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新闻+

QIANJIANG EVENING NEWS

222022.7.18 星期一 责任编辑：马军/版面设计：王磊/责任检校：林卫平2022.7.18 星期一 责任编辑：马军/版面设计：王磊/责任检校：林卫平

新闻报料
扫二维码

小时记者帮

本报记者 陈蕾

“知了，知了⋯⋯”连日的高温，把人们晒得几近中暑，也

把知了差不多晒晕了。

蝉鸣是南方夏天的标配。

钱报记者发现最近身边杭州人多了一个新的亲子游戏：

抓知了。

都市里，抓知了成为新鲜的亲子活动，有父亲带娃一夜抓200只

“让孩子感受感受我小时候的快乐”
都市里，抓知了成为新鲜的亲子活动，有父亲带娃一夜抓200只

“让孩子感受感受我小时候的快乐”

·读城记

本报讯 暑假一来，西湖边的杭州青少年活动中心人来人

往，进入高峰期。很多家长顶着烈日，陪孩子来这里参加各种

兴趣班。

昨天上午 10 点，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在青少年活动

中心门口看到，马路边都是撑着阳伞的家长和孩子。

孩子们进教室上课后，公共区域全是等候中的家长。躺

椅、小马扎、充电电风扇、地垫⋯⋯家长们拿出随身带来各种

“装备”，就为熬过几小时甚至整个白天的等待。

“专业”陪同，装备齐全
打发时间很有一套

在一众等候的家长中，张先生的装备特别齐全：坐有马

扎，想吹吹风有带充电板的小电扇，还有一个袋子专门装着吃

的喝的。

“我小孩10岁，基本上是周末来上课。孩子妈妈是老师，

有寒暑假，我和她轮流送孩子来。”因为孩子从幼儿园就开始

上各种兴趣班，张先生对打发时间特别有一套。“小孩子周日

从早上 10 点多到下午 5 点陪他上课，中间转场，也是我陪着

去的，很累。如果等待时间长，可以去周边逛逛、喝喝咖啡，如

果时间短，就在门口玩玩手机。”

69 岁的董爷爷席地而坐，一边看手机，一边等着孙子下

课。“孙子的课从 10 点半上到 11 点 45 分，我就在这里等他。”

董爷爷说，孩子父母工作比较忙，周末也常常加班，所以他和

老伴分别负责接送孙子和孙女上兴趣班。

“我也不知道他上什么课，有些名词我也不懂的。但是上

课挺好，暑期每天要来上一节课，免得在家太吵。”董爷爷说。

工作很忙
找个空地搭出“办公区”

赵先生在走廊的空地上为自己搭了个“办公区”，地垫、折

叠椅、小桌板、小风扇放置妥当，摊开着一台笔记本电脑。

赵先生从事快销品销售，女儿今年6岁。前天他刚从嘉兴

出差回来，还没有为马上要开的工作会议做好PPT，为了陪孩

子来上课，他只能把工作带来，“加班加点”。

赵先生和女儿从早上 8 点半到下午 5 点要一直待在这

里。赵先生说，夫妻俩工作都比较忙，今年暑假本想把女儿送

回老家，“但是女儿喜欢这里的芭蕾舞课，我们也想尽量满足

孩子的兴趣，还是给她报了名。”

为了陪女儿上课，赵先生的母亲也从老家过来帮忙照顾。

平时工作日，赵先生会早早地把母亲和女儿送到青少年活动中

心，中午由奶奶照顾，下午赵先生下班再接回来。“也不能总是

麻烦长辈，周末总要我们自己来管孩子。”

本报记者 章然 实习生 李岚

与天气一样火热的

是西湖边的暑期兴趣班

陪娃的家长摊开躺椅地垫
冒着高温一坐半天

钱报记者发现，不仅杭州爸爸们在抓知

了，杭州绿化部门在夏天也要抓知了。

为什么要抓知了？知了的一生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卵、若虫、成虫。三个生长阶段活

动依次从树上到树的根部，再回到树上。它

的一生都依靠吸食植物的汁液生活，对植物

造成危害。

7 月 16 日，钱报记者跟随杭州西湖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工作人员一起去嘉绿苑公园抓

知了。

“今年热得早，知了出来也早。”西湖区综

合行政执法局绿化园林发展科邢小明说，知

了喜欢在树木顶部的嫩枝上产卵，“听声音，

这棵树上有三四十只，但都在顶上，看不太

到，也不太好抓。”

抓知了，工作人员用的是一个类似鱼竿

的粘虫杆。找知了，那还是得靠肉眼。

“看，那里有一只。”在一棵柳树的枝桠

处，发现一只知了，工作人员逐渐伸长粘虫

杆，透过树叶丛，小心翼翼地粘到知了。

杆子收回来，知了牢牢地粘在杆子上，双

翅还在扑腾。

“目前危害程度不大，知了主要集中在树

木顶冠部。树木躯干部的知了基本被抓完

了。”邢小明告诉记者，绿化部门鼓励市民抓

知了，尤其是未发育完全的知了猴。如果有

大量知了同时在一棵树上产卵发育，严重时

会导致树木枯死。

据了解，在日常负责绿化养护过程中，工

作人员会及时剪除被产卵而枯死的枝条，以

消灭其中大量尚未孵化入土的卵粒。“我们也

希望市民一起参与进来，减少知了危害园林

树木。”

本报记者 盛锐

这些天，城管也在抓知了

家在杭州萍水街的春哥，前阵子一直在

外执行任务。回家后见到久违的两个儿子，

别提多开心了，恨不得天天陪着他们玩。

最近，他决定晚上带着娃去抓知了，让孩

子体会一下他小时候的快乐。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春哥先准备

工具，上网一搜，各个电商平台上，“知了神

器”都很火。一根伸缩杆、几盒胶球，加起来

也就几十块钱。

快递收到，春哥比娃还兴奋，带着老婆孩

子下楼去抓知了，路上还吸引了邻居家的小

朋友。

知了有趋光性，春哥父子沿着路灯一路

找下去，小区的一棵棵树上，知了一只只看得

清清楚楚。把胶球穿过伸缩杆的顶端，春哥

举上去开始寻找树上的知了，一粘一个准，小

朋友们顿时觉得爸爸好厉害！

小区光源太多，知了被惊动就乱飞。春

哥为了孩子们开心，也是拼了。

这一把，他们抓了 200 多只知了。知了

被分给四家小朋友，他们自己带回去 50 多

只，看看也够一盘子菜了。

知了刷洗干净，掐头去尾，留中间有肉那

一节，下葱姜蒜酒，爆炒⋯⋯真香！要知道，

有的农家乐里，知了已经要120元一斤咯！

照片发到朋友圈，春哥的同事纷纷点赞，

还有人打趣：“一个敢抓，一个敢吃。”

有同事小姐姐说：这还用抓？我们小区

里的知了都热得不会动了，满地都是。

同款爸爸还有徐先生。前天晚上，在两

娃的要求下，徐先生也自制装备，开始抓知

了。到手的知了干啥？给孩子玩！

爸爸带娃抓知了

一些家长找不到合适的地方，只好坐在台阶上


