路，不熟悉山路的市民或游客，不要随意进山采摘。

杨梅甜度不高，村民喜欢做杨梅烧

半小时工夫，柴大姐一行两三个人，就采满了一茶篓，毛估

估20斤。

柴大姐脸上汗珠一直往外冒，摘到甜的，她时不时放嘴里，

“我们村民摘杨梅很随意的，就是边摘边吃，今年杨梅采摘时间

比前两年晚了一点，不过产量和味道都还不错。”

“这两天村民们都在采杨梅，杨梅最怕雨，大家想在下雨前

抢下来。”杨梅岭村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杨梅岭村的杨梅树，2006

年重新栽种 1200 多棵，后面又重新嫁接上了余姚炭梅品种，这

几年产量都还不错，主要集中在 500 棵左右，平均下来，每年有

1000多斤可以摘，“杨梅产量也是看天气的，有大年小年，我们杨

梅岭村的杨梅，个头都不算大，甜度不算高，但是很鲜爽，所以村

民们都喜欢用来做杨梅烧。”

杨梅烧怎么酿？下山后，记者来到了村民胡玉珍家请教——

泡杨梅酒，第一步，先把杨梅弄干净，挑出杨梅叶等杂物，最

好把根部的梗去掉。清理干净后，胡大妈拿出一个杨梅酒瓶、冰

糖、酒坛子，开始酿杨梅烧。

先放入一层杨梅，然后在上面铺上冰糖，再一层杨梅一层冰

糖，最后把高粱酒倒入。

“20 斤的瓶子，一般用一斤左右冰糖，冰糖要买那种老冰

糖。”胡大妈说，一般用高粱酒最好，如果再讲究点的可以买 5 年

陈的，“我们家要放上一年后再打开，那个时候的味道会比较

好。老底子，夏天太热中暑了、吃坏肚子了，我们都喜欢用杨梅

烧压一压。”

杨梅岭村，是西湖景区

九溪十八涧中“九溪”的发源

地之一，人们只知杨梅岭盛

产西湖龙井茶，殊不知，这地

名源远流长，大有来头。据

说，旧时杨梅岭盛产杨梅，分

红白两种，人称圣僧梅。在

淳佑《临安志》卷九杨梅坞

《古迹事实》中记载：“石坞内

有一老妪姓金，其家杨梅甚

盛，俗称杨梅坞，所谓金婆杨

梅是也。”杨梅岭就得名于岭

下的“杨梅坞”，杨梅岭村也

是西湖景区内唯一用果树命

名的村庄。关于这远近闻名

的“金婆杨梅”，苏轼也曾作

诗《答参寥惠杨梅》：“新居未

换 一 根 椽 ，只 有 杨 梅 不 值

钱。莫共金家斗甘苦，参寥

不是老婆禅”，即是谓此。

后因历次战乱，亦因杨

梅的经济价值不及种茶，这

里 的 杨 梅 果 树 毁 于 一 旦 。

2006 年，在西湖风景名胜区

的支持下，杨梅岭村重新开

发了杨梅果园 50 余亩，栽种

杨 梅 树 1200 多 棵 。 这 些 年

来，杨梅树陆陆续续长大，并

陆续结果，让杨梅岭村重新

有了“杨梅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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